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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幼儿心理健康教育中的家园合作

◆张艺璇

(临洮县八里铺镇中心幼儿园, 甘肃 定西７４３０００)

【摘要】幼儿教育对于幼儿的成长而言是重要的教育阶段,心理健康教育是幼儿教育的重要内容,其对幼儿的健康起

着重要的影响.在幼儿健康教育中,教师和家长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家园合作具有重要的意义.在家园共育的实际合

作过程中,家长和教师的合作存在一些问题,使交流合作难以发挥重要作用.本文主要简述幼儿心理健康教育中家园

合作现状,分析幼儿心理健康教育中家园合作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针对性的策略,为幼儿创建健康成长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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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我国重视幼儿教育，针对幼儿教育问题制订了《幼

儿教育指导纲要》，其中提出“家园合作教育是重要方式，

对幼儿健康成长有重要推动作用。”因此，教师和家长需要

按照我国对幼儿教育制订的相关规定，共同为幼儿健康成长

保驾护航。

１　幼儿心理健康教育中家园合作现状调查

幼儿心理健康教育主要以幼儿活动为核心，根据幼儿心

理和生理变化特征，运用对应的教育方法，促进幼儿身心健

康发展，提高幼儿综合素质。 幼儿心理健康教育包括众多

内容，是一项复杂的教育工程。 幼儿教师和家长需要重视

幼儿的心理健康。 近些年，我国出生人数处于持续下降趋

势，出生人口数据如表１所示。

表１　２０１８—２０２１年我国出生人数调查表

(单位:万人)

年份 出生人数 一胎数量 结婚登记 ４０岁以下结婚人数

２０１８ １５２６ ６４６ ２０２８ １６４１

２０１９ １４６８ ６２１ １８５５ １４８６

２０２０ １２０３ ５１７ １６２６ １３０９

２０２１ ９７９ ４６０ １５９９ １２８７

　　从调查表中可以看出，我国出生数量保持平稳状态，幼

儿园教育压力较大。 为深入分析幼儿心理健康教育中家园

合作现状，本文主要以某幼儿园为调查中心，以１９０名家长

为调查对象，以发放调查问卷和访谈方式为调查方法。 经

统计，共回收有效问卷为１８３份，主要调查内容是家长是否

了解孩子的心理健康教育开展情况。 笔者通过调查结果来

分析家园合作中存在的问题和影响因素。

通过问卷调查笔者发现，部分幼儿家长可以意识到幼儿

心理健康的重要性，主动参与幼儿园心理教育活动，但是仍

然有部分家长不重视幼儿的心理健康问题，较少加入幼儿心

理教育队伍中，其调查结果如表２所示。

表２　家长在家园合作中角色定位表

选项 人数 占比(％)

局外人 ０ ０．００％

普通家长 １６６ ９０．７１％

信息交换者 ４ ２．１９％

合作伙伴 １３ ７．１０％

　　从数据中可以看出，大部分家长认为自己在家园合作中

属于普通家长角色，较少参与到心理健康教育活动中。 幼

儿家长对幼儿心理健康关注点调查结果如表３所示。

表３　家长对幼儿情况关注点调查表

选项 人数 占比(％)

饮食起居等生活信息 ７５ ４０．９８％

学习情况 ４３ ２３．５０％

人际交往情况 ４１ ２２．４０％

心理健康情况 ２４ １３．１１％

　　从数据中可以看出，大部分家长关注的是幼儿的饮食起

居等生活信息，只有少部分家长关注的是幼儿心理健康状

况。 部分家长与教师沟通幼儿情况，但不了解幼儿心理健

康方面的知识内容。 家长了解幼儿心理健康教育知识内容

调查结果如表４所示。

表４　家长了解幼儿心理健康教育知识内容调查表

选项 人数 占比(％)

幼儿教师 ６０ ３２．７９％

家庭教育讲座 １４ ７．６５％

相关书籍 ９５ ５１．９１％

其他 １４ ７．６５％

　　从数据中可以看出，大部分家长主要通过相关书籍了解

心理健康知识，幼儿园举办家庭教育讲座频次减少，影响家

园合作进展。 通过访谈发现，部分家长已经意识到幼儿存

在的心理健康问题，家长可以通过多种渠道了解情况。 家

长选择帮助途径调查结果如表５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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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家长选择帮助途径调查表

选项 人数 占比(％)

顺其自然 ４ ２．１９％

凭经验在家教育 １２ ６．５６％

与教师沟通并寻找解决方式 １２ ６．５６％

通过专业心理健康教育机构 １５５ ８４．７０％

　　从表中可以看出，大部分家长选择通过专业心理健康教

育机构了解幼儿心理健康问题，较少与教师沟通，忽略了家

园合作的重要性。 站在教师角度，部分教师对幼儿心理健

康问题关注度有待加强。 教师家庭访谈次数调查结果如表

６所示。

表６　教师家庭访谈次数调查表

选项 人数 占比(％)

是 ８０ ４３．７２％

否 １０３ ５６．２８％

　　部分教师对幼儿家庭情况的了解不够重视，主动与家长

沟通的次数较少，难以帮助幼儿解决问题；部分教师可以完

成家庭访谈任务，但是仅将家庭访谈当成一种形式化任务，

难以真正了解幼儿生活环境和家长的教育理念，使教师的心

理健康教学失去针对性。

２　幼儿心理教康教育中家园合作存在的主要问题

２．１　家园双方对幼儿心理健康教育的重视程度有待

加强

幼儿家长和教师如果忽视了幼儿的心理健康教育，就会

对幼儿心理健康教育产生不利影响。 然而，一些幼儿家长

不了解心理健康教育，认为幼儿年纪较小，不存在心理健康

问题。 因此，这些家长就难以帮助教师更加有效地展开心

理健康教育活动。 同时，部分幼儿家长由于忙于工作，没

有时间去留意幼儿的心理健康情况，他们将对幼儿的教育任

务交给了幼儿园，与幼儿沟通的机会较少，难以了解幼儿心

理变化情况和生理变化情况。 如果幼儿没有主动与家长沟

通，没有向家长谈论自己的情绪状态，不与家长分享自己的

生活，家长就会对幼儿的心理健康缺乏了解。 从幼儿教师

的角度而言，部分幼儿教师较少去主动了解幼儿的心理变化

情况。 在幼儿园内，幼儿教师较多地关注幼儿安全问题和

生活情况，对幼儿心理健康问题的重视程度还有待进一步加

强，否则就会导致幼儿容易出现不良心理健康问题，也会使

幼儿园难以更加有效地开展心理教育活动。

２．２　合作交流中存在一些问题

幼儿园和家长合作交流存在一些问题，使双方沟通交流

的效果不够好，不利于幼儿心理健康教育。 部分幼儿家长

对教师缺乏信任，一些家长认为幼儿园主要以盈利为目的，

认为幼儿园对幼儿的学习情况和生活情况不够重视。 部分

幼儿家长溺爱幼儿，过分保护幼儿，使幼儿难以正视自己的

错误，他们在与其他幼儿做游戏的过程中，经常以自我为中

心，容易与其他幼儿出现矛盾，不利于幼儿的正常交友。

幼儿教师认为幼儿家长溺爱幼儿，为帮助幼儿园树立安全形

象，幼儿教师较多地重视幼儿安全问题，对其他方面缺乏关

注。 部分幼儿教师认为幼儿学习进度较慢，在教育过程中

对幼儿缺乏足够的耐心，使一些幼儿在学习中不够自信，不

利于幼儿的心理健康。 此外，一些幼儿家长和教师之间缺

乏有效的沟通交流，使家长和教师都不够了解幼儿的实际情

况，不利于幼儿健康成长。

２．３　家园合作中的系统管理有待完善

在一些幼儿园中，家园合作中的系统管理还有待完善，

存在幼儿教师对家园合作进程不够了解的现象。 在一些幼

儿园中，其家园合作比较形式化，幼儿园缺乏完善的系统管

理家园合作，使家园合作教育方式无法发挥重要作用。 幼

儿的心理健康问题是幼儿成长过程中的重要问题。 一些幼

儿园对幼儿的心理健康问题缺乏足够的重视，对教师和家长

的沟通情况了解较少，家园合作管理系统还有待进一步完

善，这导致一些幼儿教师对家园合作缺乏足够的重视，对幼

儿园开展教育活动产生不利影响。 此外，一些幼儿园盲目

加强家园合作，没有制订科学合理的合作制度，忽视了幼儿

的受教育情况和家庭生活状态，使家园合作难以达到促进幼

儿身心健康发展的目的。

２．４　家园合作中没有建立长效机制

家园合作属于一项长期、复杂的教育项目，幼儿家长和

教师是促进幼儿心理健康的重要影响因素。 在实际活动

中，一些幼儿园没有建立家园合作的长效机制。 一些幼儿

家长较少参加幼儿园活动，对幼儿园的教育活动不够重视，

不利于幼儿身心健康。 同时，一些幼儿教师没有建立健康

有效的教育工作渠道，难以为幼儿创造优质的生活和学习环

境，难以增强幼儿心理健康工作的实效性。

３　幼儿心理健康教育中建立家园合作的有效策略

３．１　家长和教师都要重视幼儿心理健康

幼儿家长和教师在幼儿成长过程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

需要充分发挥各自的教育引导作用，家校双方都要重视幼儿

的心理健康，帮助幼儿健康成长。 幼儿园需要对幼儿教师

进行专业培训，让教师学习幼儿心理健康相关的专业知识。

这有助于教师了解幼儿的正常需求和心理活动，及时帮助幼

儿解决问题，使幼儿乐于与教师分享自己的生活。 幼儿园

对教师的有效培训可以促进幼儿在幼儿园学习更多的知识，

增强幼儿的各项技能。 幼儿教师需要多关注幼儿的各项学

习活动，要遵循“因材施教”的教育理念，针对不同特点的

幼儿采取不同的教育方式，使每个幼儿都可以健康快乐的成

长。 幼儿家长需要发挥引导作用，为幼儿健康成长营造良

好的成长环境。 幼儿家长需要转变不正确的教育观念，需



基础教育

２０２３．３２　前卫　 １４９　　

要学习幼儿心理健康的相关知识，从幼儿的角度分析理解幼

儿的各种行为习惯，关心幼儿的心理健康，帮助幼儿解决问

题。 幼儿家长需要经常反思自己的教育方式，引导幼儿正

确处理问题，发挥家长的引导作用。

３．２　建立家园合作的长效机制

幼儿家长和教师需要建立家园合作的长效机制，共同以

幼儿发展为核心，开展心理健康教育课程。 教师和家长需

要增加交流沟通的频次，共同解决幼儿教育问题。 在不同

教育阶段，幼儿家长和教师需要了解幼儿的学习和生活状

态。 家长和教师都要以幼儿为核心，分析幼儿情绪变化的

原因，保证幼儿园课程有效实施。 例如，针对新生，家长

和教师需要帮助幼儿解决焦虑问题，关注幼儿的生活状态和

情绪变化，耐心倾听幼儿分享生活。 当家长向教师询问幼

儿状态时，教师需要为家长详细介绍幼儿在幼儿园的学习、

生活状态，使家长了解幼儿的课程内容以及幼儿的学习状

态。 幼儿园需要与家长进行良好的沟通。 例如，幼儿园可

以邀请幼儿家长参加亲子活动和节日庆祝等活动，为家长和

教师的交流提供更多的机会。 在信息化时代，教师可以通

过网站和微信群等方式与家长沟通，分享幼儿在幼儿园的学

习和生活状态，实现教师与家长的互动目标，共同为幼儿创

造良好的成长环境。

３．３　共同建立档案管理制度

档案管理在幼儿园中属于一项重要的幼儿管理方式。

在幼儿管理活动中，家长和教师需要共同建立幼儿的档案制

度，使家长和教师都可以了解幼儿的心理变化情况，从而为

幼儿选择合适的教育方式，促进幼儿身心健康发展。 从幼

儿园的角度来说，教师需要告知家长幼儿的相关情况，主要

内容见表７。

表７　幼儿档案管理内容分析表

幼儿姓名 幼儿教师 行为观察 心理测试 记录 交谈

　　幼儿教师需要记录表７中的内容，一式两份，一份交给

幼儿家长，使家长充分了解幼儿在幼儿园的相关情况，另一

份储存到幼儿园系统中。 这样的方式既有利于家长和教师

了解幼儿的心理变化情况，又有利于幼儿园存档。 通过反

复观察测试方法，幼儿教师和家长可以共同监督幼儿成长历

程，关注幼儿心理变化规律，最终形成幼儿健康档案卡，如

表８所示(其中 A 代表教师评估结果，B代表家长评估结

果，C代表幼儿作品和行为表现评估结果)。 教师可以通过

分析心理健康档案卡内容，加深对幼儿的了解深度，改善对

幼儿的心理健康教育效果。

３．４　建立科学有效的合作评价机制

幼儿家长和教师需要建立科学有效的合作评价机制，共

同制订幼儿学习计划，分配工作任务，促进幼儿健康发展。

幼儿园需要成立家长委员会，开展相关的幼儿园活动，解决

幼儿教育中存在的问题，改善教师和家长之间的关系。 幼

儿家长可以向幼儿园提出建设性建议，帮助幼儿园提高教学

质量。 幼儿园需要组织家长走进校园，使家长更深入地了

解幼儿学习环境，家长和教师一起共同创建科学合理的幼儿

培养方案。

表８　幼儿健康档案卡示例

生物性因素

出生史

疾病史

遗传情况

健康情况

心理性因素

内容 A B C

认知情况

情绪表达能力

意志力

个性特点

社会交往能力

社会性因素

家庭背景

居住情况

家庭状况

父母状况

教师状况

行为表现 幼儿作品

分析

对策

效果

４　结束语

综上所述，幼儿的心理健康教育是幼儿园教育的重要内

容，家长和教师需要共同承担相关的责任。 家长和教师要

重视幼儿的心理健康问题。 同时，家长和教师要建立良好

的互动关系。 幼儿园需要为家长和教师搭建良好的沟通平

台，使他们都能够及时地关注幼儿心理健康教育活动，关注

幼儿的成长情况，为幼儿创建良好的成长环境，促进幼儿健

康快乐地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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