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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前教育理论

幼儿园亲子活动中的家长角色定位

王　静

（淮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安徽淮北　２３５０００）

摘　要：幼儿园亲子活动的开展对于加强家园合作、增进亲子情感交流、促进幼儿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家长作为亲子活

动的重要参与者，其角色的正确定位影响到亲子活动的价值。目前，在幼儿园亲子活动开展的过程中，家长容易扮演四种错

误角色：缺位者、旁观者、执行者和强制者，这一现象的存在使活动的意义受到影响。基于此，文章从家长自身、幼儿以及幼儿

园三个方面探讨影响家长角色定位的因素，并就如何正确定位家长的角色提出了建议。

关键词：幼儿园；亲子活动；家长角色；影响因素

中图分类号：Ｇ６１６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２０９５－７７０Ｘ（２０１６）０１－００１２－０３

ＰＤＦ获取：ｈｔｔｐ：／／ｓｘｘｑｓｆｘｙ．ｉｊｏｕｒｎａｌ．ｃｎ／ｃｈ／ｉｎｄｅｘ．ａｓｐｘ　　犱狅犻：１０．１１９９５／ｊ．ｉｓｓｎ．２０９５－７７０Ｘ．２０１６．０１．００４

犚狅犾犲犗狉犻犲狀狋犪狋犻狅狀狅犳犘犪狉犲狀狋狊犻狀犘犪狉犲狀狋－犮犺犻犾犱犃犮狋犻狏犻狋犻犲狊犻狀犓犻狀犱犲狉犵犪狉狋犲狀

犠犃犖犌犑犻狀犵
（犐狀狊狋犻狋狌狋犲狅犳犈犱狌犮犪狋犻狅狀，犎狌犪犻犫犲犻犖狅狉犿犪犾犝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狔，犎狌犪犻犫犲犻２３５０００，犆犺犻狀犪）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Ｐａｒｅｎｔ－ｃｈｉｌｄ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ａｒｅｃａｒｒｉｅｄｏｕｔｉｎｋｉｎｄｅｒｇａｒｔｅｎｓｔｏ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ｔｈｅ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ｋｉｎｄｅｒｇａｒｔｅｎｓａｎｄ

ｆａｍｉｌｉｅｓ，ｅｎｈａｎｃｅｔｈｅｅｍｏｔｉｏｎａｌ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ｐａｒｅｎｔｓａｎｄ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ａｎｄｐｒｏｍｏｔｅｔｈｅｈｅａｌｔｈｙ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Ａｓ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ｎｔｓｉｎｐａｒｅｎｔ－ｃｈｉｌｄ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Ｐａｒｅｎｔｓｒｏｌｅ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ａｆｆｅｃｔｓｔｈｅｖａｌｕｅｏｆｐａｒｅｎｔ－ｃｈｉｌｄ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Ｆｏｕｒ

ｃｏｍｍｏｎｌｙｓｅｅｎｗｒｏｎｇｒｏｌｅ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ｓａｒｅｆｏｕｎｄａｍｏｎｇｐａｒｅｎｔｓ，ｎａｍｅｌｙ，ａｂｓｅｎｔｅｅ，ｂｙｓｔａｎｄｅｒ，ｐｅｒｆｏｒｍｅｒａｎｄｅｎｆｏｒｃｅｒ．Ｔｈｅ

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ｏｆｔｈｅｓｅ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ｎａｆｆｅｃｔｔｈｅｍｅａｎ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ｉｓ，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ｓｔｈｅｉｎｆｌｕｅｎｔｉａｌｆａｃｔｏｒｓｏｎ

ｔｈｅｒｏｌｅｏｆｐａｒｅｎｔｓｆｒｏｍｔｈｒｅｅａｓｐｅｃｔｓ：ｐａｒｅｎｔｓ，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ａｎｄｋｉｎｄｅｒｇａｒｔｅｎ，ａｎｄｐｕｔｓｆｏｒｗａｒｄｓｓｕｇｇｅｓｔｉｏｎｓｏｎｈｏｗｔｏｃｏｒｒｅｃｔｔｈｅ

ｒｏｌｅｏｆｐａｒｅｎｔｓ．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ｋｉｎｄｅｒｇａｒｔｅｎ；ｐａｒｅｎｔ－ｃｈｉｌｄ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ｔｈｅｒｏｌｅｏｆｐａｒｅｎｔｓ；ｉｎｆｌｕｅｎｔｉａｌｆａｃｔｏｒｓ

　　幼儿园亲子活动是由幼儿园创造一定条件，以

亲缘关系为基础、以教师为主导、教师与家长共同组

织的一种幼儿园教育方式，它是幼儿教育的一个重

要组成部分，是家园共育的重要途径和组织形式。［１］

幼儿园亲子活动的开展对于加强家园合作、增进亲

子情感交流、促进幼儿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但

是，有些家长在亲子活动中角色的错位影响了亲子

互动的活动开展，也不利于幼儿发展。因此，必须找

出影响家长角色定位的因素，指导家长合理定位自

己的角色非常重要。

一、家长在亲子活动中角色定位的现状

及存在问题

（一）父母成为缺位者，亲子活动变成祖孙的

活动

幼儿园亲子活动是幼儿和父母一起参加的活

动，但是，在目前幼儿园的亲子活动中经常出现父母

缺失尤其是父亲缺失的现象，使得本该由父母与幼

儿一起参加的活动变成了爷爷奶奶与幼儿一起游

戏。有关母亲参与、母子依恋、母子关系的研究充分

证实了母亲在孩子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父亲参

与与否对幼儿的发展也有着深刻的影响。已有研究

表明：父亲的直接参与不同于父亲的间接参与，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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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能够给幼小的儿童带来愉快的情绪，从而有利

于儿童的早期情绪、社会性的发展。竺智伟等人的

研究显示：父亲参与在促进儿童社会适应能力发展

中作用占有１２％比重，是学前儿童社会性发展的重

要影响因素。［２］也有研究表明：父亲角色的缺失将会

导致幼儿心理脆弱、多愁善感、懦弱胆小、独立性差

等问题出现。［３］

（二）家长作为旁观者，不参与活动

幼儿园亲子活动是多元主体性、多向互动性、全

面教育性的实践活动，需要幼儿、教师和家长三个主

体共同合作、互动，家长作为活动的主体之一，对亲

子活动的开展具有重要影响。匡莉（２００７）
［４］、张远

丽（２００８）
［５］、邓子红（２０１１）

［６］等人都认为亲子活动

是多主体活动，家长是幼儿园亲子活动的参与主体

之一，家长参与活动的素养直接影响着幼儿园亲子

活动开展的质量。然而，在实际的亲子活动中，许多

幼儿家长并没有真正参与到活动中去，在活动过程

中经常出现这样的情景：有些家长站在一旁玩手机；

有的和其他家长聊天等，不主动参与到活动中去，导

致互动的单向性，甚至互动缺失，影响幼儿参加活动

的积极性，阻碍幼儿和家长之间的情感沟通、交流，

同时也不利于幼儿的发展。

（三）家长作为执行者，直接干预活动

尽管父母是亲子互动的主体之一，但不是活动

的直接执行者，在活动中最重要的主体是幼儿，其目

的也是为了促进幼儿的发展。然而，在现实的活动

过程中，家长经常出现越位现象
!!

直接干预幼儿

的行为，代替幼儿行动，使得应该由幼儿完成的任务

却被家长包办代替。家长的这种只重视活动的结

果，忽视幼儿自主行动的行为，不仅剥夺了幼儿积极

主动的探索机会，还让活动最重要的主体变成了活

动的旁观者。由于家长的直接干预，家长处于中心、

主导、控制地位，幼儿处于边缘、被动、依赖地位，［７］

家长的这种越位行为，使处于弱势地位的幼儿失去

了参加活动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被剥夺了发展的权

力，其体能、智力、情感、社会性等均不能充分获得发

展。另外，家长的直接干预，还会使幼儿失去活动的

兴趣，挫伤幼儿的自信心，不利于幼儿良好性格的

形成。

（四）家长作为强制者，强迫幼儿活动

在幼儿园亲子活动中，有些家长急功近利，为了

让幼儿能够完成任务，不顾幼儿自身的意愿和兴趣，

强制幼儿的行为，千方百计地强迫幼儿操作。家长

的强制行为不但影响了自己和幼儿的情绪，导致幼

儿哭闹、不合作，家长失去耐心，不能顺利完成任务，

而且也不利于幼儿独立性、自信心等良好性格的形

成，失去亲子活动的教育价值。

二、影响家长角色定位的因素分析

（一）家长的角色认知

家长的角色认知是家长对参与亲子活动的角色

作用、角色地位以及参加教育效果的一系列认识。

刘丹（２０１２）
［８］把家长的角色认知分为学习者和陪同

者两种。通过研究发现：学习者的家长参与活动的

积极性、对亲子教育的重要性认识都比陪同者的高，

学习者的家长在亲子活动中扮演积极的学习者、参

加者和幼儿伙伴的角色；陪同者的家长在亲子活动

中扮演保护者的角色，容易出现旁观和直接干预的

行为。关颖也认为家长角色的错位，是源于家长对

自身角色认识的错误。［２］

（二）家长的教育观念

家长如何看待幼儿教育、如何看待亲子活动以

及如何看待幼儿，影响着他们在亲子活动中的角色

扮演。对于轻视幼儿教育和亲子活动的家长，他们

易于扮演缺位者和旁观者的角色；对于那些视幼儿

为无能的家长，在活动中自然而然地扮演着执行者

和强制者的角色。不同的教育观影响家长不同的角

色定位，产生不同的角色行为，因此，导致在亲子互

动中有些家长缺位、越位现象的经常出现。家长的

教育观念受到文化水平的影响，文化程度高的家长

易于接受最新的教育理念，重视亲子活动的价值，参

加活动的积极性高，而且能够更好地指导孩子的活

动，定位好自己的角色；文化程度较低的家长则

相反。

（三）家长的职业和性格

家长的职业对家长的角色定位会产生影响。李

阿芳（２００８）认为家长职业影响亲子互动，在她的研

究中尤其对从事教师事业的家长有专门研究，显示

教师职业的家长具有一定的教育经验和相对的教育

理念，对亲子互动具有明显的倾向性，在亲子互动中

能够更好地定位自己的角色，懂得在恰当的时机做

出恰当的行为。家长的性格也是影响家长角色定位

的因素之一，不同性格的人会做出不同的行为。在

亲子活动中，有的家长容易出现强制行为，直接干预

活动；有些家长倾向于扮演指导者和幼儿伙伴的角

色，在活动中能够收放自如，审时度势。

（四）幼儿的个性和年龄特点

幼儿作为活动的最重要的主体之一，在亲子活

动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亲子活动的开展其目的

也是为了促进幼儿的发展，亲子活动是针对每个幼

儿的活动，必须尊重幼儿，承认幼儿的差异性。每个

幼儿的个性不同，而且每个发展阶段的幼儿在活动

中的表现也不尽相同，幼儿园亲子活动主要是以游

戏活动为主，０—３岁与３—６岁的幼儿家长在亲子

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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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中扮演的角色当然也会不同。随着幼儿年龄的

增长，幼儿的认知能力以及动作发展也越来越成熟，

家长的角色也要随之改变。

（五）教师与家长的互动

幼儿园亲子活动是幼儿、家长和教师三者互动

的活动，家长是教师的协助者，教师与家长之间的互

动也是影响家长角色定位的重要因素。在亲子活动

中，有些家长不主动与老师交流，当然，有的教师也

没有积极、主动地与家长沟通，没有对家长进行及时

有效的指导，这就造成家长不了解活动，不知道在活

动中自己应该担当什么角色，导致角色模糊，定位不

清，出现了旁观者、执行者以及强制者等缺位、越位

的现象。

（六）幼儿园的组织安排

幼儿园亲子活动的开展需要家长的参与，但也

需要幼儿园教师合理的组织安排，需要幼儿园事先

与家长沟通，选择合理的时间。由于幼儿家长平时

需要上班，如果活动时间与家长的工作时间冲突，必

然导致家长不能参加活动。另外，农村幼儿园开展

活动的时间还要考虑到农忙时节，幼儿家长较忙也不

可能有时间参与其中。因此，亲子活动要想获得家长

的支持和参与，就需要幼儿园老师能够根据实际情况

合理安排活动时间，如，可以选择在节假日、周末等空

闲时间举行，这样有利于提高父母的参与度。

三、对家长在亲子活动中角色定位的建议

家长的角色定位影响亲子互动的过程以及幼儿

的发展，正确定位好角色对亲子活动的开展以及实

现亲子活动的教育价值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从以下

几个方面来帮助家长形成正确的角色定位。

（一）家长应树立正确的角色观和教育观

家长的角色观影响家长的行为。刘丹（２０１３）通

过研究角色观对亲子互动的影响发现：高角色观的

家长参加活动的积极性高，对幼儿的消极干预少，能

够合理地指导幼儿活动。因此，良好的亲子互动就

需要家长形成正确的角色观，通过幼儿园的指导，主

动学习最新的、科学的教育理念，这就要求家长平时

要积极关注幼儿教育，及时对自己错误的角色观和

教育观进行更新、转变。

（二）家长要进行角色学习，增强角色意识，提高

角色能力

家长在社会中的角色有很多，但并不是每个人

都能按照角色的要求正确、完美的表现自己的角色

行为。角色学习是将角色期望内化的过程，是角色

承担的前提。家长一方面要学习角色的权力、义务

和规范；另一方面要学习角色的知识、态度和情感，

在不断地学习和体验中形成正确的角色观和角色行

为。正确的角色观和教育观能够帮助家长更好地指

导、帮助幼儿，但是却不一定达到预期的目的。原因

在于他们不能把正确的教育观念和方法很好地运用

在实践中，缺乏角色能力，这就要求家长不断学习和

训练以提高在实践过程中的运用能力。

（三）加强教师和家长之间的沟通、交流

家长和教师都是亲子活动互动的主体，两者之

间要不断加强互动与交流，家长在亲子活动中应该

扮演参加者、支持者、学习者以及教师协助者等角

色，就要求加强教师和家长之间的沟通与交流；教师

要在亲子活动开展之前做好各项准备工作，合理组

织安排活动时间、场地、内容以及形式等；要事先联

系家长，让家长了解亲子活动的意义和目的，取得家

长的支持和帮助；指导家长合理定位自己的角色，在

活动中学会与幼儿互动。

（四）加强家园合作

家长对幼儿的发展有着持续性和深远性的影

响，幼儿教育需要家长和幼儿园共同合作。家园合

作是当前幼儿园教育的重要理念，幼儿园亲子活动

的开展也是家园合作的重要表现。加强家园合作，

有助于帮助家长理解亲子活动的意义，让家长积极

参与到活动中去；帮助家长了解幼儿在园状况，在活

动过程中家长才能在合适的时间以恰当的方式与幼

儿互动；宣传科学的教育理念，帮助家长树立正确的

教育观，学习正确的教育方式，学会合理定位自己的

角色，最终使幼儿园教育和家庭教育保持一致性，更

好地促进幼儿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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