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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国学前教育研究会家庭

与社区教育学术研讨会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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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院$陕西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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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幼儿园教育)家庭教育和社区教育对幼儿身心全面发展有着重要意义&本次中国学前教育研究会家庭与社区教育学

术研讨会$围绕着'新媒体)新思维)新素养%家庭)幼儿园)社区联动(这一主题$对当前家园社区一体化教育的现状进行了多

视角)深层次的交流与探讨&本文梳理了
!"#$

年中国学前教育研究会家庭与社区教育学术研讨会的交流成果$对大会发言中

有代表性的学术观点进行了综述&

关键词!家园社区一体化教育!学术研讨会!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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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深入学习和理解.幼儿园工作规程/的要

求$深入贯彻和落实.

%>@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

的精神$全面学习与宣传.教育部关于加强家庭教育

工作的指导意见/$积极配合国家第三期学前教育行

动计划的实施$引导广大学前教育工作者发挥对家

长的示范和引领作用$充分利用互联网
f

背景下的

优质学前教育资源$促进家庭-幼儿园-社区的一

体化教育$由中国学前教育研究会主办$陕西省学前

教育研究会协办$中国学前教育研究会家庭与社区

专委会)陕西智慧源科技有限公司联合承办的家庭

与社区教育专委会学术研讨会于
!"#$

年
?

月
!$>

!S

日在西安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幼儿园)幼教机

构)高等院校和相关研究机构的学前教育工作者近

B""

人参会$围绕'新媒体)新思维)新素养%家庭)幼

儿园)社区联动(这一主题$通过专家学者主题演讲

报告)分会场分享交流等多种方式与参会人员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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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国学前教育研究会家庭与社区教育学术研讨会综述

了当前幼儿园)家庭与社区教育如何联动的最新研

究成果与实践经验&中国学前教育研究会家庭与社

区专委会主任)西南大学教授刘云艳在开幕仪上介

绍了中国学前教育研究会家庭与社区专委会的地位

与使命$殷切希望学前教育工作者能够身负中国学

前教育发展的使命$立足于中国学前教育实际$脚踏

实地$追求卓越$为中国的家园)社区教育一体化贡

献自己的青春与智慧&陕西省学前教育研究会理事

长吕明凯从四个方面阐述了家庭教育的新形势与重

要性%一是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家庭教育)家

风建设做了多次重要讲话!二是教育部印发了.教育

部关于加强家庭教育工作的指导意见/!三是中共中

央办公厅)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

际认真贯彻落实!四是阐释了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

养的最新研究成果$并进一步解析了本次研讨会主

题中的'三新(---新媒体)新思维)新素养&中国学

前教育研究会家庭与社区专委会副主任)陕西师范

大学教授程秀兰主持开幕式$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刘

良华$南京师范大学教授王海英$云南民族大学教授

金星$沈阳师范大学教授秦旭芳$上海市教科院研究

员黄娟娟$重庆师范大学教授陈世联等出席开幕式&

在主题演讲报告会上$刘良华以.新素养与家庭

教育的新方向/为主题$深入浅出地阐释了核心素养

的六个方面%科学精神)实践创新)学会学习)人文底

蕴)责任担当以及健康生活$提出家庭教育'新三

好(%学习好)性格好)身体好$并从学习好与学会学

习)性格好与交往习惯)身体好与生活习惯三个方面

作了进一步阐释&王海英以.家庭)幼儿园)社区-

学前教育质量提升的三驾马车/为主题$以美国的开

端计划)瑞士社区的'游戏小组()德国社区青年服务

部)英国'社区玩具图书馆(为例$介绍了国外家

园---社区教育合作的新形势$并指出国外的家)

园)社区是教育共同体$三者共同促进了幼儿的身心

全面发展$在国内$家庭以被动的方式参与学前教育

工作$扮演着一种消费性角色$社区只是象征性参与

学前教育工作$扮演着资源性角色&当前国内的学

前教育尚局限在狭隘小天地中$是一种以幼儿园为

中心的学前教育$忽视了家庭教育和社区教育的重

要性&家庭)幼儿园)社区是幼儿生存的微观)中观

系统$家长和社区工作者是学前教育工作者的合作

伙伴和同盟军$家庭)社区资源的利用对促进幼儿的

健康成长具有不可替代作用和意义$我们应该培养

家庭和社区的参与幼儿园教育的意愿&金星分享了

.新媒体%重构儿童生活愿景/的主题报告$指出儿童

不仅仅是自然产物$我们关于儿童的知识不是被展

现出来的$而是被建构出来的&儿童作为一个社会

的客观存在$是一种社会性建构&新媒体盛行对儿

童社会性建构存在积极和消极两方面的影响%一方

面$新媒体对儿童观的社会性建构具有积极性$即可

以重构)发展儿童的天赋)丰富儿童的潜能等!另一

方面$新媒体盛行也模糊了儿童与成人的界限$媒介

呈现的儿童生活图景处处充满了困惑和忧虑$建议

学前教育研究人员应该站在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

视角去重新审视新媒体与儿童的关系&秦旭芳做了

题为.家园关系中'亲师矛盾(的特点透析及解决策

略/的主题报告$指出家长是幼儿园教师的重要合作

伙伴$良好亲师关系有利于幼儿身心的全面发展$沟

通信任障碍和教育配合度不足是造成家长和教师矛

盾的主要原因$其次是专业水平和情感关系$应在平

等基础上建立亲师和谐关系$建立幼儿园常态化反

馈评价机制$客观判断社会媒体舆论导向&

本次会议设有六个分会场$分别为%陕西师范大

学新校区幼儿园)西安交通大学幼儿园)西北工业大

学幼儿园)西安第一保育院)西安西缆幼儿园和西京

医院幼儿园&

?

月
!S

日$与会代表前往各个分会场

进行观摩学习与分享交流$分会场活动分为两个阶

段%第一阶段各分会场幼儿园重在了解当前开展家

园与社区教育一体化的最新实践情况!第二阶段由

来自成都)沈阳)南京)上海)西安)苏州)绵阳)兰州)

泉州)天水)福州等地市的
!?

位代表在六个分会场

分别发言$分享了因地制宜的家园)社区一体化的经

验&在陕西师范大学新区幼儿园的分会场报告分享

会中$成都市温江区柳城幼儿园园长陈琳)沈阳市皇

姑区实验幼儿园副园长张红)新华报业传媒集团.幼

教
%@B

/杂志编辑蒲磊)西安交大阳光幼儿园园长高

小荣分别以'家园共建$群团共育---幼儿园亲子社

团的开发与利用()'让爱住我家%孩子)教师)家长的

共同成长()'从'三个注重(到'幸福七日(---以生

活教育为主线建构家庭教育内容体系()'践行.指

南/携手家园立足本园乐享童年---新理念下的幼

儿园家园互动新模式探索(为主题$分享了家园社区

教育的经验&与会代表就亲子社团的实际作用展开

了热烈的讨论$经过讨论$大家认为亲子社团打开了

家园之间半开半合的窗户$开拓了幼儿教育更加广

阔的平台$让教育资源更加丰富与多元$让幼儿的教

育环境更加地真实与立体&在西安交通大学分会场

的报告分享会中$成都市第二十二幼儿园园长王霞)

兰州市实验幼儿园园长助理成采霞)上海市浦东新

区张江经典幼儿园赵剑芳)北部战区空军直属机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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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园园长芦宁分别围绕着'构建家)园)社区育人

共同体()'互联网
f

背景下的家园合作()'优质资源

的优质作用()'自主户外式户外游戏活动中家庭)社

区资源的利用(四个主题$分享了幼儿园在家园社区

教育一体化方面的实践情况以及积累的经验&其

中$'爸爸俱乐部()'家园社区资源分类(和'互联网

f

大家庭式科学学习小组(等项目成功的开展和实

施给大家提供了独特的视角以及借鉴典范$也引发

了在场幼教工作者对家园社区工作地进一步地深入

思考和交流&西北工业大学附属幼儿园通过经验分

享)案例展示)参观环境)观摩交流等形式向与会代

表展示了西工大幼儿园在家园共育方面已经开展的

相关工作&在分会场的主题报告分享中$来自上海

紫薇实验幼儿园园长张爱莲)绵阳市花园实验幼儿

园园长何云竹)苏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附属花

朵幼儿园副园长田鸿)西安市第二保育院保教干事

侯志龙四位代表分别围绕着'让家长成为一支独立

的教育力量()'社区资源与幼儿园课程建构()'家园

合作构建幼儿安全预防教育的立体网络()'父出真

爱$相伴成长---侯爸工作室经验分享(的主题$进

行了家庭社区教育方面的经验分享&在西安市第一

保育院的分会场交流研讨中$泉州幼儿师范高等专

科学校附属东海湾实验幼儿园园长李志英)西安空

军蓝天幼儿园园长张晓娟)兰州石化幼教中心孟琪

先后分享了家园共育的最新研究成果$这些成果凸

显了'正确认识和处理好幼儿园与家庭)教师与家长

之间的关系$提升家园共育意识$有效开展家长工

作$真正实现促进每个幼儿全面发展(的主旨&上海

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学前教育系教授李燕逐一对汇报

进行了专业点评$还同参会人员进行现场互动&在

西安西缆幼儿园分会场上$陕西师范大学幼儿园副

园长张文芳)沈阳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王悦)西航天

鼎保育院园长李媛)成都市天府新区华阳幼儿园西

区执行园长李文化分别作了'幼儿园家长志愿者活

动的实践与探索()'新时期
%>@

岁幼儿家长教育素

养的水平研究()'运用情景学习理论有效推动家园

共育工作()'幼儿园家长教育资源的有效利用(的报

告$将家园共育的具体实施情况与所有参会代表进

行分享交流&重庆师范大学副教授陈世联)陕西学

前师范学院校长培训学院院长梁朝阳对各项报告进

行了现场点评&在西京医院幼儿园分会场$近百名

参会代表聆听了西京医院幼儿园园长李娟.高知人

群社区$家园合作的策略与方法/的主题报告&天水

师范学院教育学院副教授张悦红)西安远东保育院

院长陈静)沈阳市浑南区花语幼儿园园长肖文)福州

市晋安区浦下幼儿园林云芝园长分别以'促进甘肃

农村
%>@

岁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的家园共育研究()

'家园携手共育成长---管理幼儿园膳食委员会的

有效途径()'整体构建共享型幼儿园的应用探索和

路径设计()'家园共建幼儿园特色校园文化的探索(

为主题做了报告&

此次研讨会以大教育和新媒体的视角及别开生

面的观摩与研讨形式$为在场的学前教育工作者搭

建了一个高端)专业化的学习交流平台$也为各地区

学前领域开展家庭-幼儿园-社区一体化教育提供

了理论研究成果和实践经验借鉴&

)责任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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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象地说来$即是学前教育事业普惠成'风()免费建

'雅()义务立'颂(三个阶段$其中$普惠成'风(的核

心目标是各级政府引导全社会开始形成高度重视发

展学前教育的风气$初步建立基本公平且有质量的

学前教育体系$这是我国第'十三(个五年计划时期

的奋斗目标!免费建'雅(的核心目标是在全面实施

至少学前
#

年免费教育的基础$大力提升园所)家

庭)社区和其他社会力量的专业化水平$基本建立更

加公平且更有质量学前教育体系$这应是我国第'十

四(个五年计划的奋斗目标!义务立'颂(的核心目标

是国家完成修改'义务教育法(或者出台'学前教育

促进法($正式全面实施一定年限的义务性学前教

育$全面建立较为发达的学前教育体系&这应是我

国第'十五(个及以后五年计划的奋斗目标&如果我

们社会各界能在上述三步走的奋斗目标上达成共

识$将会以发展变化的眼光与更加理性平和的心态$

正确评价目前的普惠性学前教育)免费性学前教育

和义务性学前教育等基本观点的各自合理成分$充

分理解并循序推进中国学前教育的普惠化)免费化

及义务化历史进程&

!感谢全国学前高校教师群时松&高丙成&徐?

等博士组织或参与本通信笔谈讨论并贡献了建设性

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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