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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学前家庭教育研究

基于家庭亲职教育需求的幼儿入园适应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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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幼儿和家长为对象&分别调查了家长的亲职教育需求和幼儿入园适应情况&并对两者的关系进行分析)研究

发现'小班幼儿家庭亲职教育需求水平整体偏高(需求强烈)其中教养知能需求最高&社会资源需求最低!幼儿入园适应整体

情况良好&适应最慢的是情绪方面)家长亲职教育需求和幼儿入园适应呈显著正相关)其中&心理调适和教养知能需求与情

绪情感适应呈显著相关!沟通社交需求与生活料理(情绪情感适应呈显著相关)

关键词!幼儿家庭!亲职教育需求!入园适应!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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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

#一$问题提出

亲职教育即对父母实施的教育.

#

/

&受教对象是

家长&目的是教人做成功的父母)家庭是幼儿到世

上的首站&家长是塑造孩子灵魂的工程师.

!

/

&家庭教

育是不可替代的一切教育的基础)家长是否生而会

做父母2 实际上&在子女出生那一刻所获得的资格

仅仅是取得父母资格的自然条件&要做合格的父母&

必须不断学习)若把为人父母当成一份工作&至少

蕴涵"生#("养#("育#三种使命)但多数父母生了孩

子后&在养和育之间&只养不育或只育不养&这无疑

是在实施着圈养身体&践踏灵魂的教育)家庭教育

包括教育子女和教育家长两方面&但大部分家长只

重视子女的教育&却轻视自身教育&在教育理念与实

践上存在很多误区.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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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园不适应是小班幼儿常见的问题)研究表

明'

%

1

C

岁的幼儿分离焦虑感最强烈.

&

/

&

%

岁前后也

正是自理能力(良好习惯形成的关键期&更是形成安

全依恋型师幼关系的重要期)若最初的入园适应顺

利&有助于幼儿自信心的建立&情感和道德的积极发

展&健康人格的形成&否则会埋下各种发展隐患.

C

/

)

随着社会结构转型&职业父母增多&亲子相处模式趋

向多元)如何与孩子建立良性互动关系&父母需具

备哪些素养&怎样帮助幼儿快速适应幼儿园&都涉及

亲职教育问题)

据以往研究&亲职教育方面对小班幼儿家庭的

需求研究是一个空白&入园适应方面就适应行为的

研究较少)研究表明&家长背景因素如教养方式等

影响孩子入园适应&而亲职教育在一定程度上能改

变家长背景因素&且家庭间亲职需求有差异)这种

需求差异是否影响幼儿入园适应&鲜有人研究)本

文对家长亲职需求和幼儿入园适应的关系进行探

讨&为亲职教育和入园适应的相关研究提供参考)

#二 $研究目的和意义

#?

研究目的

通过分析幼儿父母$及抚养者%对亲职教育的需

求情况&以及各种背景因素对其需求的影响!同时&

探讨幼儿入园适应情况及家长背景因素对幼儿入园

适应的影响&从而探索家长亲职教育需求与幼儿入

园适应的关系)

!?

研究意义

理论意义'可以丰富亲职教育的相关研究(入园

适应的相关研究&以及为相关研究提供一些实证资

料和数据)

实践意义'希望能引起家长对亲职教育的重视&

认识到亲职教育的价值&以及自身亲职教育与幼儿

入园适应的关系&在日常生活中积极参与相关的亲

职教育&转变教育观念&提高育儿水平&帮助幼儿更

好的适应入园!另一方面了解家长对亲职教育的具

体需求&期望为相关机构$如幼儿园%提供符合家长

需求的亲职教育发挥作用)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对象

以
!"#I

年
D

月新入园的小班幼儿及家长为对

象)在西安市根据幼儿园性质和等级&选六所幼儿

园&据每所园小班数量情况&随机选取一到两个班发

放问卷&最终共选
D

个班&

!A$

名幼儿和家长&分别

发放
!A$

份问卷&共
CCI

份)教师最了解幼儿在园

情况&入园适应问卷由教师填写)家长问卷回收

!!"

份&有效问卷
!"!

份&有效回收率约
A!?AY

!教

师问卷回收
!A"

份&有效问卷
!CC

份&有效回收率

D#?AY

)

#二$研究方法

以问卷法为主&在参照前人研究工具的基础上

设计问卷)亲职需求问卷以需求量表为核心&

!!

个

题&包括心理调试(教养知能(社会资源(沟通社交四

个维度&信度
"?D&D

&折半信度
"?D"A

&各项目因子相

关系数
"?C!!

1

"?A$A

)选项为非常需要(需要(不

太需要(完全不需要&对应分值为
&

分(

%

分(

!

分(

#

分&均分
!?C

分&得
!?C

分表明需求程度中等&高于

!?C

分说明需求程度较高&低于
!?C

分表示需求程

度较低)入园适应问卷
!C

个题&包括生活料理&学

习交往&规则意识&情绪情感四个方面&其中情绪情

感题项为反向计分题)选项为总是(经常(有时(很

少(从不&对应分值为
C

分(

&

分(

%

分(

!

分(

#

分&均

分
%

分&得
%

分说明适应一般&高于
%

分适应良好&

低于
%

分适应较差)问卷信度
"?$#%

&折半信度

"?AC!

&各项目因子相关系数
"?C&&

1

"?$!!

)

调查数据用
/K//!!?"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三"研究结果

#一$小班幼儿家庭亲职教育需求情况分析

#?

亲职教育需求总特征描述

亲职需求得分是考察家长需求程度的指标&得

分越高需求越强)全量表
!!

个题&需求程度最高值

$$

分&每个题项中等需求值
!?C

分)从总分看&高

于均值
A!?$#

的有
D&

人&占
&I?C%Y

)量表中等需

求值为
CC

分&

CC

分之上有
#DA

个&占
DA?C!Y

&说明

家长亲职需求整体偏高)

表
#

!

亲职教育总需求和各维度需求统计

人数 平均值 排序

心理调适需求
!"! %?!IA !

教养知能需求
!"! %?&AC #

社会资源需求
!"! %?#I! &

沟通社交需求
!"! %?!#& %

需求总分
!"! %?%"D

表
#

是被试对亲职教育各维度需求得分均值情

况&四个维度的均值和总分均值都大于中等需求值

!?C

)其中&教养知能需求最高&社会资源需求最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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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职教育需求四个维度的需求情况

$

#

%心理调适需求

心理调适维度有
$

个题&涉及家长角色认知&自

我调节&处理家庭危机等方面需求&需求度最高值

%!

分)

表
!

!

家长心理调适需求维度各题得分情况

人数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

学习为人父母方面的知能
!"! %?C"C" "?CD!!! #?"" &?""

!̀

学习缓解情绪和压力的方法
!"! %?!IA% "?IIAC% #?"" &?""

%̀

了解作为家长应担负的职责与角色
!"! %?&#"D "?CD%D" #?"" &?""

&̀

了解如何接纳自己的孩子
!"! %?!I!& "?AI%!C #?"" &?""

C̀

了解如何处理家庭危机
!"! %?#$%! "?AD!&C #?"" &?""

Ì

了解如何面对社会对自己孩子的态度
!"! %?!!!$ "?I$"#! #?"" &?""

À

了解如何寻找能帮助自己的专业人员和信息
!"! !?$DI" "?A&D#$ #?"" &?""

#̀D

学习与孩子进行积极沟通和处理亲子冲突
!"! %?%D## "?I!%%I #?"" &?""

!!!!!!

心理调适需求总分
!"! !I?#& &?#A$ #?"" &?""

!!

从表
!

得出&除第
A

题"寻找能帮助自己的专业

人员和信息#的均值为
!Z$DI"

&其余题项均值都在

%Z"

以上)维度均分
!IZ#&

高于中等需求值
!&

&且

!&

分以上有
#!"

人&占
CD?&#Y

)说明
CD?&#Y

的

家长有强烈心理调适需求)

$

!

%教养知能需求

教养知能维度有
A

个题&据,

%BI

岁儿童学习

与发展指南-和小班幼儿$

%B&

岁%身心发展特点所

编&涉及幼儿自理能力(良好习惯(语言(情绪等方面

的知能)需求最高
!$

分)据表
%

得&维度均分为

!&?&!!#

高于中等需求值
!#

&且
!#

分以上有
#&&

人&占
A#?!DY

!各题项均值都在
%?"

以上)表示

A#?!DY

的家长对教养知能有强烈需求)

$

%

%社会资源需求

此维度有
%

个题&主要涉及家长对教育资源和

法律政策等的需求问题)需求最高值
#!

分)

从表
&

看&各题均值均大于
%?"

&得分最高的题

是"了解幼儿就学(升学#&说明家长最关心孩子就学

问题)维度均分
D?&$C#

高于中等需求值
D

&

D

分之

上有
$I

人&占
&!?CAY

)说明
&!?CAY

的家长对社

会资源有强烈需求)

$

&

%沟通社交需求

沟通社交有
&

个题&主要涉及家长与教师及同

龄幼儿家长的沟通问题)需求最高值
#I

分)从表

C

看&各题均值皆在
%?"

以上&维度均值高于中等需

求值
#!

&且
#!

分之上有
#""

人&占
&D?C"Y

)说明

近一半家长有强烈沟通社交需求&且家园互动(入园

适应(与其他家长的交流&是家长的首要关注点)

表
%

!

家长教养知能维度各题得分情况

人数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标准差

#̀"

了解孩子各阶段身心发展特点及需求
!"! !?"" &?"" %?C#&D "?C!DDA

#̀#

协助孩子养成自理的能力与技能
!"! !?"" &?"" %?&D"# "?I"$A%

#̀!

引导孩子养成良好生活卫生习惯
!"! #?"" &?"" %?&"CD "?ICI$!

#̀%

学习协助孩子发展动作技能
!"" !?"" &?"" %?%IC" "?CAA&&

#̀&

引导幼儿学会恰当表达和调控情绪
!"! !?"" &?"" %?C%DI "?CIC"$

#̀C

协助孩子发展语言与沟通技能
!"! !?"" &?"" %?C"DD "?C$%ID

#̀A

引导幼儿掌握基本安全常识和自我保护的方法
!"! !?"" &?"" %?CA!# "?CC%#D

!!!!!!

教养知能需求总分
!"! #I?"" !$?"" !&?&!!# %?%"D&!

表
&

!

家长社会资源维度各题得分情况

人数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

了解幼儿教育的法律政策
!"! %?#&%I ?I&#DA #?"" &?""

D̀

了解幼儿园等相关教育资源
!"! %?"D&# ?I$"DD #?"" &?""

!̀!

了解幼儿就学(升学(转学等问题
!"! %?!&AC ?IDID# #?"" &?""

!!!!

社会资源需求总分
!"! D?&$C# #?I#!!%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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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

!

家长沟通社交维度各题得分情况

人数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I

了解如何选择适合孩子的玩具(读物等
!"! %?"ID% "?A"$DA #?"" &?""

#̀$

了解如何协助孩子快速适应
!"! %?!#A$ "?A!"AC #?"" &?""

!̀"

知道怎样与幼儿园(教师进行沟通
!"! %?%A#% "?CA$"# #?"" &?""

!̀#

知道如何与其他家长交流和学习育儿知识与技巧
!"! %?#D$" "?IC&&# #?"" &?""

!!!!!!

沟通社交需求总分
!"! #!?$CI& !?#IC$# #?"" &?""

%?

亲职教育需求影响因素分析

分别以幼儿性别(独生情况(家长性别(年龄(学

历(职业(收入等为自变量&进行
;

检验和方差分析&

探讨不同背景家长的亲职需求)结果显示'只有学

历影响家长需求&其他方面并无影响)不同学历的

家长&亲职需求存显著差异&体现在教养知能需

求上)

表
I

!

d*):U,-BX,--2:i

检验统计,

(

V

需求

总值

心理

调适

教养

知能

社会

资源

沟通

社交

卡方
A?C$I &?DAC #%?&!& %?A%% %?$&$

P. & & & & &

渐近显著性
"?#"$ "?!D" "?""D "?&&% "?&!A

,?d*):U,-X,--2:

检验

V?

分组变量'学历

表
A

!

不同学历家长的教养知能需求均值有序值情况统计

学历
6

秩均值

教养

知能

初中$含%以下
A &&?%I

高中(技校(中专等
%! $C?I%

大专
&" D$?C&

本科
$% #"C?I#

研究生及以上
&" ##$?I&

总计
!"!

据表
I

&不同学历的家长只在教养知能需求上

有显著差异$

Kb"?""D

%&

d*):U,-BX,--2:i

检验

的显著关键值为
"?"C

*

%b"?"#A

.

I

/

)经校正
Kb"?

""D

$

"?"#A

&仍达显著&说明不同学历的家长在"教

养知能需求#维度均值秩均值上有显著差异)如表

A

&初中及以下到研究生及以上&不同学历段家长"教

养知能需求均值有序值#的秩均值分别为
&&?%I

!

$C?I%

!

D$?C&

!

#"C?I#

!

##$?I&

)

接着用秩和检验进行组合变量间的差异分

析.

I

/

&见表
$

&初中及以下学历家长与大专学历家长

的教养知能需求均值有序均值的
8

值
bI#?C""

&

K

b"?"#I

$

"?"C

&说明两者教养知能需求均值有序值

存显著差异&且后者的教养知能需求均值有序值$

=

b!C?DI

%高于前者$

=b#!?AD

%)同理&本科学历家

长$

=b&A?I#

%高于初中及以下学历家长$

=b!"?

&%

%!研究生及以上学历家长高于高中$

=b!D?DC

%

和初中及以下$

=b!"?&%

%学历家长)其他年龄组

间无显著差异)

表
$

!

=,++BX02;+4

<

8

检验统计情况表

列
= 8

&

6 K

教养知能需求均值有序均值
I#?C"" &A "?"#I

初中$含%以下
#!?AD

大专
!C?DI

教养知能需求均值有序均值
##C?""" D" "?""A

初中$含%以下
!"?&%

本科
&A?I#

教养知能需求均值有序均值
&"?C"" &A "?""!

初中$含%以下
D?AD

研究生及以上
!I?&D

教养知能需求均值有序均值
A! "?"#I

高中(技校(中专等
!D?DC&%"?C""

研究生及以上
&#?A&

#二$小班幼儿入园适应情况分析

#?

入园适应总体情况

本研究主要从生活(情绪(学习(交往和规则方

面来衡量幼儿适应情况)据表
D

得&入园适应各维

度的均值在
&?"#%B&?&IA

间&适应总均值
&?!A#

&

均高于
%?"

&说明幼儿整体适应良好&且规则方面适

应最好&其次是生活学习与交往&情绪适应最差)

表
D

!

小班幼儿入园适应总体情况

人数 平均值 标准差

生活料理
!CC &?&!% "?CAD

情绪情感
!CC &?"#% "?A!C

学习交往
!CC &?!!I "?I&&

规则意识
!CC &?&IA "?CA!

适应总值
!CC &?!A# "?C"&

!?

入园适应四大维度的差异

生活料理主要涉及幼儿能自己洗手(吃饭(睡

觉(穿脱鞋等自理方面&有
C

个题)各题均值皆在

&?"

以上高于中等适应值
%?"

!维度均值
!!?##%A

高

于中等适应值
#C

&

#C

分以上有
!&I

人&占
DI?&AY

!

说明
DI?&AY

的幼儿生活适应良好)

情绪情感方面
C

个题&涉及入园和在园情绪两

&!



!

总
%&

卷 赵秀坤&程秀兰'基于家庭亲职教育需求的幼儿入园适应研究

方面)各题均值都高于中等适应值
%?"

&维度均值

!"?"I!A

高于中等适应值
#C

&高于
#C

分有
!!I

人&

占
$$?I%Y

!说明
$$?I%Y

的幼儿情绪适应良好)

学习交往主要包括幼儿与教师(同伴的交往和

参与活动情况&

#"

道题)除"积极回答问题#一题均

值为
%?DCA

&其余题均值皆在
&?"

以上!维度均值

&!?!CD

高于中等适应值
%"

&

%"

分以上有
!&"

人&占

D&?#!Y

!说明
D&?#!Y

的幼儿学习交往适应良好)

规则意识维度有
C

个题&包括不在教室乱跑&遵

守吃饭规则&不争抢玩具等纪律方面)维度适应值

!!?%%

高于中等适应值
#C

&

#C

分以上有
!&A

人&占

DI?$IY

&低于
#C

分仅
!

人!各题项均值都大于
&?"

&

说明规则意识方面幼儿适应非常好)

#三$家长亲职教育需求与幼儿入园适应的相关

分析

经相关分析得&家长亲职需求和幼儿入园适应

呈显著正相关&相关系数为
"?#&#

&说明家长亲职需

求越高&幼儿入园适应越好)

表
#"

!

家长亲职需求与幼儿入园适应的相关分析

需求总值 适应总值

适应总值
相关系数

#?""" "?#&#

#

显著性$双尾%

? "?"&I

需求总值
相关系数

"?#&#

#

#?"""

显著性$双尾%

"?"&I ?

!!

#相关性在
"?"C

级别显著$双尾%

因亲职需求和入园适应均包含不同维度&接着

进行维度间的相关分析)据表
##

&幼儿情绪情感适

应与家长心理调适(教养知能和沟通社交需求均呈

显著相关&相关系数分别为
#$&

(

!"D

(

#DI

!生活料理

适应与沟通社交需求呈显著相关&相关系数为
#CC

!

其他各维度间并无显著相关)

表
##

!

亲职教育需求各维度与

入园适应各维度的相关分析

心理调适 教养知能 社会资源 沟通社交

生活料理
"?#!! "?#%% "?"D! "?#CC

#

情绪情感
"?#$&

##

"?!"D

##

"?"%D

"?#DI

##

学习交往
"?#"D "?"&# "?"A! "?"I%

规则意识
"?"D" "?"CC B"?"%$ "?"AC

!!

#相关性在
"?"C

级别显著$双尾%!

##相关性在
"?"#

级

别显著$双尾%)

四"讨论

#一$家庭亲职教育需求情况分析

小班幼儿家庭亲职需求整体较强烈&

DA?C!Y

的

家长需求高于中等需求水平)各维度上&得分均高

于中等需求水平&且由高到低依次是'教养知能&心

理调适&沟通社交和社会资源需求)这与马青原.

A

/

(

杨懿(吴钢等人研究保持一致&与谌小猛.

$

/等人研究

有差异&研究结果的差异&可能由研究对象的差异所

导致)

心理调适方面&在"学习为人父母的知能#("知

道作为家长应承担的职责#两题上得分最高)访谈

中教师也提到有家长会主动询问有关教育孩子的问

题)说明随着幼儿入园&面对其不适应问题&家长可

能因知识经验匮乏而倍感焦虑)逐渐意识到学习的

重要性&开始主动了解&主动学习&想以此缓解育儿

压力)

教养知能方面&"引导幼儿掌握自我保护的方

法#("引导幼儿恰当表达和调控情绪#的题得分最

高)可能受幼儿身心发展特点影响&小班幼儿安全

意识薄弱&更易发生安全隐患!同时语言表达情绪调

控能力差&行动具有强烈的情绪性!家长多数初做父

母&缺乏经验&因此教养知能需求在所有需求中最

强烈)

社会资源需求相比不算太强烈)可能在信息时

代家长可通过网络等多种途径轻松获取所需信息!

或认为没必要过多了解&进而忽略了对社会资源的

选择&及其对幼儿发展可能造成的长远影响)

沟通社交上&"如何与教师沟通#及"协助幼儿适

应#两题得分最高&说明家长最关心家园互动和孩子

适应问题)可能多数家长初次与教师打交道&缺乏

经验&但家园共育一致的要求又需要和教师密切联

系&如何与教师互动成了家长首要需求)其次&入园

焦虑是大部分幼儿常见问题&如何协助幼儿快速适

应成为家长关注点)

#二$幼儿入园适应特点分析

本研究表明小班幼儿入园适应情况整体良好&

适应由快到慢依次是'规则意识(生活料理(学习交

往(情绪情感)这与徐伟清(范秀娟(吴海霞.

D

/等人

研究结果有差异&可能是入园机制(园所文化及教师

重视领域等的差异造成)相同之处是研究者们都发

现最难适应的是情绪&可能跟小班幼儿情绪情感特

点有关)

规则适应最快&可能是教师比较重视规则而不

断强化&促进了孩子的适应!也可能是家长日常潜移

默化教育的作用)生活上&"在老师提醒下能自己洗

手#一题得分最高&说明教师适时的督促有利于幼儿

良好生活习惯的养成!学习交往上&"积极回答问题#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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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题项得分稍低&可能跟小班幼儿语言发展较差&有

的还不能完整表达自己的想法&甚至听不懂老师的

话有关)情绪上&幼儿相对适应较差&特别在"自己

不愿玩&在旁边看别的小朋友玩#("入园时大哭大

闹#两题上得分最低&说明这两方面适应最差)有研

究指出&入园初期多数幼儿有厌学情绪&大哭大闹拒

绝入园是直接表现&说明幼儿未在心理接受幼儿园!

此外还跟接送者情绪和反应有关&接送者焦虑的情

绪和语言会加剧幼儿焦虑感)当哭闹无用时&有的

幼儿会做无声的抵抗&拒绝参加活动)这需要教师

及时发现并加以引导&无视或喝斥的态度只会加剧

幼儿的焦虑感)

#三$家长亲职教育需求与幼儿入园适应的关系

研究表明'学历不同&家长亲职需求有显著差

异&体现在教养知能需求上)亲职需求和入园适应

呈显著正相关)说明学历通过影响家长亲职需求而

影响幼儿入园适应)据问卷统计&

I"?$DY

的家长学

历在本科及以上)高学历家长的家庭教育特点是理

论水平高&教育素质高&有自己的教养观念及方法!

责任感强&关注幼儿发展&主动吸收科学的教育理

念)但把教养理念(态度转变成教养行为的能力比

较欠缺&存在知行不一的现象.

#"

/

)因此&高学历父

母相对更清楚自己对孩子的教育责任及影响&主动

学习育儿技能技巧&注重幼儿全面发展&需求较高&

孩子适应较好)而低学历父母&对教养知能的认识

较狭窄&导致其更关注的是孩子的生理问题&忽略了

对其行为习惯&情绪等方面的关注&亦或认为教育是

教师的责任)所以教养知能需求反而低&孩子入园

适应较差)

心理调适需求高的家长&可能更注重压力的释

放&关注心理健康&注意引导幼儿及时发泄不良情

绪!注重给幼儿树立榜样&让其在潜移默化中掌握自

我调节的方法)因此&情绪适应较好)

沟通社交需求高的家长&可能较重视沟通)幼

儿出现问题时&能及时配合教师一起引导教育孩子!

其次会借助家长团体学到很多经验&弥补自己的不

足!第三&此类家长更可能是民主型家长&重讲道理&

孩子更能感受到被尊重和接纳&当置身于陌生环境

时相比更能产生安全感)幼儿模仿的天性使其会模

仿家长待己的方式去对待他人)因此&幼儿在生活

和情绪上适应较好)

五"结论

小班幼儿家庭亲职教育需求整体偏高&需求强

烈&教养知能需求最高&社会资源需求最低)四个维

度的需求从高到低依次是'教养知能&心理调适&沟

通社交(社会资源)

学历不同&家长亲职需求存在显著差异&表现在

教养知能需求上)其中&研究生及以上学历的家长

教养知能需求高于高中(初中以及下学历的家长!大

专和本科学历的家长教养知能需求均高于初中及以

下学历的家长)

幼儿入园适应整体良好&适应由快到慢依次是'

规则意识(生活料理(学习交往(情绪情感)

家长亲职需求和幼儿入园适应呈显著正相关)

其中&心理调适和教养知能需求与情绪情感适应呈

显著相关!沟通社交需求与生活料理(情绪情感适应

呈显著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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