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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幼儿参与家庭活动是指在家庭教育背景下&幼儿作为一个活动主体&在家庭各类活动中的投入情况(研究运用问卷

法对
#$D

名幼儿参与家庭活动现状及家长陪伴情况进行调查&研究发现)

#?

幼儿参与各项活动总体处于中等水平&仅在媒体观

看'绘画活动'音乐活动和健身活动中存在年龄差异性(

!?

母亲参与家庭活动的情况优于父亲&本科学历家长参与情况优于

大专及以下学历(

&?

家长陪伴有利于幼儿家庭活动的参与(因此&建议家长以幼儿文本&为幼儿提供适合其年龄和兴趣的活

动内容&同时提高责任意识&经常陪伴幼儿参与各项活动&并充分利用各种资源扩大幼儿活动领域&丰富幼儿活动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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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

活动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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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花时间参与的与自身相关的活动&这里的相关活

动包括躯体相关及大脑相关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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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不同于参加&参加是指个体加入

某种组织或某种活动(而参与不仅指加入某种活

动&更强调个体在活动中的状态&体现个体行为的积



陕西学前师范学院学报
!"#$

年第
%

期

极性和主动性(幼儿家庭活动参与是指在家庭教育

背景下&幼儿作为一个活动主体&在各类活动中的投

入情况&主要包括投入的时长'频率及行为习惯(在

生态系统理论中&家庭即是儿童生活中的微观系统&

是儿童接触的最频繁'最直接的环境(家庭活动也

是检验家庭生活方式和生活质量的标准之一&同时

也是衡量幼儿活动参与水平和认知发展水平的重要

维度(家庭活动涉及之广&时间之长是幼儿园内所

进行的教育活动所不能比拟的&并且在家庭活动中

幼儿的自由程度'时间分配'活动的类型大多都是按

照幼儿自己的意愿和兴趣选择&能发挥出幼儿最大的

潜质(本研究基于幼儿的家庭生活背景&就幼儿在教

育机构之外的智力活动'体育活动'交往活动和生活

活动中的参与状况展开调查&了解幼儿参与家庭活动

状况和家长的陪伴情况对幼儿活动参与的影响(

二$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

本研究采用随机抽样方法选取沈阳市
&

所普通

幼儿园的
&@'

岁'

'@D

岁'

D@F

岁幼儿共
#$D

人&

其中
&@'

岁幼儿
%$

人&

'@D

岁幼儿
'F

人&

D@F

岁

幼儿
F#

人(

%二&研究工具

自编-幼儿家庭活动参与现状调查问卷.&对幼

儿在家庭中的活动参与情况进行调查(问卷的第一

部分为基本人口学变量&包括幼儿的年龄'其家长身

份'年龄'受教育程度'职业!问卷的第二部分包含了

智力活动'社会交往活动'体育活动'生活活动四个

维度(智力活动包括绘本阅读'画画写字'看电视上

网'唱歌演奏乐器'拼图乐高五类活动!社会交往活

动包括与亲戚朋友游玩聚餐'与同僚玩耍'扮演游戏

三类活动!体育活动包括散步跑步'健身$游泳'打

球'瑜伽'跆拳道'跳舞%'出游三类活动!生活活动包

括购物'做家务二类活动(每个活动下按照参与的

活动类型'时长'频次以及家长陪伴与否等问题进行

设计(采用
D

点等级记分方法&参与次数从无到几

乎每天都参与分成
D

个等级&每次参与时间从短时

间到持续较长时间分成
D

个等级&参与活动项目的

习惯持续时间从
#

个月以内到
#

年以上分成
D

个等

级&家长参与幼儿家庭活动的频次从从来没有到每

次都参加分成五个等级(被试在每周参与的次数填

写为不参加时&其后面的参与时间肯定为无&据此标

准判断问卷是否合格&同时数据输入时参与习惯需

反向记分(问卷共发放
!""

份&回收
#$D

份&回收率

为
G&f

&有效问卷
#$D

份&有效率
#""f

(

%三&研究程序

在选取的三所幼儿园中&利用早晚家长接送孩

子时间将问卷发放给符合条件的幼儿家长&简单说

明填写要求&一周后问卷全部收回(采用
0H00!"?"

统计软件对有效问卷进行描述统计分析'方差分析'

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

三$研究结果

%一&幼儿参与各类家庭活动的水平及年龄差异

#?

幼儿参与各类家庭活动的总体水平

对
&@F

岁幼儿参与智力活动'社会交往活动'

体育活动以及生活活动的水平分别进行描述统计&

统计结果显示$如图
#

所示%&不同年龄幼儿参与四

个维度家庭活动的分数均值在
!?D@&

之间&表明幼

儿家庭活动的参与状况一般&智力活动的参与程度

略高于其他三项活动&生活活动的参与状况最差&刚

刚超过平均值(

图
#

!

不同年龄幼儿参与四个维度家庭活动的总体水平

!?

幼儿参与各类家庭活动的年龄差异

对不同年龄幼儿在各类活动中的参与情况进行

了方差分析&结果发现&在媒体观看'绘画活动'音乐

活动和健身活动中不同年龄幼儿之间存在显著差

异(其中&

'@D

岁幼儿和
D@F

岁幼儿的媒体观看

情况显著高于
&@'

岁幼儿!

&@'

岁幼儿的绘画活

动参与和
'@D

岁幼儿的音乐活动参与情况显著不

如
D@F

岁幼儿!

D@F

岁幼儿的健身参与状况也要

显著好于
&@'

岁幼儿(其他活动的参与上不存在

显著的年龄差异(整体来看&除了家务活动的参与

状况处于中等偏下水平外&幼儿在其他各类活动的

参与上均处于中等或中等偏上水平(

表
#

!

不同年龄幼儿家庭活动参与现状的方差分析结果

维度
&@'

岁

$

,Y%$

%

'@D

岁

$

,Y'F

%

D@F

岁

$

,YF#

%

J H

多重

比较
媒体

观看

Z !?G' &?!$ &?!'

0I "?$% "?$& "?%%

&?#F

#

"?"'

#@!

#

#@&

#

绘画

活动

Z !?DD !?$# &?#"

0I "?%' "?%$ "?G#

$?#"

#

"?"" #@&

#

音乐

活动

Z !?&F !?#" !?D'

0I "?%$ "?%D "?$G

&?FD

#

"?"&

!@&

#

健身

活动

Z !?!D !?D" !?F'

0I "?$& "?G" "?GF

&?'D

#

"?"& #@&

#

!!

#表示
K$

"?"D

&

#

为
&@'

岁幼儿&

!

为
'@D

岁幼儿&

&

为
D@F

岁幼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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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幼儿参与家庭活动状况及与家长陪伴的关系

%二&家长陪伴幼儿参与各项家庭活动的人口学

差异

#?

不同类型家长陪伴幼儿参与各项活动的差异

情况

陪伴者类型被划分为三种)母亲'父亲和其他

$如祖父辈%&结果如表
!

所示(

表
!

!

不同类型家长陪伴幼儿参与各项活动

维度 类型
7 Z 0I J H

多重比较

智力
活动

#

!

&

&!

#'%

F

&?&$

&?'G

&?'%

"?F%

"?F"

"?D!

"?D" "?F#

社会
活动

#

!

&

&!

#'%

F

&?D"

&?$&

&?D"

"?$#

"?F&

"?%!

&?$'

#

"?"! #@!

#

体育
活动

#

!

&

&!

#'%

F

&?F&

&?$!

&?%$

"?F'

"?F!

"?%D

#?&# "?!%

生活
活动

#

!

&

&!

#'%

F

&?'%

&?$D

&?G!

"?FF

"?F$

"?D$

'?!F

#

"?"! #@!

#

!!

注)

#

表示父亲&

!

表示母亲&

&

表示其他&

#表示
K$

"?"D

(

不论哪种类型的家长&他们总体陪伴情况良好&

均分均在
&

分以上(但不同类型的家长在各类活动

的陪伴上具有差异性&具体来说&在社会活动和生活

活动两个维度中&母亲陪伴幼儿的情况要好于父亲&

但与其他家长之间没有显著差异(同时我们也可以

看到&母亲是幼儿参与各项活动的主要陪伴者&

#$D

名陪伴者中&母亲有
#'%

人&占到了
%Gf

(

!?

不同学历家长陪伴幼儿参与各项活动的差异

情况

家长的学历被划分为三个层级)大专及以下&本

科和研究生及以上(结果如表
&

所示&不论哪种学

历的家长&他们总体陪伴情况良好&均分均在
&

分以

上(但不同学历的家长在各类活动的陪伴上具有差

异性&具体来说&在社会交往活动中本科学历的家长

陪伴状况显著好于大专及以下学历的家长&但与研

究生及以上学历的家长间没有显著性差异(

表
&

!

不同学历家长陪伴幼儿参与各项活动

维度 类型
7 Z 0I J H

多重比较

智力

活动

#

!

&

'%

G'

''

&?&%

&?DF

&?&$

"?DG

"?F"

"?F!

!?!"

"?##

社会

活动

#

!

&

'%

G'

''

&?D%

&?$$

&?%!

"?F%

"?F#

"?%F

&?D! "?"&

#@!

#

体育

活动

#

!

&

'%

G'

''

&?FD

&?$%

&?%F

"?DD

"?FF

"?F!

!?#&

"?#!

生活

活动

#

!

&

'%

G'

''

&?%!

&?$!

&?%%

"?F'

"?%"

"?%!

"?&# "?%'

!!

注)

#

表示大专及以下&

!

表示本科&

&

表示研究生及以

上&

#表示
K$

"?"D

(

%三&家长陪伴与幼儿参与家庭活动状况的相关

与回归

表
'

显示&家长对幼儿参与各类活动的陪伴与

幼儿活动参与均具有显著的正相关$

K$

"?"#

%(

表
'

!

家长陪伴与幼儿家庭活动参与状况的相关分析

家长陪伴

智力活动

家长陪伴

社会活动

家长陪伴

体育活动

家长陪伴

生活活动

活动参与
"?&

##

"?'$

##

"?'!

##

"?&$

##

!!

注)

##表示
K$

"?"#

继而以家长陪伴智力活动'家长陪伴社会活动'

家长陪伴体育活动'家长陪伴生活活动为自变量&以

幼儿活动参与为因变量&采用逐步回归法进行多元

回归分析&结果如表
D

所示)家长陪伴社会活动'家

长陪伴体育活动'家长陪伴生活活动三个维度进入

了回归模型&家长陪伴社会活动对幼儿活动参与有

极其显著的正向作用$

K$

"g""#

%&家长陪伴体育活

动'家长陪伴生活活动对幼儿活动参与有显著的正

向作用$

K$

"g"D

%(

表
D

!

家长陪伴与幼儿家庭活动参与状况的回归分析

因变量 自变量
d

!

A5<- <

值

活动

参与

家长陪伴社会活动
"?!G "?&& '?D&

###

家长陪伴体育活动
"?#$

!?!!

#

家长陪伴生活活动
"?#D #?GG

#

!!

注)

#表示
K$

"?"D

&

###表示
K$

"?""#

四$讨论分析

%一&幼儿参与家庭活动情况分析

研究结果发现&幼儿参与四类活动从多至少的

顺序是)智力活动'体育活动'社会交往活动'日常生

活活动(而不同年龄幼儿在参与四类活动的年龄差

异检验结果显示&只在智力活动和体育活动中存在

年龄差异性&因此&我们可以得出&幼儿在智力活动

的参与上更为投入&时间更长&频率更高&其次是体

育活动&幼儿生活活动的参与相对不足&这也间接反

映了家长对幼儿智力活动和体育活动的重视(

幼儿在家庭中参与的智力活动主要包括绘本阅

读'绘画写字'唱歌跳舞和各种拼图搭建等活动&由

于本研究主要就幼儿在教育机构之外进行的相关活

动进行调查&所以排除了幼儿参加的各种特长班'兴

趣班的相关内容(即使这样&幼儿在家庭中大部分

时间仍然是以智力活动为主&但年龄上存在一定的

差异&相对于
&@'

岁幼儿来说&

D@F

岁的幼儿开始

从事更多的绘画活动和媒体观看活动(因为这二类

活动对幼儿的发展要求较高&如媒体观看活动&

&@'

岁幼儿对于看电视上网更多的是在乎画面感&

D@F

岁的幼儿能较清晰地了解画面中的情节&因此也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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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媒体更加依恋(并且一般情况下&媒体类活动例

如看电视或者玩电子游戏都不需要父母陪伴&能留

给父母更多的自由时间&因此父母也更倾向于用电

子媒体吸引较大年龄段幼儿的注意力(

幼儿在家庭中参与的体育活动以具有休闲性的

强身健体活动为主&包括散步跑步'打球'游泳等活

动(总体来看&不同年龄幼儿参与体育活动上没有

显著性差异&但在健身活动中&

&@'

岁幼儿得分要

显著低于
D@F

岁幼儿&这是因为健身活动例如拍

球&游泳等对于幼儿身体协调性和身体发展是一个

很大的挑战&而
D@F

岁幼儿身体发育日渐完善&动

作技能和领悟能力可以支持幼儿开展相关活动(另

外&家长对于幼儿体育活动的强度和丰富度的要求

也随着幼儿年龄的增长而逐渐提高&因此
D@F

岁幼

儿参与状况要优于
&@'

岁幼儿(相比智力活动&体

育活动大多数是在户外进行&因此受到外部条件&如

天气状况和空气质量等因素的制约&在一定程度上

影响了幼儿体育活动的参与状况(同时由于户外进

行的体育活动一般都需要家长的陪伴&受到家长时

间安排的限制&幼儿真正用于户外体育活动的时间

就非常有限了+

!

,

(

幼儿社会交往活动参与处于中等偏上水平(

&

岁以后&幼儿依恋的对象逐渐转向同伴&一个孩子最

好的玩具就是另一个孩子(随着幼儿年龄的增长&

活动范围的扩大&同伴交往在其生活中扮演着越来

越重要的角色&对其社会性发展产生日益重要的影

响+

&

,

(幼儿需要伙伴一起参与闲暇活动&需要与伙

伴一起分享闲暇的喜悦(在伙伴交往的过程中&幼

儿可以从伙伴那里获得社会认知和社会技能&促进

自身社会性的发展&没有伙伴的闲暇生活是孤独

的+

'

,

(由此可见&幼儿在和同伴交往这项活动上的

参与是积极且主动的&而和亲朋好友聚会的决定权

往往不在幼儿自己手里&受到家长时间'精力'性格

等因素的多重干扰&因此参与状况不如同伴互动(

在幼儿所参与的生活活动中&做家务活动的得

分处于中等偏下水平(尽管现在大多数家长已经意

识到孩子独立的重要性&但是父母包办一切的家庭

情况依然存在(在大多数家长们根深蒂固的思想

中&孩子就不应该做这些"粗活#&因此做家务活动在

大多数的家庭中并不常见&且这种不重视家务活动

情况并没有随着幼儿年龄的增长而有所改善(相比

家务活动&幼儿购物活动的得分较高&主要是因为购

物活动并不是经常进行的活动&一般一周一次(购

物活动中幼儿并非处于活动主体&幼儿不需要付出太

多的体力和脑力&很多时候&家长将购物活动视为一

周当中难得的亲子相聚时光和闲暇时光(所以每次

逛街或上超市&幼儿一般都会同行&购物活动也因此

成为家长和幼儿一起进行的最常见的家庭活动之一(

%二&家长陪伴幼儿参与各项活动情况分析

研究结果显示&家长陪伴幼儿参与各项活动得

分处于中等偏上水平&说明家长能够有意识地引导

幼儿参与各类活动&这与吕文静关于幼儿家庭双休

日活动的研究结果相一致+

D

,

(但家长的陪伴情况存

在类型和学历上的差异&与父亲和祖父辈相比&母亲

是幼儿的主要陪伴对象&

#$D

名陪伴者中&

#'%

人为

母亲&父亲陪伴为
&!

人&祖父辈陪伴为
F

人(在陪

伴幼儿参与各项活动中&母亲陪伴幼儿参与社会交

往活动和生活活动显著高于父亲&但在智力活动和

体育活动中没有显著性差异(母亲是幼儿成长历程

中的一个重要他人&研究发现&母亲对儿童的积极情

感支持'高质量的指导以及母子间的亲密感等可以

预测儿童在幼儿园和小学一年级时较少的适应问

题+

F

,

(母亲经常陪伴幼儿&引导幼儿参与各项活动

并能积极介入其中的话&不仅能带给幼儿情感支持&

还能增进母子间的亲密感&而亲密的亲子关系能减

少幼儿的焦虑感&提高其人际自信&而且还会成为日

后幼儿与他人建立亲密的依恋关系的基础(但需要

注意的是&父性教育也不容忽视&尤其在人际交往方

面&父亲的影响至关重要&李丹研究+

%

,发现&幼儿同

伴交往的主动性水平与父亲的拒绝教养方式成负相

关(但本研究结果发现&父亲在幼儿的社会交往活

动的陪伴上不如母亲&父亲应有意识地增加对幼儿

的陪伴&以此促进幼儿的发展(

另外&家长的学历水平也会影响其陪伴情况&本

科学历的家长在社会交往活动的陪伴得分上要显著

高于大专及以下学历水平的家长&虽然也高于研究

生学历的家长&但差异不显著(这与秦旭芳&王悦对

幼儿家长教育素养的调查结果相一致&即本科学历

的幼儿家长教育素养水平最高&更愿意投入更多的

经历陪伴教育幼儿+

$

,

(

%三&家长陪伴对幼儿参与各类活动状况的影响

分析

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显示&幼儿参与活动与家

长陪伴显著相关&其中家长陪伴社会交往活动对幼

儿活动参与有极其显著的正向作用&家长陪伴体育

活动和生活活动对幼儿活动参与有显著的正向作

用(也就是说&在家庭生活中&家长越能支持和陪伴

幼儿&幼儿参与活动的积极性就越高&活动中的表现

就越好(尤其是在社会交往活动'体育活动和生活

活动中&家长的陪伴对幼儿活动的参与度有显著的

预测作用(有研究显示&儿童从事的活动如果得到

了父母的指令'引导'示范和积极回应&会提高幼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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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幼儿参与家庭活动状况及与家长陪伴的关系

克服困难的勇气&幼儿更愿意面对困难任务&从而提

高学习品质的表现+

G

,

(所以&家长的陪伴对幼儿参

与活动至关重要&不仅满足了幼儿安全的需要&更主

要的是给予幼儿精神上的支持和帮助&让幼儿感知

到自己正在进行的活动是好的&是被父母理解的&幼

儿就会更投入&更愿意参与此类活动(同时&家长陪

伴幼儿参与活动&还能及时发现幼儿活动参与中遇

到的各种问题&通过积极的引导可以帮助幼儿有效

地应对这些问题&从而推进活动的开展(

五$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

在家庭生活中&幼儿参与智力活动得分最高&

其次是体育活动和社会交往活动&生活活动的参与

得分相对最低(

D@F

岁幼儿在媒体观看'绘画活动

和健身活动的参与上优于
&@'

岁幼儿&同时在音乐

活动的参与上也优于
'@D

岁幼儿&在其他活动的参

与上不存在年龄差异(

!?

家长陪伴幼儿参与各项活动得分处于中等偏

上水平&其中母亲参与家庭活动的情况优于父亲&本

科学历家长参与情况优于大专及以下学历(

&?

家长陪伴有利于幼儿家庭活动的参与&尤其

对幼儿参与社会交往活动'体育活动和生活活动有

正向预测作用(

%二&建议

#?

以幼儿为本"尊重幼儿的需要和兴趣

家庭活动的选择应该以幼儿的兴趣爱好为前

提&给孩子更多选择自主性&切莫盲目跟风&看见别

的孩子做什么&也要求自己的孩子做什么&这种不顾

孩子感受的做法往往会引起孩子的厌烦感&教育成

效也会微乎其微(另外&还要依据孩子年龄的特点

和身心发展水平来安排适合的活动内容&对于那些

不适合幼儿进行的活动&家长不应单纯为了安抚聒

噪的幼儿而妥协&如家长把电脑当作"保姆#的现象

十分普遍(有研究显示幼儿接触电脑游戏的程度越

高&其社会性发展水平就越低+

#"

,

&有调查显示六成

父母愿意买
3H-N

哄孩子&而且家长更多关注幼儿玩

电子游戏的时间而非内容+

##

,

&这使得很多成人化的

语言以及暴力行为为幼儿所模仿&电子游戏日趋低

龄化的社会现象应该引发家长的深思(

!?

倾情投入"积极陪伴幼儿参与各项活动

在家庭中&父母一方面应该增强自身的责任意

识&时刻注意自己的一举一动&因为任何不好的习惯

都会潜移默化的影响到幼儿(例如&现代父母不健

康的作息时间严重影响幼儿作息规律(保证幼儿规

律的作息&充足的睡眠是家庭活动高质量完成的保

障("蓬生麻间&不扶自直!白纱入缁&不练自黑#&家

长应为幼儿做好榜样&用自身良好的言行引导幼儿

积极行为的建立(另一方面父母作为孩子最好的陪

伴者&应多参与幼儿的家庭活动&尤其是幼儿的父亲&

尽可能地参与到幼儿所从事的各项活动中并发挥应

有的作用&切莫把教养子女的责任落到幼儿隔代长辈

身上&这既是身为父母的职责所在也是快乐所在(

&?

充分利用各种资源"丰富幼儿活动内容

家长应充分利用各种各样的资源&扩大幼儿活动

范围&增强幼儿活动参与能力(例如家长去银行存款

取款&可以带幼儿一起了解环境&感受不同职业的氛

围!家长去药店'商场也可以带幼儿一起&丰富幼儿生

活经验!再比如家长可以带孩子去参观图书馆'博物

馆'社区景点等等&拓宽孩子的知识面&丰富孩子的见

识&使幼儿接受良好熏陶(为幼儿选择优质的安全的

娱乐'休闲场所&为幼儿提供丰富的活动选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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