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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of families， kindergartens and communities plays a pivotal role in the

harmonious development of children's mind and body. Hermann Haken's "synergetic theory" provides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family-kindergarten-community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Based on the synergy effect in the

"collaborative theory"， in view of the existing problems in practice — including lack of synergistic education

awareness， lack of education policy guidance， single mode of coordinated education， insufficient resource

allocation in the education process， and lack of guidance — the paper tries toproposes that in order to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quality of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efforts should be made to explore strategies to

deepen the awareness of coordinated education， strengthen the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policy to lead and

broaden the way of coordinated education，optimize the allocation of resources in the education process，and

enhance the five-in-one guidance of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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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社会能力发展

摘 要：家-园-区的协同教育对幼儿身心和谐发展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赫尔曼·哈肯提出的“协同学理论”为家-园-社区

协同共育提供了理论基础。基于“协同学理论”中的协同效应，针对协同教育中存在协同教育意识不足、缺乏教育政策引领、协

同教育方式单一、教育过程中资源配置不够优化、协同教育实践缺乏指导等教育困境，尝试提出积极探索形成深化协同教育意

识、加强协同教育政策引领、拓宽协同教育方式、优化教育过程中的资源配置、提升协同教育实践指导五位一体的策略，有效提

升幼儿教育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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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的成长环境是家庭、幼儿园、社会多元互动

力量在起作用。依据赫尔曼·哈肯提出的“协同学的。

在幼儿教育的过程中，并非只是幼儿园单一教育理

论”，我们可以看到，幼儿的发展是涉及家庭、幼儿园和

社区共同作用而产生协同学效应的结果。所以，应充

分发挥家庭、幼儿园和社区三方教育力量及优势，实施

三方协同教育，共同促进幼儿身心和谐发展。

一、家-园-区协同教育的困境

（一）缺少认识-家-园-区协同教育意识和理论

研究不足

1. 家-园-区协同教育意识不足

根据调查研究显示：只有将近五分之二的幼儿家

长认为与社区合作很有必要。社区工作人员对幼儿教

育重要性也缺乏认识，访谈中家长也表示社区与家庭

开展幼儿教育的合作很少。由此可知，家庭、社区和幼

儿园协同教育的意识不足，并且大多数只是停留在家-

园合作、园-社合作的层面，没有很好将家庭、幼儿园和

社区三者很好地结合起来。

2. 家-园-区协同教育理论研究不深入

关于家-园-区协同教育的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

也不多。综合相关文献发现，大多相关理论研究存在

对家庭、幼儿园以及社区协同教育的理念、职责、内容

与方法等方面存在界定不明晰等问题。在相关实证研

究中，大多停留在现状与策略研究，且研究方法单一。

大多研究文献尚未根据所得数据进行深入分析。

（二）欠缺引领——缺乏协同教育政策引领

随着有关家、校（园）、社区合作共育的政策文件颁

布，特别是近年来相关政策法规在数量上呈现不断增

长的态势，应该出现合作的良好局面，但是，仍然存在

三方教育力量职责不清晰，分工不明确、共育途径和内

容不够细化等问题［1］。三方协同教育政策的制定是

家-园-区协同教育落地实施的指路灯和引领者，然而

相关政策文件不够完善，因此，呈现在实践指导中家

庭、幼儿园和社区合作不够深入，政策与实际联系不够

紧密等问题。

（三）有待多元——教育沟通方式单一

调查研究发现，在家-园-区沟通方面存在方式单

一的情况。家-园沟通渠道单一，大多以家园宣传栏、

幼儿成长手册、家长微信群、家长开放日等为主。而

园-社沟通主要停留在语言交流等表层，缺乏深入探讨

与合作［2］。例如，家-园沟通主要局限于幼儿生活层

面，而幼儿学习、心理层面缺乏深入了解，家-园之间不

能深入交流，家-园共育的目标也很难有效达成；园-社

交流大多为非正式合作，缺乏共同组织教育活动。

（四）期待优化——协同教育过程中资源配置不

够优化

在调查中发现，大多协同教育的工作主要以活动

的方式进行，如，举办“家园区联合活动”等，但活动的

内容大同小异，由此导致了家-园-区教育资源配置不

够充分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四方面：首先，人力资

源挖掘不足。例如，在三方协同教育的过程中主要参

与者是社区工作人员和居民，而社区中的退休老人很

少参与其中，这方面的人力资源未得到很好利用［3］；其

次，物质资源配置不足。如，在家园区共同开展儿童节

等活动时，大型玩具或活动等物质资源不够充足；再

次，教育信息资源开发不到位。虽然随着网络的发展，

教育类软件日益增多，但是，大多数教育软件的群体只

有家长和教师，而社区的资源不能够及时通过APP进

行分享和传播，导致社区资源的综合利用不够优化；最

后，经济资源投入不足。一切活动的开展离不开经济

的投入，三方合作中经济投入不足是阻碍三方协同教

育发展的瓶颈。

（五）期望指导——协同教育实践缺乏指导

根据文献整理发现，家-园-区协同教育的相关理

论探索分析较多，而家庭、幼儿园和社区协同教育实践

的指导性缺乏［4］。因此，家-园-区协同教育即使能在

一定程度上展开实施，但由于没有连续、有计划、有步

骤地进行协同开展，教育质量就难以得到保障和落

实。因此，家-园-区协同教育要真正实现，需要三方协

同教育实践性的指导。

二、协同学理论诠释及启示

（一）协同学理论诠释

协同学理论是20世纪70年代，由联邦德国斯图

加特大学的赫尔曼·哈肯教授创立的一门以多学科知

识为基础的新兴学科。协同学理论认为各系统千差万

别，如，生物系统中的动物和植物，社会系统中的团体

和个人，他们的性质虽然完全不同，但他们从无序向有

序转化的内在机制却是相似、甚至是相同的，他们都遵

循着共同的规律。协同学理论应用于教育领域主要为

协同效应，其基本观点阐述如下：

协同效应是指开放系统中各个子系统之间的作

用所达成的整体作用。在开放系统中，各外部力量的

相互作用，使得物质聚集态达到某个临界点后，系统内

部的各个子系统之间就会产生协同作用，这种特定阶

段的协同性，使系统在特定临界点发生质变，产生协同

反应。因此，系统结构由无序转向有序，并产生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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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结构［5］。要深入理解协同效应我们应该知道协

同的以下五个特征：

1. 个性基础上的整合。每个成员中都有自己的

独特性，当每个成员保持各自的个性和优势，各自充分

发挥其优势时，在整合过程中，每个个体间呈现平等关

系，无隶属关系。

2. 各成员树立共同目标。传统的工作模式无法

反映出不同成员的多元化意见，只有成员们在共同愿

景和想法的基础上，树立共同的目标，才能实现成员们

的能动性参与，提高各自自律性，以及促进共同承担责

任。

3. 各成员之间权利平等，且相互制约。在成员间

合作时，领导者并非是固定的某一个成员，领导者角色

的确定要根据工作性质或具体情况而发生变化。当所

有成员同时拥有权力和承担责任时就需要各成员相互

依存，并相互制约。

4. 以过程为导向的协同。通过相关尊重及彼此

关怀赋予协同过程本身以意义。各个成员之间彼此尊

重、齐心协力努力超越已设定目标，并协同尝试奔向下

一个目标。因此，在协同过程中，需要彼此尊重各自的

抉择与活动，同时，积极协助支持，共同实现目标。

5. 基于共同职责，协同激发集体力量。所有成员

都在实现共同愿景和目标的过程中做自己最擅长的事

情，并且为实现共同目标对集体承担相应责任和义务。

（二）基于协同学理论的启示

新时期要实现有质量的幼儿教育，需要调动多方

力量的协同参与。家庭、幼儿园及社区跨域合作，幼儿

园提供优质教育质量，家庭转变育儿观念、提高科学育

儿能力，社区提供共享资源保障，可以形成协同教育理

论框架，共同促进幼儿身心和谐发展，形成教育合力。

1. 家-园-区三方的整体与个性并存

幼儿园教育、家庭和社区教育应各自保持个性的

基础上进行整合性教育，才能促进幼儿的身心全面和

谐发展。具体而言：首先，以幼儿园为主导方面，发挥

幼儿园的引领作用，建立家长学校机制，积极实施家园

同步教育。同时，提升园长家园合作领导力，幼儿园需

完善现代管理制度，发挥主导作用，保障家庭、社区对

教育的参与权和监管权，保障家长有效参与幼儿教育
［6］，主动做好家园联系和家庭教育方面的指导工作。

如，现阶段幼儿园运用的“体验式家长会”，让家长通过

体验式游戏、小组研讨，家长教师共同反思幼儿教育中

应该关注的核心是什么？从而真正理解游戏的价值，

为幼儿园去小学化铺路。让家长变旁观者为参与者、

研究者，跟随老师的脚步，观察、了解儿童；其次，应利

用家庭优势，理解父母对孩子的期待，以赋予其优势的

方式来发挥其在幼儿园课程建设中的作用，实现家长职

业学科优势与教师学前教育专业的互补。例如，家长普

遍希望自己的孩子多才多艺，据此，幼儿园要给予理解

并在计划协同活动时体现出来，幼儿园还可以充分调动

家长亲子教育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为实现家庭互动搭建

线上线下双线平台；再次，以社区为辅助方面，与社区建

立互惠共赢的伙伴关系，在利用社区资源的同时，也需

要配合社区的家庭教育指导活动，例如，建立社区学前

教育协调机构，充分挖掘和利用社区学前教育资源；最

后，家庭和社区需要明确自身主体地位和职责，提高共

育观念，积极主动参与三方协同共育［1］。

2. 家-园-区三方的权责与地位同等

在三方协同教育的过程中，家庭、幼儿园及社区

的权利与职责是相当的，三方教育主体地位平等，虽然

三方在共育过程中所起作用或承担的角色不同，但在

家-园-区协同共育的过程中，必须要明白并非幼儿园

才是唯一固定的引领者或组织者，而家庭和社区会根

据幼儿的发展或其他实际情况的变动而演化为某活动

的组织者。因此，家-园和社区三方的主导地位是动态

变化的，而并非固定不变，三方是地位平等、权责相当

的教育主体。家、园和社区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即促

进幼儿身心和谐健康发展，所以，有序协同参与教育活

动是家庭、幼儿园和社区共同的职责与义务。

在幼儿教育这一系统中，家庭、幼儿园和社区构

成了三个子系统，如何使三个子系统能够形成内在性

的组织系统，产生协同效应，形成家-园-区协同教育的

模式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也是当下亟待解决的难题。

赫尔曼·哈肯教授的协同学理论为破解这一问题提供

了有利的理论视角和启示，根据协同学理论中的协同

效应我们可知道，新时期要实现幼儿教育的良好发展，

需要调动多方力量的协同参与，家庭、幼儿园及社区跨

域合作，形成教育合力。

三、协同学理论视域下的家-园-区协同

教育策略

基于上述家-园-区协同教育中存在的困境和协

同学理论的启示，本文将“家-园-区”三方协同教育策

略框架确立为：以幼儿园的组织为主导、以家庭的支持

为基础、以社区的资源共享为辅助的“家-园-区”三方

协同教育，具体表现为：深化协同教育意识，加强协同

教育政策引领，多元化协同教育方式，提升协同教育实

践指导（见图1）。借此框架来阐明作为幼儿教育的主

体力量家庭、幼儿园和社区是如何协同利用知识和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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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在组织间的交流、共享，加快和提升幼儿教育的质

量。其中协同过程是“教育意识-教育政策-教育方式-

教育过程-教育实践”五要素协同［7］。

图1 “家-园-区”三方协同教育策略框架

（一）深化协同教育意识，完善协同教育理论设计

1. 加强家-园-区协同教育的意识

意识是实践的前提，家庭、幼儿园和社区形成并

深入协同教育意识是实现协同教育的基础。因此，教

育行政等相关部门应该大力宣传家-园-区协同教育的

理念，例如，政府可以利用官方网站等各种渠道加大推

广家-园-区协同教育思想，帮助大众形成对三方协同

教育的科学认识。同时，三方教育主体也应认识到自

身对于幼儿教育的重要作用，积极利用自身优势发挥

其作用。

2. 完善协同教育理论设计

在三方深化协同教育意识的同时，需完善协同教

育理论顶层设计。以往大多研究主要聚焦于幼儿园教

育，而家-园-区如何协同教育等关键主题探讨较少，如

果对三方如何协同教育理论不及时研究、反思和总结，

那么，协同教育的实践发展必然受到局限。如何深度

整合三大教育力量的教育资源？如何利用现代信息技

术促进三方协同教育更好发展？这些问题都是有待解

决的新问题。学前教育研究机构和相关学前教育学者

应加强相关研究［8］，研究者采用科学的理论和实证的

教育研究方法，完善研究设计，提高协同教育理论研究

水平。只有用先进的理论为引导，才能有效指导实践，

才能使家-园-区三方协同教育有据可依。

（二）加强协同教育政策引领，明确家-园-区职

责分工

家-园-区在幼儿教育方面存在分工不明确等问

题。教育行政等相关部门应积极建立和完善相关法律

法规，以及制定专门的、有针对性的教育政策法规，细

化三方协同教育的职责、权利、教育内容、教育途径以

及教育方法等，为家-园-区协同教育的发展提供健全

的管理体制和制度保障，以调动家-园-区协同教育的

积极性，促进协同教育的真正实现。对此，我们可从一

些西方国家的做法中得到启发，例如，21世纪美国颁

布的《家庭与幼儿园合作国家标准（修订）》，该文件主

要涉及了使用指导、教育内容、教育目标以及评价等级

等方面的内容框架［1］。

（三）构建网络共育平台，拓宽协同教育方式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发展，为建立家-园-区多

向互动的联系，幼儿教育除了家长开放日、家园区协同

一体化平台等传统方式以外，还应积极开发家-园-区

协同教育网络共育平台或三方共育的智慧教育软件，

以协同教育先进理念为指导，基于现代信息技术，合力

研发一个家长、幼儿园教师及社区工作人员共同使用

的共育平台，让三方互通有无，各司其职，形成一个目

标一致的共育平台［8］。例如，建立“5G+AI（Artificial

Intelligence）”家-园-区协同教育智慧APP，通过 AI

技术对家长、教师以及社区工作人员的教育行为进行

动态智能分析，可以有效规范和统筹其教育行为，进一

步提高幼儿教育质量。

（四）优化协同教育过程，充分挖掘和利用教育

资源

家庭、幼儿园和社区协同教育的过程中，需要充

分挖掘和优化人力资源、物质资源、信息资源和经济资

源。首先，应充分挖掘和利用人力资源，三方协同教育

的过程中除了幼儿父母、教师和社区工作人员参与外，

还应有园长、爷爷奶奶（或外公外婆）以及社区其他人

员的参与；其次，增加物质资源的配置，物质资源是三

方协同教育的物质基础，在开展协同教育活动时需加

大物质资源的投入，保障协同教育活动的展开；再次，

充分开发和利用教育信息资源，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

家-园-区通过信息技术建立联系是必然，应建立由幼

儿园统筹组织，将家-园-区三方统一纳入一个教育类

APP，实现家-园-区三方教育信息的展示和资源共享；

最后，教育行政等相关部门要建立健全协同教育经费

投入的机制［3］，经费是一切活动开展的前提，在三方协

同教育过程中的设施、物资等都离不开教育经费的投

入。因此，教育行政等相关部门应增加对协同教育的

经费投入。

（五）加强协同教育实践指导，反哺完善协同教育

理论

协同教育要得以发展，离不开共育实践机构的指

导。例如，三方共同建立协同教育实践指导机构，由各

区（县）教育行政部门主管，配置教育专家和技术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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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家长、幼儿园教师和社区工作者提供统一、连续、有

计划有步骤地指导和服务。在构建家-园-区协同教育

过程中，除了做好共育理论设计外，同时，也要注意将

理论框架落实于实践中去，加强协同教育实践指导，根

据实践探究的结果进一步完善和补充相关理论研究，

以此形成理论与实践互助互补的良性循环。例如，将

共育理论设计中发挥幼儿园在社区中幼教基地的辐射

作用运用于实践中。幼儿园与街道签订协议，配合街

道居委会做好学前教育工作，开设园长热线为散居儿

童家长解答育儿问题。科学研究与实践指导相结合，

有助于形成协同教育动态运行机制［9］。只有专业的

人员保障、丰富资源保障和有效的组织保障才能促进

协同教育的有效实施。

（六）“教育意识—教育政策—教育方式—教育过

程—教育实践”五位协同的逻辑关系

教育意识、教育政策、教育方式、教育过程、教育实

践是五位一体的，五者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第一，深

化协同教育意识，完善协同教育理论设计，是三方协同

教育的正确导向。三方形成并深化共育意识是协同教

育的前提，通过协同教育理论的设计，才能为三方协同

共育指明方向。

第二，加强协同教育政策引领，明确家-园-区职

责分工是三方协同教育的有力保障。只有通过制定协

同教育政策，明确三方职责并进行及时评估，才能保证

相关幼儿教育政策的有效落实。

第三，构建网络共育平台，拓宽协同教育方式。

只有三方教育方式的协同，才能真正实现进一步接近

最适合每个幼儿发展的教育，开发幼儿的最近发展区，

提升幼儿整体教育水平。

第四，优化协同教育过程，充分挖掘和利用教育

资源。只有在充分开发和利用人力、物质、信息等教育

资源的情况下，才能有力优化三方协同教育过程。

第五，落实协同教育实践，反哺完善协同教育理

论是推动三方协同教育更上一层楼的助推器。幼儿协

同教育要发展，必须落实在教育实践中去，只有加强协

同教育实践指导，才能真正促进幼儿身心得到和谐整

体发展，幼儿教育整体质量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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