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婴幼儿托育机构教师指导家长的现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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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婴幼儿托育

摘 要：本研究采用观察法和访谈法对7所婴幼儿托育机构的39名托育教师指导家长的现状进行调查，结果表明：托育教师有

较高的指导家长意识，但指导过程缺乏反思；面对面个别指导是最主要且最有效的指导家长方式，集体指导更便捷，但指导效

果较差，存在“形式化”现象，过程缺乏连续性；指导内容以培养婴幼儿生活习惯与生活能力方面为主，婴幼儿游戏方面的指导

还有待提高；托育教师指导家长现状主要受其专业能力水平、职前培养与职后培训情况、托育机构制定的教研活动和评价体系

所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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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Parental Guidance of Teachers in Infants and Toddlers Care
Service Institutions

ZHONG Gui-ying1, LIU Xin2

（1.Normal Education College, Longyan University, Longyan 364012, China;
2.Faculty of Education,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Abstract: 39 teachers of infants and toddlers care institutions are selected for observation and interview. The
results show that: Teachers have strong sense of providing parental guidance, but lacks reflection after the
guiding process. 2. Facetoface communication is the most important and effective way for teachers to guide
parents. Group guidance is more convenient, but the effect is poor and group guidance is characterized by
formalization, and the process lacks continuity. 3.Teachers’ guidance focuses on how to develop infants and
toddlers’ living habits and skills, but ignores guidance about playing. 4.Parental guidance is mainly affected by
teachers’ professional competence, pre-service training, post-service training and teaching and research
activities and evaluation systems formulated by the infants and toddlers care service institution.
Key words: infants and toddlers care institutions; teachers in infants and toddlers care institutions; parental
guidance

一、问题提出

重视婴幼儿的早期教育，将教育延伸至0—3岁婴

幼儿已成为世界各国共同关注的主题，也是学前教育

改革与发展的主流趋势［1］。早期教育的主要受教育

对象是婴幼儿和家长，向家长传授家庭教育理念、指

导教养方法是早期教育的重要内容［2］1828 。托育机构

提供的公益性、普惠性的早教服务能够满足家庭高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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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低收费的早教诉求，使得社会对托育的需求量不

断增大，很多公立和私立的托育机构也开始兴办起

来。由于托育机构实行全托制，家长无需陪伴参

与，但家长是婴幼儿的重要影响人，家庭是开展早

期教育的主要场所［3］，婴幼儿家长对早期教育指导

也有较高需求［4-5］。因此，指导家长仍是托育机构教

育的主要内容之一，这无疑为婴幼儿托育机构的教师

提高了工作要求，为婴幼儿家长提供适宜指导，有

助于提高家长的科学育儿能力［6］，提高托育服务质

量［7］219 ，这就要求托育教师向家长传递科学教养理念，

积极与家长建立联系［8］，以多种形式为家长提供科学

指导，为家长提供育儿方法、生活照料、卫生保健方面

的指导［9］，帮助家长解决育儿困惑，缓解家长的育儿

焦虑［10-12］。

研究表明：在指导理念上，托育教师能够认识到

家托共育的重要性［13］但不全面［14］；指导方式上，托育

教师将个别指导和集体指导相结合，但不注重反思指

导方式的适用性，存在形式化的问题，互动频率和深

度有待加强［5］；指导内容主要体现在入托准备、婴幼

儿的饮食营养与卫生、科学育儿观培养、解决家长的

教养困惑等，但不注重反思指导家长的效果，未能体

现家长的主动性［14］。华爱华指出托幼机构教师与婴

幼儿家长互动时需遵循教保一体性、模仿性与重复

性、个别差异性和家园平等性的原则［15］30 ，这就要求托

育教师应重视并尊重婴幼儿家长，根据婴幼儿及其家

长的个体差异而提供保育与教育方面的指导，在指导

过程中需要教师有耐心，在重复指导过程中不断提高

家长的科学育儿能力。

综上可知，关于托育教师指导家长的研究是从指

导理念、指导方式和指导内容上来分析托育教师的指

导家长现状，研究内容较全面，这为本研究的开展提

供了理论依据。已有研究虽能在一定程度上揭示托

育教师在指导家长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但因研究对象

局限于某一个地区，故其研究结果的适用性还有待商

榷。此外，已有研究未能深入剖析托育教师指导家长

过程中存在问题背后的原因，所提出的建议比较宽

泛，缺乏针对性和深度。这为本研究提供了研究空

间，本研究的开展能在一定程度上丰富托育教师指导

家长的相关研究，具有一定理论价值。同时，又因当

前国内尚未制订婴幼儿托育教养规程、指南等相关的

政策，对托育教师也没有统一的专业标准，使得托育

教师的专业能力参差不齐，不规范的托育机构大量存

在，婴幼儿的身心健康得不到保障。因此，开展婴幼

儿托育机构教师指导家长的研究不仅能为制定托育

相关政策和托育教师评价与培训方案提供理论依据，

还能为托育教师提供针对性的指导策略。

鉴于此，本研究选取北京、天津、西安三个地区的

托育机构教师为研究对象，从托育教师指导家长的理

念、方式和内容三方面来了解托育教师指导家长的现

状，进而揭示托育教师指导家长过程中存在哪些问

题？这些问题背后的原因又是什么？应如何帮助托

育教师解决这些问题？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通过参与式观察、访谈来搜集相关资料，全

面深入地了解托育教师指导家长能力现状，揭示存在

的问题，分析限制托育教师指导家长能力的影响因素。

由于婴幼儿托育机构具有福利性和保教性特点，

20世纪90年代末，随着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单位托育

福利制度逐渐减少，原有的城市托儿服务机构逐渐萎

缩，现在保留下来的托育机构已经很少。北京市、天

津市、西安市办托育机构的历史比较悠久，且都是北

方城市，其中北京（首都）和天津是直辖市，西安是省

会，能够较好代表北方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城市的托育

教师的指导家长能力水平。在之前“幼儿园不能开设

托班”的规定下，大部分幼儿园的托班都已取消，现天

津和西安所保留下来的托儿所和托班为数不多，故分

别选取1所托育机构作为代表。而北京的托育机构类

型较多样，且便于收集数据，选取5所托育机构的教师

作为研究对象。本研究对北京、天津、西安这3个城市

的7所2—3岁婴幼儿托育机构教师的指导家长能力

进行研究，其中包括北京5所幼儿园的托班（21名托育

教师），天津1个托儿所（9名托育教师），西安1所幼儿

园的小小班（9名托育教师），共计39名托育教师，具体

情况如表1所示。

（一）参与式观察法

为更加客观地分析托育机构教师对婴幼儿身心

发展特点知识地掌握情况和教师与家长的沟通交流

情况，笔者以北京、天津、西安三个地区的7所托育机

变量

机构数量

北京市

天津市

西安市

机构性质

非营利性

营利性

频次

5

1

1

6

1

百分比

71.4%

14.3%

14.3%

85.7%

14.3%

变量

教师分布

北京市

天津市

西安市

职务

教师

保育员

频次

21

9

9

26

13

百分比

53.8%

23.1%

23.1%

66.7%

33.3%

表1 调查样本的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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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的39名教师为观察对象，对托育机构教师早晨接待

婴幼儿入托到离托准备的整个过程进行观察。北京

幼儿园的每个托班观察1周，天津托儿所的每个年龄

班和西安幼儿园小小班的每个班级均观察1天。主要

观察托育教师与家长的互动情况：包括互动内容、教

师对家长的回应。观察结束后及时将观察和录像转

录成文字材料，按照托育机构教师指导家长能力的各

维度进行编码整理。

（二）访谈法

为深入、全面地了解托育教师指导家长行为及存

在的困惑，笔者访谈了北京、天津、西安三个地区的7

所托育机构的18名教师，访谈内容包括教师的基本信

息、指导家长理念、指导家长方式和指导家长内容。

访谈结束后及时将访谈录音转录成文字材料，按照指

导家长维度进行分类编码。访谈对象的基本情况详

见表2。

三、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婴幼儿托育机构教师指导家长能力的现状

分析

1.托育教师指导家长的理念

托育教师对家长进行指导是实现家托共育的主

要途径。访谈的这18名托育教师均能意识到家长在

婴幼儿教育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家长是婴幼儿的学习

榜样。为提高婴幼儿家长的教育意识，帮助家长明

确自身的角色职责，托育教师通过多种形式让家长

参与到婴幼儿教育过程中，如，亲子活动、半日观摩

活动、制作婴幼儿的照片墙、鼓励家长与婴幼儿合作

完成作品、邀请家长参加节日活动、自然教育、亲子

运动会、微课堂（将教育活动录成视频分享给家长）、

家长进课堂、家长信箱、与家长共同讨论学期计划和

教学计划等。

尽管托育教师指导家长的意识普遍较高，但在指

导家长过程中缺乏反思，注重婴幼儿家长的配合而忽

视指导，未能较好地遵循亲师互动的平等性原则。访

谈的18名教师中，仅有2名教师表示与家长是平等、

互惠互利的关系，其余16名教师均认为家长是教师的

配合者、支持者。当面对家长不积极配合教师的指导

时，多数教师表示采取放弃态度，而不会反思问题背

后的原因。只有3名教师表示当遇到这种情况时，会

想办法让家长看到婴幼儿的发展变化来取得家长的支

持。表明教师能够意识到婴幼儿的发展才是家托合作

的关键［16］。由此可知，这些托育教师虽有指导家长、家

托共育的意识，并在指导行为中得以体现，但未能科学

认识家托共育中家长的角色，不注重自我反思，如表3。

表2 访谈对象的基本情况（N=18）
变量

教师数量
北京市
天津市
西安市

幼儿教师资格证
有
无

教龄
＜3年
3-10年
≥11年

专业
学前教育
非学前教育

职称
幼高
幼一
幼二
无

频次

10
5
3

18
0

2
5
11

17
1

9
4
2
3

百分比

55.55%
27.78%
16.67%

100%
0

11.11%
27.78%
61.11%

94.44%
5.56%

50%
22.22%
11.11%
16.67%

变量
教师学历

中专及以下
大专
本科

育婴师类证书
有
无

托育教龄
＜3年
3-10年
≥11年

养育经验
有
无

频次

1
5
12

5
13

9
5
4

13
5

百分比

5.56%
27.78%
66.66%

27.78%
72.22%

50%
27.78%
22.22%

72.22%
27.78%

变量

家长地位

重要

不重要

教师的反思

会

不会

频数

18

0

3

15

百分比

100%

0

16.67%

83.33%

变量

亲师关系

平等互惠

家长配合教师

频数

2

16

百分比

11.11%

88.89%

表3 托育教师指导家长的理念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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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托育教师指导家长的方式

经观察与访谈了解到，托育教师指导家长的方式

主要分为个别指导和集体指导两类。将访谈的18名

托育教师所采取的指导家长方式基本情况整理，如图

1所示。

由图1可知，在个别指导方面，访谈的18名托育

教师均会采取面对面交谈的指导方式，主要集中于入

托、离托时。入托时亲师互动的主要发起者为家长，

针对婴幼儿的身心状况以及发展情况与教师做些交

流；而离托时则主要是教师主动向家长交代一些比较

特殊的情况，如，婴幼儿的行为、饮食、生活自理能力、

身体健康、情绪等问题。若家长主动询问，教师则会

单独与家长做进一步交流。教师对家长的指导主要

源自婴幼儿在托表现和家长需求，当教师察觉到家长

对婴幼儿教养问题的关注及寻求指导时会提供更多

的指导。婴幼儿离托后，托育教师还会视情况通过微

信和电话与家长进行一对一交流。

在集体指导方面，访谈的18名教师都会通过微信

告知家长婴幼儿在园情况、需要家长配合之事以及相

关活动安排；通过家长会总结婴幼儿最近的总体表现

及相关活动说明。在此过程中，教师更注重家长的配

合，未能体现家长的主动性。为了普及家长的教养知

识或者提高家长的育儿能力，教师会通过微信、家托

宣传栏以及“家长沙龙”向家长分享相关资讯，供家长

自行学习。此外，还有2名托育教师（11.11%）设置家

长信箱来收集家长的意见和建议。尽管集体指导形

式多样，但容易流于形式，指导效果较低，未能发挥家

长的积极主动性。

经访谈得知，教师所采取的众多指导家长的方式

中，83.33%的教师认为面对面交流的效果最佳。因

为面对面交流时，便于双方获取更多的信息，如，面

部表情、神态、语气等，不仅能够加深对彼此的了解，

还更容易取得家长的支持与理解，尤其是针对婴幼

儿的问题进行指导时，教师会尽可能创造条件来与

家长面对面交流。如,一位教师在对班里一患有自

闭症幼儿的家长进行指导时，除线上联系，还会每2

周与该家长面对面约谈一次，旨在能够更好地帮助

婴幼儿发展。经过一学期的努力，家长和婴幼儿都

有了较大改变。而认为集体指导更有效的教师只

有27.78%，主要体现在时间效率上,更多教师反映

集体指导主要是考虑整体而忽略了家长的个体差

异性，进而降低了指导效果；在指导连续性上，受访

的88.89%托育教师表示对家长提供的指导主要是

单向、间断的，在指导过程中家长不主动向教师反

馈，教师无法得知家长开展相关教养活动的进度和

存在的问题，故影响了指导的连续性，进而降低了指

导效果。

由此可知，托育教师指导家长所采用的方式多

样，其中以面对面个别指导效果最佳，集体指导更便

捷，但指导效果较差，存在“形式化”现象，指导过程缺

乏连续性。因而需要托育教师认真反思每种指导方

式的实效性，有效结合个别指导与集体指导来提高指

导效果，提高指导过程的连续性。

3.托育教师指导家长的内容

经观察与访谈可知，托育教师指导家长的内容主

要包括生活指导、教育指导和游戏指导三方面。

（1）生活指导

托育教师主要从婴幼儿的如厕、饮食、睡眠、着装

这四方面对婴幼儿家长提供生活指导。

在如厕指导上，访谈的18名教师都会建议家长为

婴幼儿准备宽松、舒适的裤子，降低婴幼儿自提裤子

的难度，从而调动婴幼儿自己大小便的积极性。有个

别教师会向家长说明长期穿纸尿裤的危害来引起家

长的重视。经观察发现，当婴幼儿入托1个月后，多数

婴幼儿能自主如厕。

在饮食指导上，托育教师主要建议家长多鼓励婴

幼儿自主进餐（占访谈人数61.11%），还有些教师会结

合婴幼儿消化系统发育特点向家长解释婴幼儿厌食、

吃饭慢及积食等问题，并为家长提出应对措施（占

22.22%）。83.33%的教师表示家长能够积极配合，对

家长的饮食指导有一定成效。经观察也发现，婴幼儿

在期末基本都能自主吃饭，专注力也更强。

在睡眠指导上，访谈的14名教师会请家长根据在

托作息安排来调整婴幼儿的生活作息时间，鼓励婴幼

儿独自睡觉。还有些教师会请家长为婴幼儿准备依

恋物或喜欢的玩具（16.67%），向家长分享引导婴幼儿

午睡的方法（11.11%）。

图1 托育教师指导家长的方式（N=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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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着装指导上，只有3名受访教师会指导家长提

高婴幼儿的穿脱技能，如，向家长分享教婴幼儿穿脱

与整理衣服的方法，多鼓励婴幼儿自己穿脱衣服，有

耐心，给婴幼儿穿套头的衣服和平底低帮鞋。观察

的39名教师中，76.92%的教师是直接帮婴幼儿穿脱

衣服。

由此可知，大部分托育教师都能为家长提供较为

细致、全面的生活指导，但在着装指导方面较欠缺。

（2）教育指导

经调查发现，托育教师为家长提供的教育指导主

要包括缓解婴幼儿分离焦虑和提高家长育儿能力两

方面。

在缓解分离焦虑指导方面，经访谈了解到，所有

托育教师都会通过沟通、视频分享让家长了解婴幼儿

在托的生活和变化，66.67%的教师会让家长了解入托

准备事项，明确入托后存在的可能性问题，使家长有

预期；50%的教师鼓励家长每天坚持送婴幼儿入托，在

托时间可逐渐增加；个别教师会了解婴幼儿在家的行

为表现和照料情况，引导家长多向婴幼儿传递入托的

积极态度。

在育儿指导方面，经访谈可知：83.33%的教师会

通过面对面交谈、微信、电话、家长会等形式与家长沟

通婴幼儿的行为问题，帮助家长解读并理解婴幼儿的

行为；50%的教师通过家长联系栏和微信推文向家长

分享婴幼儿饮食、卫生保健、情绪管理和人际交往等

方面的知识。个别教师还开展了早期阅读主题活动，

向家长推荐阅读书目，通过集体指导与个别指导相结

合来提高家长与婴幼儿亲子阅读能力。

（3）游戏指导

经观察与访谈发现，教师在游戏方面对家长的指

导较少，访谈的18名教师中，只有27.78%的托育教师

会通过微信平台向家长分享白天所学的一些儿歌、手

指游戏，便于家长在家与婴幼儿一起玩；有1名教师会

根据婴幼儿动作发展情况和婴幼儿体能测试的需要，

为家长提供促进动作发展方面的活动指导。

由此看来，托育教师缺乏提高家长的游戏指导

能力的意识，未充分利用好婴幼儿家庭中的游戏空

间和材料，未能将托育机构开展的游戏活动延伸到

家庭。

综上可知，托育教师在努力提高婴幼儿保教质量

的同时，也能够积极发挥家长的作用。托育教师为婴

幼儿家长提供的指导主要围绕婴幼儿的生活照料和

教育来开展，忽略了对家长的游戏活动指导。

（二）婴幼儿托育机构教师指导家长现状的影

响因素

经调查可知，托育教师能够为家长提供多种方式

的指导，也有了一定成效，但在指导家长过程中仍存

在反思意识不高、指导方式形式化、指导过程缺乏持

续性、指导内容不全面等问题。笔者将从以下三方面

来讨论制约托育教师指导家长现状的因素。

1. 托育教师的早期教育专业能力有待提升

专业理论知识为托育教师指导家长提供依据，

故教师所接受的职前教育对其指导行为具有一定

影响。国家卫健委颁布的《托育机构设置标准（试

行）》［17］要求：托育教师应具有婴幼儿照护经验或相关

专业背景，受过婴幼儿保育相关培训和心理健康知识

培训。本研究所访谈的这18名托育教师中，94.44%

的教师是学前教育专业背景，其中持有育婴师类证书

的教师只有27.78%，职前所接受的早教理论知识较

少。托育教龄3年以下的教师占50%，其中新入职教

师占22.22%（教龄＜3年）。由此可知，托育教师整体

上所掌握的0-3岁早教理论知识和积累的实践经验

都比较薄弱。访谈了解到，50%的托育教师会因自

身缺乏早教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而感到焦虑，担心

指导不当而影响了亲师关系。本研究中的托育教

师均为幼儿园中的托班教师，在访谈过程中了解

到，幼儿园领导更重视3-6岁幼儿教育，将优质教师

择优分配到小、中、大班，而年长、身体状况较差以及

新入职教师则安排在托班，托育教师指导家长的能力

有所降低。

2. 托育教师的职前培养与职后培训难以满足

托育工作需求

接受早期教育培训有助于教师树立更科学的儿

童观，丰富促进儿童发展的语言［18］，提高观察的敏锐

度，提高教育质量［19］10 。经访谈得知：这18名托育教

师均非早期教育专业毕业的，虽然94.44%人具有学前

教育专业背景，但所学内容以3-6岁幼儿保育与教育

为核心，未单独开设0-3岁婴幼儿教育相关的课程，

0-3岁婴幼儿保教知识只在部分课程中片段式地呈

现，因而托育教师在职前所接受的早期教育专业理论

知识是缺乏且不系统的。国家卫健委颁布的《托育机

构管理规范（试行）》［20］中要求托育机构应当建立工作

人员岗前培训和定期培训制度，通过集中培训、在线

学习等方式来提高工作人员的专业能力、职业道德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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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健康水平。但所调查的这7所托育机构均未制定

托育教师岗前培训与定期培训制度，岗前培训以婴幼

儿身心发展特点知识和日常保教活动为主，缺乏对指

导家长方面的内容，托育教师在职期间所接受的教师

培训内容主要是围绕3-6岁幼儿教育活动和常规工

作开展，忽视了托育教师关于日常保教活动、指导家

长、科研能力提升的需求，体现托育机构对教师专业

能力发展的不重视。访谈的托育教师表示早期教育

理论知识以自学为主，但效率低，难以将理论知识与

实践相融合，理论知识培训未能够满足托育工作需

要，尤其是指导家长方面，进而影响了托育教师指导

家长的效果。

3. 托育机构缺乏系统的教研活动与评价体系

系统的教研活动有助于提高教师的专业能

力［21］，提升保教质量［22］，促进儿童发展［23-24］。教师在

参与教研活动过程中会不断自我反思与学习，进而成

为“反思性实践者”［25］49-69 。调查的这7所托育机构

中，有3所托育机构专门设立托育教研小组，由组长带

着托育教师定期开展教研活动，但活动内容以托育日

常保教活动为主，指导家长方面的内容局限于开学和

期末工作安排，零散且缺乏深度，不利于托育教师指

导家长能力的提高。

建立完善的幼儿园教师评价机制有助于改进教

育保育活动质量，提升幼儿园教师素质［26］，为家园合

作提供制度保障［27］。托育教师工作评价有助于了解

教师指导家长工作开展的适宜性；有助于教师反思并

调整指导行为，进而提高指导效果。尽管有4所托育

机构会对托育教师进行评估，但评价指标主要参考

3-6岁幼儿教育，缺乏针对性，且评估内容主要围绕教

学活动与保教工作开展，评估结果与教师自身的绩

效、评级相联系，而对于教师自身专业发展的影响不

大。各托育机构的评价体系流于形式，未能真正发挥

评价促进教师发展的作用，缺乏评估后的反思。托育

机构缺乏系统的教师培养体系不利于巩固教师的专

业理论水平，进而影响教师对家长的指导。

四、结论与建议

（一）增强指导家长过程中的反思能力

反思是提高托育教师指导家长能力的关键之

举［28］256 。首先，多学习0-3岁保育与教育方面的理论

知识，为反思实践提供理论依据；其次，通过书写反思

笔记来梳理指导家长的方式、内容以及指导效果，从

教师自身、家长和幼儿角度来深入剖析存在问题的原

因，多问自己几个为什么？最后，加强合作反思，多与

家长、同事、教研组长交流，在与他人互动中逐渐明晰

自身指导家长过程中的问题。

（二）明确婴幼儿家长的育儿需求，巧用优质资源

针对婴幼儿家长的育儿需求所提供的指导才是

有效且连续的，一方面，教师可通过与家长的每日沟

通了解家长问题，婴幼儿家庭活动情况，了解家长需

要的指导内容和指导方式，从中总结出班级婴幼儿家

长的共性和个性需要，以此作为实施科学育儿指导的

依据；另一方面，教师要充分挖掘婴幼儿教养方面的

优质资源供家长进行选择，协助家长了解基于婴幼儿

发展需要的养育要点，提供养育策略。如，上海市教

委推出的面向0-6岁婴幼儿家庭的“育之有道”APP，

从中可以观看专业、生动、直观、有趣的全方位养育活

动示范案例，查询心理行为、健康养护、游戏发展方面

的育儿指导文章，还可以与专家进行一对一提问，获

得权威专家的个性化指导。“育儿周周看”APP中每周

会推送贴合婴幼儿周龄的养育要点，“上海科学育儿

指导”公众号中会提供很多家庭生活化、可操作的游

戏资源。

（三）加强对婴幼儿家长的游戏指导

一方面，将托育机构所开展的游戏活动延伸到家

庭，教师可通过班级微信群帮助家长掌握游戏玩法及

其潜在教育价值，引导家长使用日常生活中的其他

可代替游戏材料，以此降低家长指导婴幼儿游戏的

难度；另一方面，丰富家庭游戏形式，托育教师可结

合活动目标和婴幼儿的发展需求为家长提供不同的

游戏活动，结合家长的实际情况做出指导。如，为发

展婴幼儿的精细动作，除了玩锻炼精细动作的玩具，

还可将日常生活活动游戏化，如，比赛穿脱与整理衣

服、分豆子等，加深家长对日常生活活动的教育价值

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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