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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雅安市城区0-3岁婴幼儿家长为研究对象，通过问卷调查了解其育儿观念及困惑。研究结果显示：家长有着较为科

学的儿童发展观，但是缺乏全面的认识；具有初步的早教意识和平等的亲子关系，育儿知识获取途径多样，但是教育内容不均

衡；对子女有着较高的成才期望，在职业定向上呈现“求稳”心态；碎片化、情绪化的育儿信息和育儿过程中的知行不一是导致

家长陷入困惑的主要原因。建议构建以社区为主导的家庭早期教育服务指导体系、引导和规范新媒体科学育儿理念的传播、

鼓励幼儿园开展亲职教育等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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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igation on Child-rearing Ideas of Parents for Children Aged 0-3 in
Western China Urban Areas

—A Case Study of Ya ’an City in Sichuan Province
YANG Chao-jun

（Ya’an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Ya’an 625000，China）
Abstract: Taking the parents of infants aged 0-3 years old in urban area of Ya ’an city as the research object，this paper has an under⁃
standing of their child-rearing ideas and confusions by doing questionnair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parents have a more scientific idea
of children development instead of a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Parents usually have a preliminary awareness of preschool educa⁃
tion and an equal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and parents have various ways to get child-rearing knowledge. But the problem is the edu⁃
cation content is not balanced. Parents have high expectations for children’s achievement，but they show“stability mentality”in chil⁃
dren’s career orientation. This paper notices that fragmentation，emotional parenting information and inconsistencies in the parenting
process are the main causes of confusion for parents. In view of this，the paper puts forward some measurements，such as constructing
guidance system of community-oriented service for preschool education in families，guiding and standardizing the dissemination of sci⁃
entific parenting ideas in new media，and encouraging kindergartens to carry out parental education.
Key words: 0-3 years old infants; child-rearing ideas; parenting confusions

一、问题的提出

0-3岁是个体一生中身心发展最快的时期，

是体格、智力、行为习惯等方面发展的关键期。处

在这一时期的婴幼儿有着巨大的发展潜力，具有

很强的可塑性［1］104。脑科学的研究表明，出生后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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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脑重量随着年龄而增长，增长速度是先快后

慢。第一年达到成人脑重的50%；2岁半至3岁发

展到接近成人水平，达成人脑重的75%［2］52。脑的

先天机制使得人在婴幼儿时期已经具备非常好的

学习能力，而个人发展的程度在一定程度上取决

于先天机制和后天的养育环境的交互作用［3］1。近

年来，许多国家都相继展开了早期教育运动的热

潮，美国启动了“整体教育计划”，英国发起了“早

期开端计划”，我国开展了“0-3岁婴幼儿早期关

心与发展”并陆续出台了《中国儿童发展纲要

（2011－2020）》、《关于指导推进家庭教育的五年

规划（2016—2020年）》等文件政策，明确提出了加

大婴幼儿早期教育的各种举措。国内外各种研究

发现，家庭环境对婴幼儿的成长产生巨大影响，其

中家长的养育观念和态度、教育方式等与婴幼儿

的认知、情绪情感、社会性发展有着紧密的联系。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教师，家庭是最初的教育场

所，家长的育儿观念对婴幼儿的成长意义重大。

育儿观念是指父母在抚养、教育儿童的过程

中形成的对儿童发展、教育途径和方式及可塑性

等方面持有的观点和看法［4］。舒姆（Schumm）等

人的研究表明，父母育儿观念直接、非直接影响

或者两者兼备的影响，都对婴幼儿的发展产生一

定影响作用［5］。 西格尔（Sigel）通过实证研究发

现，父母育儿观念影响婴幼儿的认知发展水平。

我国学者的研究表明，家长的育儿观在婴幼儿社

会化发展的过程中起着十分独特的作用［6］。育儿

困惑是父母在抚养教育未成年子女过程中表现

出来的，对于子女的健康（包括身体以及心理）、

安全、习惯养成等方面所产生的认知上的疑惑及

不安的情绪。陶金玲等人的研究发现，家长的育

儿困惑主要集中在婴幼儿的社会情绪和生活照

料两个方面，排在前三位的分别是婴幼儿的习惯

养成、认知能力和婴幼儿的行为解读［7］。相关研

究发现，育儿困惑也会影响家庭早期教育质量的

提升。通过文献检索发现，我国目前有关西南片

区婴幼儿家长育儿观念和困惑的研究较少，且大

多集中于农村家长教养方式的研究。基于上述

因素，本研究以四川省雅安市城区0-3岁婴幼儿

家长为研究对象，调查家长所持有的育儿观念，

分析探讨其育儿观念现状及困惑，并提出可行的

建议和措施，以期为本地的早期家庭教育研究和

指导提供参考和依据。

二、研究对象与方法
（一）研究对象

以雅安市雨城区、名山区0-3岁婴幼儿的父

母为研究对象，通过社区卫生医院、早教机构、幼

儿园等渠道发放问卷共计225份，回收有效问卷

204份，有效问卷回收率约为90.7%。

（二）研究方法

本次调研主要以问卷调查为主，随机访谈为

辅。调查问卷是在参考邬健冰博士的《儿童看护

人调查问卷》以及陈会昌《1-10岁儿童父母教育

观念问卷》基础上，根据相关资料文献和当地实

际情况改编而成，形成初步问卷。然后对15名家

长进行了试测，根据被调查者反馈意见，对部分

问题进行了调整、删减和补充，形成最终问卷。

问卷共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为基本信息的调

查，包括年龄，性别，文化层次，家庭结构，婴幼儿

年龄段等；第二部分为家长育儿观的调查，包括

儿童发展观，教育观，成才观三个方面；第三部分

为家长在育儿过程中存在的困惑调查。随机抽

取32名家长进行了访谈，访谈是在问卷调查之后

当场进行，采用半结构性访谈，对于问卷中的一

些题目要求被试说出具体的原因。访谈内容进

行了详细笔记，归类和分析。

三、调查结果与分析

（一）基本情况

本次调查父亲填写问卷92份，母亲填写问卷

112份；父亲平均年龄为30.2岁，母亲平均年龄为

25.6岁。问卷填写母亲居多，父母亲文化层次大

专比率约为总人数五成多，婴幼儿年龄分布主要

集中于1-3岁之间。具体结果见表1。

表1 父母基本情况表

类别

家长

家长受教育程度

婴幼儿年龄段

组别

父亲
母亲

高中及以下

大专

本科及以上

0-1岁

1-2岁

2-3岁

计数（人）

92
112

64

114

26

40

74

90

占比（%）

45.1%
54.9%

31.4%

55.9%

12.7%

19.6%

36.2%

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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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家长育儿观念的现状调查与分析

1.儿童发展观

儿童发展观是家长对儿童及其成长规律的

认识、看法和态度的总和，包括儿童的本质、儿童

期的特征、意义及价值，儿童发展与内外环境的

关系等问题的看法和态度。关于儿童发展观的

调查，主要涉及三个方面的内容，分别是对儿童

自主性的认识、对儿童发展的看法以及对家长与

孩子关系的认识。关于“孩子是独特的个体，有

着独立的个性”的调查中，72.3%的家长选择完全

赞成；25.4%的家长表示部分赞成；2.3%的家长不

赞成。在回答“养育子女是为了防老、实现自己

未完成的理想”的选项中，将近一半（47.8%）的家

长表示不赞成；28.7%的表示部分赞成。关于孩

子发展看法的调查中，65.8%的家长认为是遗传

和教育的结果；30.1%家长认为主要是后天教育

的结果；4.1%的认为遗传决定不可逆转。另外，

75.3%的家长认为应该根据孩子的兴趣和个性特

点进行教育；24.7%的认为顺其自然不可强求。

关于孩子与家长关系的认识方面，70.9%的完全

同意孩子和父母之间是平等的；89.2%的家长认

为“适当听取孩子意见，满足其合理要求”，但是，

在“当家长错怪孩子，并对其说对不起”的回答

中，仅有30.8%和45.5%的家长表示完全同意和部

分同意。结合访谈分析，其原因有两方面：一是

家长认为孩子还小，没必要说对不起；二是觉得

大人向小孩道歉难以启齿。总之，雅安城区家长

在孩子主体性的认识上，绝大多数家长有着“儿

童本位”的意识，但是，在教养动机上又趋于一定

的保守，带有明显的“家长本位”意识。在孩子发

展的认识上，大部分家长有着科学的儿童观，能

够关注孩子的兴趣和个性特点，重视后天的教

育。在孩子与家长关系的认识上，有着平等、民

主的亲子关系意识，但在认错态度上又展现出了

不积极的一面。

2.早期教育观

早期教育观是指家长关于子女早期教育现

象、问题形成的观念体系，包括早教的作用、知

识、内容、方法等方面的基本看法和认识。关

于早期教育观的调查，主要包括四个方面，分

别是家长关于早期教育重要性的认识；育儿知

识获取的途径和方式；育儿方法和内容及家长

的教养方式等方面。关于“早期教育对孩子发

展重要”的问答中，76.2%的家长认为非常重

要；22.1%的家长选择了“一般重要”；仅有1.7%

的认为“孩子太小，不重要”。另外，在“您认为

孩子应该从何时开始进行教育”的调查中，认

为 在 半 岁 前 应 该 接 受 早 期 教 育 的 家 长 占

15.5%；1岁前的家长占35.6%；2岁前的家长占

45.3%；3岁前的家长占3.6%。可见，早期教育

的重要性已普遍受到家长们的重视，大家已具

备一定的早期教育意识，但是，在何时开始对

孩子进行早期教育，家长们的意见不统一，统

计显示主要集中在半岁至2岁之间。关于育儿

知识获取的途径和方法的调查，发现超过三分

之一（35.2%）的家长认为书籍是主要的来源途

径；有 40.3%的家长认为网络媒介是他们学习

育儿知识的主要阵地；超过两成多的家长是通

过咨询长辈和周围其他人的方式获得。可见，

目前网络和书籍是家长们获取育儿知识的主

要途径，其中绝大部分家长反映，网络搜索是

他们的首要选择。在早教内容选择上，家长们

重视身体健康和智力的发展，弱化情感的教

育。根据家长关心程度依次排序为语言的发

展、知识的获得、品德行为的培养和审美情感

的培养。在回答目前最需要的三种养育知识

分别是：智力发展的训练、营养方面的知识和

疾病预防知识。关于教养方式，本次调查主要

从“是否满足孩子需要”和“是否强制孩子服

从”两个维度进行考察。当孩子不听话时，

12.1%的家长选择了“用打让他听话”；25.7%的

家长采用“严厉斥责”；48.3%的家长用给孩子

讲道理等方法；“尽量按孩子要求去做”占

10.2%；采用“不理睬”的家长占 3.7%。当孩子

想买玩具时，20.8%的家长选择了“尽量给买”；

47.4%的选择“有时给买”；“非要不可时才买”

和“只买应该买的东西”的家长分别占 4.6%和

27.2%。由此可见，家长在教养方式上主要采

用讲道理的方式，教养态度上严厉型的父母占

多数，其中娇惯型家长人数也不少。

3.家长期望观

家长期望观，又叫成才观，是指父母对孩子

未来发展的期望。本次调查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分别是家长对孩子文化程度的期望、对孩子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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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期望和对孩子生存方式的期望。此次调查将

文化程度分为高中或中专、大专、本科、硕士以

上，通过计算父母期望孩子文化程度百分比为：

大专占1.2%；本科占72.3%；硕士以上占26.5%。

从以上统计数据可以看出，父母亲对孩子文化程

度有着较高的期望值，这与现在城市家长普遍文

化程度高有着一定的关系，家长们认为高学历有

助于孩子以后找份理想的工作。关于家长对孩

子期望从事的职业，本次调查采用开放式回答，

让父母写出自己期望孩子未来从事的职业，然后

将其整理、编码和归类。统计结果显示：家长希

望孩子将来从事的职业主要有党政干部、企业管

理人员、医务工作者、教师、科技人员等，对律师、

外事工作者、文艺工作者等职业选择很少，像工

人、农民、商业服务人员等行业无人问津。可见，

家长们希望孩子从事收入稳定、社会地位较高的

职业，也从侧面反映家长在子女职业定向方面有

着很高的期望，同时，也存在偏差。通过访谈发

现，父母对孩子职业的期望也受到孩子性别的影

响，希望女孩子从事教师、医务工作者居多；对男

孩子更多的希望是做党政干部、企业管理人员和

技术人员。同时，家长们也认为要按照孩子的个

人能力、喜好进行择业。家长对子女未来生存方

式的期望，本次调查采用多项选择法，让家长回

答“期望孩子以后成为怎样一个人？”调查显示：

家长们希望孩子成为尊敬父母的人、珍惜自己生

命的人、快乐生活的人、爱护家庭的人、为国尽力

的人。其中，“孝敬父母的人”的选择人次最多，

选择率为89.7%；其次是珍惜自己生命的人，选择

率为56.%。由此可见，家长们的选择与我国的传

统家庭观念、现代儿童观及社会主流文化的影响

有着一定的关联。

（三）家长育儿过程中存在的困惑

1.碎片化、情绪化的新媒体信息来源导致父

母育儿焦虑

育儿焦虑是指父母在抚养、教育子女的过程

中表现出的对其健康、安全、竞争压力等方面的

过度担忧和不安的情绪反应。关于父母教养过

程中存在的焦虑，本次调查主要从健康焦虑、教

育焦虑、安全焦虑和个人发展焦虑四个方面展

开，依据家长对问题的焦虑程度排序，统计结果

显示：健康焦虑和安全焦虑排在前两位；其次是

教育焦虑和个人发展焦虑。可见，健康和安全是

家长们育儿过程中主要焦虑来源。在“采用何种

方式解决这些焦虑”的问答中，网络途径占

62.3%；向长辈及周围人求助的占25.6%；通过书

籍查询的占10.1%；其他途径占2%。

通过网络途径求助与学习是父母育儿过程

中解决焦虑的首选，但是，求助的内容主要以健

康焦虑和教育焦虑为主。在网络新媒体的选择

上，父母们倾向于通过微信公众号、手机APP来

学习育儿有关的知识，遇到问题时倾向于通过网

络搜索问答来解决。新媒体的应用，一方面让科

学的教养理论和思想通过解读、加工、凝练的方

式传递给家长，让家长的育儿工作变得更加精细

化，一定程度上帮助家长有针对性且高效地学习

育儿知识，解决了育儿过程中遇到的一些困惑，

为家长树立科学的育儿理念产生了积极影响；另

一方面，新媒体信息传播过程中存在的“碎片

化”、“弱信息，强情绪”特点，使得许多缺乏健康

知识、教育理论储备的家长，容易被媒体鼓吹的

理念所迷惑，当他们接收到不同的信息意见时，

必然引起无所适从的焦虑。在访谈过程中，家长

们普遍反映“越学越迷糊”，“越迷糊越焦虑”。此

外，媒体关于“食品安全”、“医疗安全”、“人身安

全”等社会事件的报道，在某种程度上加大了家

长们对孩子安全的焦虑。

2.育儿理念中知与行的不统一导致的困惑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父母的育儿模式从过

去的“温饱粗放型”向现在的“健康知识技能型”

过渡，家长们的育儿理念也在悄然发生变化，“科

学化”、“精细化”育儿已逐渐成为主流，父母尽力

花费更多的时间、精力来陪伴和指导孩子，保证

孩子能够健康成长。为了应对高涨的育儿费用，

城区家长们需要赚钱工作，陪伴孩子的时间减

少，使得父母对孩子怀有一定的愧疚感。调查显

示：78.2%的父母双方需要上班工作；仅有22.8%

的父母中有一方在家带孩子。在“认为自己是一

个好母亲或父亲”的同意与否选项中，62.3%的家

长认为“大部分同意”；28.5%家长选择了“同意与

不同意相等”；7.4%的家长认为“完全同意”；1.8%

的认为“大部分不同意”；“完全不同意”统计结果

为零。结合访谈发现，大部分家长认为自己仅仅

是一名合格的父母，在孩子物质的满足上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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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父母”要求，但是，在孩子的教养方面做的不

够。家长们认可孩子是“独立的个体，有自己的

个性特点”。但是，当看到别人家的孩子学画画、

学识字时，也容易跟风、盲从，担心孩子“输在起

跑线上”；意识到要培养孩子的生活自理能力，但

是，在生活实践中容易包办替代，如，孩子吃饭、

穿脱衣服等生活习惯的培养，往往做不到知行合

一。另外，科学的育儿观已深入家长育儿行为

中，家长能够做到科学喂养，但是，在面对各种传

统陋习时，却不自觉的遵循，如，给婴儿“放头”、

“包包被”等行为依然存在。

总之，在应然层面上，雅安城区的家长对育

儿观念有着正确的认识，但是，在实然层面上却

存在行为落后于理念的现象，这种知行不一导致

很多家长在育儿过程中感到困惑，甚而在某些方

面陷入自责、否定自己。

四、思考与建议

（一）雅安市0-3岁婴幼儿家长育儿观念现状

的思考和建议

1.家长科学的儿童发展观正初步形成，但缺

乏全面的认识

传统的儿童观是建立在满足家长意愿的基

础上形成的，其核心是“家长本位”；科学的儿童

观是在对儿童本质特点的全面认识基础上，坚持

“儿童本位”原则，遵循儿童身心发展规律，以促

进儿童身心健康发展为宗旨。调查显示：雅安市

城区接近八成的家长认为“孩子是独特的个体，

有着独立的个性”，应“根据孩子的兴趣和个性特

点进行教育”，说明大多数家长有着科学的儿童

观和发展观。但是，在“孩子是遗传与教育相互

作用的结果”调查中，有三成多的家长片面地认

为是“后天教育的结果”，还有少部分家长认为

“是先天遗传，不可逆转”，可见，家长们对科学儿

童发展的理解和认识处于形成阶段，存在认识上

的片面性。为此，需提高或改善家长的儿童观，

让其树立科学的儿童发展观。科学儿童观的建

立需家长认识或认同以下几点：第一，儿童不是

缩小版的成人，更不是一张白板，是一个具有巨

大发展潜能的独立个体；第二，儿童发展是遗传

与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对儿童的教育要遵循其

身心发展特点和规律，做到因材施教；第三，儿童

是一个有着主观能动性的社会个体，其发展是在

社会化过程中通过积极能动的方式与他人、与环

境互动的结果。

2.传统的“家长制”逐渐消失，平等的亲子观

逐渐占主导

“亲子平等”是亲子观的重要理念，是科学家

庭教育观的前提条件。传统的“家长制”认为孩

子是父母生命的延续，孩子教育目标的设定是以

实现家长的意愿为主，强调家长在教育过程中的

权威性，孩子最终成为父母意愿的替代者和体现

者。调查显示：接近九成的家长认为“孩子和大

人之间是平等”的关系，并认为“应该适当听取孩

子的想法，满足其合理要求”。可见，家长有着平

等、民主的亲子观，但是，接近三成多的家长部分

赞成“养育子女是为了防老、实现自己未完成的

理想”；接近五成的家长部分同意“当家长错怪孩

子时对其说对不起”，这从侧面反映传统的“家长

制”观念还依然存在，仍然需要改善。家长要形

成和构建平等的亲子观，须从三个方面展开：首

先，平等亲子观必须建立在家长和儿童彼此尊重

的基础之上，儿童要尊重家长，同样父母也尊重

自己的孩子，尊重孩子的权利、孩子的人格、孩子

的意愿；其次，家长和儿童彼此了解、相互沟通是

平等亲子观的前提条件。在生活中，以“朋友”的

身份进行交流，有助于彼此间增进情感、加深了

解；再次，承认儿童是一个独立的社会成员，是

平等亲子观的集中体现。只有承认孩子不是父

母的缩影、不是父母意愿的反映者、不是父母希

望或梦想的实现者，而是一个有着自己身心发展

特点和规律的、独立于父母的独立个体，才能真

正表明平等亲子观的形成。

3.科学的早期教育观正在全面形成，但在成

才期望上有待商榷

早期教育观是家庭教育观的重要组成部

分，对家庭教育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科学的

教育观应该在遵循因材施教原则基础上设置

体现“以儿童为本”的教育目标、内容和方法。

调查显示：家长认识到早期教育对孩子发展的

重要性，重视孩子语言、品德行为和审美情感

的教育，希望孩子成为“珍惜自己生命的人、快

乐生活的人、爱护家庭的人、为国尽力的人”，

体现了“以儿童发展为本”的教育理念，教育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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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符合婴幼儿发展的特点及规律，教育方式上

能够做到严中有爱、严爱结合。调查发现家长

存在着较高的教育期望，九成多的家长希望孩

子的文化程度达到本科及以上。而杨伊生等

人的研究发现，子女对自己职业的期望明显要

低于父母的期望，同时，由于家长的观念和认

识水平的限制，对子女职业期望视野较窄，对

新型职业选择少，在职业定向方面“求稳”的心

理较为严重［8］。家长对孩子有着较高的期望，

本无可厚非，但是，过高期望会导致家长忽视

孩子的兴趣和个性特点，偏离“以儿童为本”的

教育初衷。科学的教育观是科学育儿观形成

的关键要素，要树立科学的早期教育观，家长

须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第一，承认儿童的个

体差异，认识到教育并非万能，认识到儿童的

发展是先天与后天的交互作用的结果；第二，

对孩子的教育应该遵循其身心发展特点进行

因材施教；第三，承认教育对孩子的发展是有

效的，重视孩子全面发展，否认教育无用论。

（二）缓解0-3岁婴幼儿家长育儿困惑的建议

1.构建以社区为主导的婴幼儿早期教育指导

服务体系

整合社区内卫生、儿保、妇联等部门的人力

资源，联合教育机构，共同组成早期家庭教育

指导师团队，及时获取0-3岁婴幼儿信息，有序

的开展咨询、讲座、上门服务、跟踪指导及组织

亲子活动等，形成全方位、一体化的家庭早期

教育指导服务模式，不仅引导家长形成科学的

育儿观，提升父母的育儿素养，同时，也确保科

学育儿落到实处，提高早期教育质量。构建以

社区为主导的早期教育指导服务体系，必须在

政府部门的领导和统筹下，以普惠性和公益性

为宗旨，采用多种途径来实施。首先，逐步建

立“早教入户”服务体系。由专业的早期家庭

教育指导师定期上门入户对社区内0-3岁婴幼

儿家长提供哺育、喂养、保健及教育等方面的

指导，了解家长在育儿过程中面临的困惑，提

供科学、合理的解答，同时，做好相关的跟踪资

料记录，以备总结、评估和研究，为以后进行有

针对性的指导提供经验和依据；其次，建立社

区网站育儿板块，微信公众号，微信群等，普及

优生、优育、优教知识。在网站和微信公众号

上进行系统的家庭教育的宣传和指导，微信

群、QQ 群提供即时的、灵活的答疑和交流，相

比家长学校、专题讲座等线下模式，线上的互

动模式更加的便利、灵活，能够利用家长碎片

化的时间进行指导和交流，具有可操性；再次，

社区利用节假日组织开展婴幼儿父母亲子活

动，既可增加社区家庭教育指导人员与家长们

面对面的互动和交流，也可进行科学育儿理念

的宣传。

2.引导和规范新媒体传播，宣传科学的育儿

理念

新媒体已是家长获取育儿知识的主渠道，在

育儿知识的普及和推广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同时，由于其自身的情绪化特点，造成了家长育

儿理念上的混乱，让缺乏自信的父母容易形成焦

虑情绪。面对新媒体各种良莠不齐的育儿知识

宣传，需要政府动用行政的手段加以规范和引

导，以示正听。首先，在育儿知识的传播上，应该

以教育科学和健康知识为主，需要婴幼儿教育的

专家不能只专注于学术的研究，也应该参与到大

众育儿知识的宣传和普及中来。增加媒体的自

我监督和社会监督，新媒体应以公共利益为出发

点，规范自身的传播行为。同时，监管部门也要

提高相关媒体的准入资格，避免传播不良信息；

其次，增强新媒体对危机事件的正确舆论导向，

消除谣言传播产生的负面影响。在婴幼儿公共

安全问题、“儿童侵权”等事件的报道中，应该保

持客观、中立的态度；再次，应传播严谨的、科学

的、健康的教育思想，避免包裹着科学和知识外

壳的虚假的、片面解读信息的传播。

3.鼓励幼儿园组织开展亲职教育活动

亲职教育，是对父母实施的教育，其目的是

改变和加强父母的教育观念，使父母获得抚养、

养育孩子的知识和技能［9］1216。亲职教育要求父母

采取以孩子为中心的立场，从孩子的需求对其进

行管教，重视亲情的交融，采用鼓励与引导的方

式，强调民主的态度，运用多种角色促进父母与

子女之间的沟通。国外各种研究发现，亲职教育

能够帮助父母习得有效的教养知识，增进亲子关

系，增加父母自我尊重，扮演好父母角色［10—11］。

幼儿园是开展亲职教育的主渠道，在组织开展亲

职教育方面有着天然的优势，可利用家长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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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开放日、亲子活动等形式开展亲职活动。亲职

教育目前只有在少数一线城市作为试点正在推

行，其他地方还未试行，这需要地方政府出台相

应的政策法规，给予一定的财政支持，以公办园

作为试点，总结经验和成效，以点带面逐步推行，

构建当地的亲职教育体系，为父母科学育儿提供

有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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