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婴幼儿亲子课程有效教学的影响因素
——基于扎根理论的质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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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亲子课程是婴幼儿接受教育的重要途径之一。运用扎根理论对早教机构教师、家长、校长等人的访谈数据分析后，发现：

教师（课堂教学素养、教师沟通指导、教师工作投入、教师个人特质）、家庭（家庭教养观念与行为、家庭参与度、幼儿情绪体验）、

班级与课堂（班级稳定性、课堂氛围）和早教机构（教室物理环境、管理层的重视）四大维度的11个范畴影响了婴幼儿亲子课程

的有效性。得出重视班级稳定性，强化早教机构班级管理；提升教师专业性，规范准入门槛与职后培训；关注家长的差异，推进

婴幼儿家庭教育指导工作的结论与教育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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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tial Factors of Effective Teaching in Parent Participation Class for
Infants and Young Children

—A Qualitative Study Based on Grounded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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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arent participation class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ways for infants and young children to receive education.Based on the
Grounded Theory and the interview data of teachers，parents and principals in early education centers，this study found that 11 catego⁃
ries of four dimensions affected the effectiveness of teaching in parent participation class for infants and young children and constructed
the structural model: teacher（classroom teaching literacy，communication and guidance，work engagement，personal characteristics），

family（family education concept and behavior，family classroom participation，children’s emotional experience），class（class stabili⁃
ty，classroom climate），and early education center（physical environment，teaching supervision）. It is concluded these pedagogical im⁃
plications that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class stability and class management of early education institutions should be strengthened，
the professionalism of teachers should be enhanced and the entry threshold and post-service training should be standardized，and the
differences of parents should be concerned and the infant and young children family education guidance work should be promo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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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

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

纲要（2010-2020 年）》明确指出“重视 0 至 3 岁

婴幼儿教育”。2012年，教育部办公厅发布《关

于开展0-3岁婴幼儿早期教育试点工作有关事

项的通知》，开启了0-3岁婴幼儿早期教育试点

工作的探索。2019 年，国家专门发布《国务院

办公厅关于促进３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

展的指导意见》，进一步推进我国早期教育的

发展。可见，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

婴幼儿的教育。

亲子课程是婴幼儿接受教育的重要途径之

一［1］。研究表明，父母与婴幼儿直接参与的活动

可能是促进婴幼儿发展的最优选择［2］。世界学前

教育组织（OMEP）的调查结果显示，有近50％的

国家针对婴幼儿设置了国家项目或课程［3］。我国

的亲子教育课程还处于自由发展状态，并未制定

统一的课程标准。尤其在课堂教学方面，暴露出

诸多问题。具体表现为，课堂教学形式化突出［4］、

师幼互动水平低［5］、对家长教育指导效果不佳［6］

等，并未达到有效教学的效果。

目前对有效教学影响因素的探讨主要从教

师、学生、学校三大维度展开。具体而言，教师

维度包括教师的教学理念、专业知识、素质修

养、教学效能感、教学责任意识与工作投入等［7］；

学生维度主要包括学习者的学习投入、配合与

支持［8］；学校的影响因素包括学校的重视与支

持［9］。由于教学本身是一个多维度、高度个性化

的复杂过程［10］，学界暂未就有效教学影响因素

形成定论。少数研究者提出课堂氛围亦影响到

有效教学，例如，西方学者认为轻松有趣的课堂

氛围有助于学习者参与课堂、配合教师［11］，而受

东亚文化影响的学者则认为有秩序、纪律好的

课堂氛围有助于教师清晰地讲授［12］。在婴幼儿

亲子课程教学研究方面，更多聚焦于课程存在

的问题，而对问题背后的影响因素及各因素间

的作用机制很少提及。

综上所述，有必要从有效教学的角度探讨影

响婴幼儿亲子课程的因素，挖掘各因素之间的作

用机制，有针对性地提出提升亲子课程教学有效

性的策略。以期引起相关人士对0-3岁婴幼儿亲

子课程的重视，为国家今后出台早期教育课程标

准提供参考依据。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对象

采取目的抽样，选择某早教机构的1名校长、

6名教师和5位家长，共12人作为访谈对象。早

教机构工作人员的工作经验从一年到八年不等，

覆盖从新手教师到认证教师群体；5名家长均有

超过一年的婴幼儿亲子课程参与经历，对亲子课

程的教学环节、教学内容、教学策略有较深入的

体验和认识，具体情况见表1。
表 1 访谈对象信息表

教师
代码

T1

T2

T3

T4

T5

T6

T7

性别

女

女

女

女

女

女

女

学历

本科

本科

本科

本科

本科

本科

专科

工作
年限

4.5年

1年

3年

7年

5年

5年

8年

家长
代码

P1

P2

P3

P4

P5

性别

女

女

男

男

男

幼儿
年龄

22个月

24个月

16个月

21个月

8个月

（二）访谈提纲设计

根 据 卡 斯 蒂 略 - 蒙 托 亚（Castillo- Mon-

toya）［13］的“访谈提纲修订框架”进行过两轮修

改，以确保访谈问题能够有效获得与研究问题

相关的答案，并确保用语措辞口语化，以减少

被访谈者的紧张感。具体内容如下：（1）您认

为什么样的课堂达到了有效教学的标准？（2）

您觉得影响教学有效性的因素有哪些？（3）您

觉得这些因素是如何产生作用的，可以举例说

明。（4）您运用了哪些方法确保亲子课程教学

的有效性？

（三）数据收集

在研究对象签署了知情同意书后，对被访者

展开深度访谈。考虑环境安静、方便录音等因

素，访谈地点由被访者确定。最终，9位被访谈者

在早教机构内完成访谈，2位教师在其家中完成

访谈，1位家长在咖啡厅完成访谈。每位被访者

的访谈时间从15分钟到50分钟不等。根据访谈

的录音及笔记，整理出访谈文字资料共4万余字，

然后对资料进行整理和数据编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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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数据分析

本研究使用三轮编码，形成概念并建立联系，

最终构成影响因素模型。开放性编码（一级编码）

将收集到的文字资料加以分解，解释文字描述的

现象，并将现象初步概念化。主轴编码（二级编

码），将初步概念化的概念合并与抽象，形成范

畴。选择性编码（三级编码）不断发掘各范畴之间

的关系，并以“故事线”的方式将各范畴之间的逻

辑关系表现出来，形成简洁的框架模型。在此过

程中，研究人员始终忠于原始资料，识别核心概

念，挖掘资料范畴，保持高度的理论敏感度。

三、婴幼儿亲子课程教学有效性的影响

因素模型建构

（一）开放性编码

开放性编码是对原始文字资料进行拆解与

筛选，剔除与研究问题无关的语句后，逐句进行

分析编码，初步概念化的过程。在该编码过程

中，共形成了151个初步概念。编码过程（部分）

如表2所示。

表2 开放式编码过程（部分）

原始资料

如果说（教师）控场能力不太好（a1），比如说上课的时候有其他小朋友在旁边吵闹啊

（a2），然后家长或者是小朋友的体验可能就会没那么好（a3）……

比如说他的笑脸或者是他的表情（a4），然后肢体动作（a5），对，他的语言可以吸引到

小朋友（a6），然后吸引到小朋友的视线，让他愿意去听去看……

家长可能会觉得这个老师非常非常用心，因为一节课有那么多小朋友，然后你关注

到每一个小朋友今天的表现，我就觉得这个老师首先他是用心了（a7）……

老师要非常热情，老师自身的热情感染了家长(a8)，然后让家长参与（a9）……

然后是教师本身对课堂专业知识的掌握程度（a10），是否能让家长更好地接受

（a11）……

初步概念

a1 控场能力

a2 课堂不要吵闹

a3 家长/幼儿的体验好

a4 教师面部表情

a5 教师肢体动作

a6 教师语言吸引

a7 教师用心关注

a8 教师热情感染

a9 家长参与

a10专业知识

a11 教学易于被接受

……

（二）主轴编码

主轴编码将形成的范畴进行关联，找寻彼此

之间的联系，在分组归纳基础上发展出主范畴。

该阶段对开放性编码得到的教师沟通指导、课堂

教学素养、教师个人特质、教师工作投入、家庭教

养观念与行为、家庭参与度、幼儿情感体验、课堂

氛围、班级稳定性、教师物理环境、管理层重视11

个范畴进行研究，梳理彼此之间的逻辑关系并建

立联结。通过主轴编码，本阶段共得到4个主范

畴：教师维度、家庭维度、班级与课堂维度、早教

机构维度。详情见表3。

表3 主轴编码结果

初始概念

专业知识、控场能力、临场解决问题、动作示范、语言吸引、语言准确清晰

发出邀请、持续引导、邀请方式、眼神沟通、手势沟通、有效沟通、建立亲密关系

持续学习、课后反思、热情感染、教师情感投入、不应付教学、用心教学、非流程式
教学、课前准备充分、提前了解儿童喜好

亲和力、感染力、表现力、有张力、自信、身体素质

家长不呵斥幼儿、亲子陪伴、早教意识、父母与孩子沟通方式、父母引导方式

家长配合、家长专注课堂、家长情绪饱满、家长不被工作影响、家长放下杂念

幼儿欢乐、幼儿觉得好玩、玩得开心、幼儿的笑脸、幼儿体验好

有温度的课堂、温暖的课堂、有秩序感、纪律性、有趣的课堂、家长间相互沟通学习

建立稳定的班级、固定的班级教师、家庭陪伴者变更

教室环境通风、教室环境舒适、不闷热、安全

管理层对教师的保护与鼓励、督导听课

范畴

课堂教学素养

教师沟通指导

教师工作投入

教师个人特质

家庭教养观念与行为

家庭参与度

幼儿情绪体验

课堂氛围

班级稳定性

教室物理环境

管理层的重视

主范畴

教师维度

家庭维度

班级与课堂维度

早教机构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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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选择性编码

通过对前期研究数据的整理与再分析，笔者

确定“影响婴幼儿亲子课程教学有效性的因素”

为核心范畴，并将范畴与主范畴间的从属关系，

范畴与范畴、主范畴与主范畴之间的并列、因果

等逻辑关系加以验证。

围绕核心范畴，发现影响早教亲子课程教学

有效性的因素包括来自教师、家庭、班级与课堂

以及早教机构四个维度的11个范畴。教师维度

包括课堂教学素养、教师沟通指导、教师工作投

入、教师个人特质；家庭维度包括家长的家庭教

养观念与行为、家庭参与度，幼儿情绪体验；早教

机构维度包括教室物理环境与管理层的重视；教

师、家庭、早教机构三大维度共同作用于班级与

课堂维度，影响着班级稳定与课堂氛围，从而影

响亲子课堂的有效教学，具体影响因素模型如图

1所示。

课堂教学素养
教师沟通指导
教师工作投入
教师个人特质

图1 早教机构亲子课程有效教学影响因素理论模型

（四）理论饱和度验证

本阶段将预留的1份访谈原始资料带入到理

论模型进行验证。结果发现，已有的范畴与主范

畴能囊括该份原始资料中所有范畴，并未发现新

概念。表明通过扎根理论得到的“婴幼儿亲子课

程教学有效性的影响因素”各范畴发展完善，理

论上达到了饱和。

四、讨论

（一）教师维度

教师是影响亲子课堂教学有效性的重要因

素，主要包括课堂教学素养、教师沟通指导、教

师工作投入与教师个人特质四方面。前人研

究普遍证实课堂教学素养包括教学管理能力、

专业知识储备、教学操作能力等［7-9］，本研究将

重点讨论教师沟通指导、工作投入与个人特质

三大影响因素。在亲子课程中，教师的沟通指

导既有针对家长的家庭育儿指导，也有针对婴

幼儿的直接互动交流，比普通学校场域中教师

沟通指导的内涵更为丰富。该影响因素在前

人研究中也得到了印证，例如，有研究发现教

师与学生良好的人际沟通有助于构建温暖的

课堂氛围从而促进有效教学［14］；教师与家长的

沟通能够增加学生的学习参与度［15］，提高学生

的学业水平。本研究还发现，教师的沟通与指

导水平参差不齐。利用课前、课中、课后的时

间与家长进行沟通已被全体教师认可，但也有

家长指出，教师的沟通指导不足以令人满意。

这可能与早教机构教师普遍年轻化，多数并非

是学前教育专业出身，缺乏对婴幼儿身心发展

的认识，入职后经过短暂培训上岗，容易形成

“套路”式的沟通方式有关。

教师工作投入是教师自愿在教学中投入的

时间与精力，高工作投入的教师将教学作为自

己事业的追求与获得快乐的源泉，能体验教学

带来的幸福与成就感。本研究发现，工作投入

不仅表现在提前备课、分析幼儿、坚持学习、专

注于教学等行为方面，还体现在情感方面。例

如有教师认为教学不应是“走环节”，而是“走

心”地投入情感，也有家长期望老师以饱满的情

绪感染学习者。

教师的个人特质是制约有效教学的因素之

一。本研究中的个人特质既包括心理上相对稳

定的人格特质，也包括生理上的身体素质。从心

理角度看，以往研究发现教师的亲和力、感染

力［16］构成有效教学的影响因素，这些特质有助于

营造积极的课堂氛围，使学生更容易专注于课

堂，学习效率更高。从生理角度看，本研究发现

教师的身体素质也是影响因素之一。有教师提

及“体能不足”“嗓子不适”等不佳的身体状态会

直接影响到课程质量。婴幼儿亲子课程不仅采

用讲授法教学，还强调动作示范，特别在婴幼儿

体能发展课程中，需要教师做好教具的搬运与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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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的运动保护。若无良好体能的支撑，课程难

以顺利开展，甚至可能出现因运动保护不当而导

致的安全隐患。

（二）家庭维度

家庭成员作为亲子课堂的重要参与主体，是

有效教学得以实现的主要影响因素。首先，家庭

教养观念与教养行为是家长所持有的儿童观、早

教观以及在各种观念驱动下所采取的教养行为，

该因素多次被教师提及。例如，有教师强调家长

要有引导自己孩子的意识，要“鼓励幼儿参与课

程”。家庭的教养观念与行为虽属于家庭教育范

畴，但会间接影响亲子课堂教学。其次，家庭参

与度也多次被提及。以往对学习者参与度的研

究基于学校场域，发现学生的投入、配合与支持

是影响有效教学的重要因素［17］，教师只有在学生

的配合、支持下才能形成良好的教学互动，减少

因学生不配合带来的低教学效能感，研究亦印证

了此观点。不同的是，本研究强调家长与幼儿的

共同参与，被访谈者认为家长需在课程中“全身

心投入”“排除工作影响”，实现“亲子陪伴”，才能

保证幼儿全身心参与活动，与教师形成有效的课

堂互动。

幼儿情绪体验也是值得被关注。被访谈者

认为“孩子的笑脸就是这节课最好的标准”，但

以往的研究并未将其作为影响因素单独提出。

这可能由于前人研究多在义务教育或高等教育

阶段，教师更加重视学习者知识的增长与能力

的发展。亲子课程更加重视婴幼儿的情绪体

验，加之早教课程受到商业利益的驱动，需在普

通教学基础上迎合家长的需求，关注幼儿的体

验感。

（三）班级与课堂维度

班级稳定性与课堂氛围均影响到亲子课程

有效教学。班级稳定性指由固定家庭成员陪伴

婴幼儿，在固定时间参与亲子课程，拥有固定的

老师及同学。已有研究并未发现“班级稳定性”

构成影响教学有效性的因素，这可能与班级授

课制极大程度上保证了成员的稳定有关。但在

早教机构中，每个家庭仅有“相对”固定班级，家

长可因婴幼儿生病、临时有事、对教学不满意等

原因提出调整班级。家长被赋予了更多选择时

间、教师和班级的权利，故而难以形成稳定的班

级组织。除以上情况外，还存在婴幼儿陪伴者

变更导致的班级不稳定。最为典型的是隔代教

养型家庭。这类家庭在工作日多由祖父母承担

教养婴幼儿的责任，他们与婴幼儿建立了更为

牢固的依恋关系，但在亲子课程中，选择临时变

更父母为课程陪伴者，婴幼儿在较为陌生的环

境中失去了安全陪伴的祖父母，容易产生焦虑、

哭闹等情绪。

课堂氛围亦是影响有效教学的因素之一。

研究者发现，教学有效性高的教师善于创设温

暖、愉悦、有爱的课堂氛围，来保持课堂的趣味，

激发学习者的参与积极性［18］。本研究还发现，教

师与家长对课堂氛围持有不同观念。多数家长

强调课堂“纪律要好”，而教师则认为应“支持幼

儿探索”“尝试用多种方法吸引幼儿注意”，以管

理课堂纪律。家长所持的纪律理念受到自身受

教育经历的影响，认为有效的教学应基于安静的

课堂环境，而教师多从婴幼儿的身心发展特点出

发，分析其注意力和学习特点，认为早教课堂中

的纪律管理不应像中小学一样严格，可在不影响

他人的情况下允许幼儿自由探索。虽然，教师与

家长均认为课堂氛围作用于亲子课程的教学有

效性，但实际上，课堂氛围观念的差异却影响着

教师与家长对有效教学的评判标准。

（四）早教机构维度

教室的物理环境与管理层的重视亦是亲子

课程有效教学的影响因素，它们保障有效教学的

实现。以往研究并未将教室物理环境作为影响

教学有效性的因素之一进行探讨，而本研究的教

学面向婴幼儿及其家长，婴幼儿身体发展迅速，

对周围物理环境的安全性与舒适度的要求比其

他年龄段更高，其养育者对物理环境也更为重

视。良好的物理环境是有效教学的基础保障，能

够让教师、家长和幼儿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课堂

教与学中，避免不舒适与不安全的因素影响课程

质量。以往研究发现学校的重视是通过构建对

有效教学重要性的认识、建立奖励有效教学的机

制［19］，达到促进有效教学的效果。本研究发现，

早教机构一方面通过创设支持教师专业发展的

氛围，促进教师全身心投入教学实践，给予教师

精神上的认可与鼓励；另一方面通过督导听课，

监控课堂教学，帮助教师客观评价教学，了解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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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课堂教学成败，从而改进有效教学行为。

五、结论与启示

教师、家庭、早教机构三大维度的影响因素

通过作用于班级与课堂维度，共同影响亲子课程

教学有效性，若要提升有效教学水平需从这四大

维度着手。

（一）重视班级稳定性，强化早教机构班级管

理工作

研究发现，“班级稳定性”作为“班级与课堂”

维度的影响因素之一，容易被教师与家长忽视。

教师在进行教学反思时容易外部归因，认为是

“家庭早教观念不正确”“家长参与度不高”“课堂

氛围不好”等导致了教学效果不好，以至于抱有

消极的观念进行沟通指导。或者部分教师容易

内部归因，认为自己的教学不具有吸引力，无法

获得教学效能感，从而影响教学效果。家长大多

则外部归因，认为教师的专业性不足以实现有效

教学。事实上，不稳定的班级组织不利于亲师建

立友好合作关系，难以形成和谐的课堂氛围，从

而制约有效教学效果的达成。因此，可以从两方

面着手，加强班级稳定性。一是在管理思路上，

反思班级组织的松散所带来的不良教学效果，摒

弃“追求开课率”的发展导向，转为“以婴幼儿发

展为本”的发展理念，关注班级稳定对课堂有效

教学的积极作用。二是从家长工作入手，发挥教

育专业优势，帮助家庭形成良好的班级观念与学

习习惯，坚持固定时间、固定班级，形成稳定的班

级组织和具有凝聚力的课堂氛围。

（二）提高教师专业性，规范教师准入门槛与

职后培训

研究发现，若教师专业化水平不高，则难以

科学地沟通指导、灵活地运用教学方法，从而影

响课堂整体氛围，制约有效教学的实现。因此，

一方面，应从国家层面提升婴幼儿教师从业准入

门槛，如设置教师资格考试制度，在一定程度上

从源头保证了教师队伍的质量。另一方面，早期

教育机构也应当对应聘者的学历背景、专业有所

甄别，从源头上严把关。

从职后培训看，目前教师的培训强调对课

程教学的程序化照搬、对教学环节的机械化模

仿，即使是非学前教育专业背景的教师亦能快

速熟悉品牌课程，上手教学，提供服务。但对于

课程如何设计，课程内容如何选择，教学方法如

何运用等涉及教育理念、教育原则的问题均没

有深入系统学习。基于以上问题，首先，在培训

内容上应补充有关婴幼儿身心发展特点的内

容，以便教师在教学中能够基于婴幼儿的行为

施加相应的引导策略。其次，增加家庭教育以

及家庭教育指导的培训内容，为家长提供专业

的教育指导，帮助家长树立科学的育儿观念、掌

握育儿知识、获得育儿能力。第三，在培训的方

式上，不应仅有入职初期以快速上手为目的的

“断崖式”培训而且应伴随着持续性、针对性的

职后培训。

（三）关注家长的差异，推进婴幼儿家庭教育

指导工作

研究发现，家长在亲子课程中表现出不同的

课堂参与度与纪律观念，部分家长存在课堂参与

度不高或持有过严纪律观念的问题，需要通过接

受家庭教育指导改善。婴幼儿亲子课程是开展

家庭教育指导的重要途径。我国家庭教育指导

服务已呈现出以政府支持为主，社会多方协同支

持的局面。其中，早教机构因其丰富的活动内

容、多样的活动形式得到了学前儿童家长的青

睐［20］。婴幼儿家长期望获得来自亲子课程教师

的家庭育儿指导，因此，有必要推进婴幼儿的家

庭教育指导工作。一是早教机构应重视发挥亲

子课程的优势，利用课前、课中、课后三大途径开

展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二是教师应摆脱浅层次、

套路式的指导，加强对家长育儿观念、早期教育

观念、婴幼儿身心发展认知等方面系统且深层次

的指导［21］。

总之，亲子课程是婴幼儿接受教育的重要途

径，其教学有效性直接影响早期教育的质量。因

此，课程参与主体、早教机构管理者及相关课程

方案研制者有必要关注亲子课程有效教学的影

响因素，积极提升亲子课程教学效果，为婴幼儿

未来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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