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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社区应急教育的质量：佑护幼儿安全之必需

郭冠群，刘晶波

（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江苏南京，210097）
摘要：应对突发公共事件、实施应急教育是社区工作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更直接关系着其辖区范围内的幼儿及其家庭。这项工

作一方面受制于公共突发事件本身的复杂性，另一方面也与应急教育实践的质量密切相关。基于文献分析与实地调研，我们

发现现有社区应急教育明显存在两个短板：其一，现实中的应急教育大多数聚焦于常见灾害的防御和逃生，很少兼顾常态保障

和应急措施两方面的教育；其二，教育对象主要是大、中、小学生，并没有将幼儿群体纳入其中。鉴于新冠病毒疫情给幼儿及家

长的生活所带来的诸多不易，研究者认为：当下我们应该尽快聚焦以社区为依托的幼儿园和幼儿家庭应急教育实践，梳理社区

应急教育的困境，从总体设计到多元路径方面为社区应急教育提供可行性策略，切实提升应急教育质量，以此佑护幼儿及其家

庭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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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Community Emergency Education：
The Necessity of Protecting Children’s Safety

GUO Guan-qun LIU Jing-bo
（College of Education Science，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Nanjing 210097，China）

Abstract: Responding to public emergencies and implementing emergency education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community work，which
is directly related to children and their families within community. On the one hand，this work is subject to the complexity of public
emergencies; on the other hand，it is also closely related to the quality of emergency education practice. Based on literature analysis
and field research，it’s found that there are two obvious shortcomings in the existing community emergency education:First，most of
the actual emergency education focuses on the prevention and escape of common disasters，but rarely gives consideration to both the
education of regular guarantee and emergency measures; Second，the educational objects are mainly college students，middle school
students and primary school students，while the young children are not included. In view of the many difficulties brought by the COV⁃
ID-19 epidemic to the lives of children and their parents，researchers believe that: In order to protect the safety of children and their
families，it’s necessary to focus on the practice of community-based kindergarten and children’s family emergency education as soon
as possible，sort out the plight of community emergency education，and provide feasible strategies for community emergency education
from the overall design to diverse paths ，and effectively enhance the quality of emergency education.
Key words:community; emergency education; children’s safety; quality improv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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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在全国迅速蔓延，使

得人们生产、生活的节奏被打乱，生命安全面临

着极大的威胁。例如，在疫情大面积爆发时，全

国上下被迫停工停学，城市交通被严格管制，广

大居民被要求居家隔离，工作、学习随之转为线

上进行。这些非常态化的安排使得很多家庭，尤

其是幼儿家庭的内部生态发生了变化。出现以

上混乱状况的原因有二：一是突发公共事件本身

的复杂性及其容易引发难以预料的不利影响；二

是应急教育的不足导致人们缺乏基本的应急常

识和技能。对一个社会而言，危机事件的突然发

生实属在所难免，真正需要考虑的问题是如何应

对、如何防范。

早在2006年，国务院发布了《国家突发公共

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分别从组织体系、运行机

制、应急保障和监督管理四个方面作出明确规

定［1］。这一预案是从国家公共安全、社会管理层

面上提出的，是各级管理部门的工作准则，并不

适用于直接指导公民。对于公民，尤其是直接经

验较少的幼儿来说，获得应急知识与技能技巧最

有效的方式是进行专门的应急教育。全面实施

应急教育是有效提高应急管理整体工作水平的

关键性环节［2］，常规化、高质量的应急教育能够在

突发公共事件中为人们的正常生活设置一道保

护网。

在国际社会上，自20世纪90年代起，相关文

件、报告和基金援助项目中就开始出现应急教育

的字眼及相关内容。21世纪以来，伴随自然灾

害、人为灾难以及突发的公共卫生事件的频繁发

生，应急教育便逐渐成为国际教育和全民教育研

究中不可缺失的领域［3］。然而，国内应急主题的

研究多存在于公共安全、社会管理学和医疗卫生

等学科领域［4-5］，这些研究大多从宏观视界讨论突

发公共事件下社会、政府的应急体系与应急预

案，很少讨论应急教育的规划与实施。仅有的少

量研究也大都指向大学生和中小学生［6-7］，忽视了

对其他群体的关注，尤其是针对幼儿群体。在实

践层面上，现有的应急教育多出现在学校或家庭

中，其重视程度与实施效果并不如人意［8-9］。在组

织层面上，社区是与家庭和学校最为接近的单

位，同时也是家庭、学校的重要依托，社区理应承

担相应的职责，发挥其强大的资源优势，展开专

项的应急教育。当前，我国社区教育主要处于实

验阶段［10］，在全国范围内已有上百个实验区，但

实验区章程中并未有关于应急教育的详细规定

与说明。综上，本文聚焦于社区应急教育质量提

升，分析当前社区应急教育现状，尝试从多个维

度为开展以社区为依托的幼儿应急教育工作提

供可行性策略。

二、社区应急教育的内涵与功能

（一）社区应急教育的内涵

我国社区教育起初被称为社会教育，起源

于清末民初的“通俗教育”和民国时期的“社会

教育”。中文里原本并没有“社区”一词，这一概

念主要是费孝通先生对英文词汇“Community”

翻译而来。不同国家所认可的社区教育概念与

内涵有所差异［11］。在我国，社区教育主要是指

在一定区域内利用各种教育资源，开展的旨在

提高社区全体成员整体素质和生活质量，服务

区域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教育活动［12］。关于

应急教育的概念内涵，至今为止各界尚未形成

较为统一的认识。国际组织倾向于理解为紧急

情况下所采取的教育、教学、学习援助及相关的

干预措施［3］；国内的相关研究与规定中所提及的

“应急教育”更侧重于安全教育，主要指紧急情

况发生前关于自救、互救，旨在提高个体生存能

力为主的教育［3］。从以上两种主要概念内涵的

陈述中不难发现，产生分歧的原因主要在于人

们对应急教育中的“急”的理解不同，对“紧急情

况”的认识存在分歧。

本文所探讨的社区应急教育则是以社区为

依托，从常态保障和应急措施两方面展开的针对

各类突发公共事件的教育，旨在降低部分人为造

成的灾害发生的比例，减轻非人为灾害中的伤

害，提高个体自救、互救与生存的能力。

（二）社区应急教育的功能

1.保障幼儿人身安全和主体权利，为终身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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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夯实基础

首先，从幼儿期的特殊性来看，处于该阶段

的个体好奇心强、探索热情高涨、社会经验少等

独特的发展特征使其极易处于危险之中。一旦

发生危险，伤害的不仅仅是幼儿个人的身心健

康，还影响着家庭和社会。因此，在各项工作的

开展中，保护儿童安全永远被放置在重要位置。

然而，这种保护不仅需要关注到人身安全，还包

括儿童权利。儿童作为能动的权利主体，有权提

升自己的权利保护意识和能力［13］。因此，针对幼

儿及其家庭开展以社区为依托的应急教育同时

也是尊重儿童权利，支持其积极参与选择与决策

的体现。其次，从个体发展的角度来看，幼儿阶

段是个体发展的关键时期，在这一阶段中，幼儿

身心发展从不确定性逐渐发展成型，其各项能

力、品性都在此阶段打下基础。由于紧急事件种

类复杂，想要完全的掌握并熟练解决具体的问题

并非一日之功，需要持续的进行有针对性的应急

教育。

幼儿教育不是对幼儿进行的教育，想要支持

幼儿的成长，就不能只对幼儿“做工”，而是需要

将与之密切相关的成人囊括进来［14］。社区作为

与家庭、幼儿园联系最为紧密的外部环境，其影

响作用可以辐射到社区内部的全体成员，包括幼

儿、家长及教师。就应急教育而言，以社区为依

托开展活动可以提高更广大居民的认识和参与

程度，同时社区教育的形式多种多样，其自身所

具备的资源优势能够为社区中的各类成员提供

多种条件和参与机会。显而易见，社区的效能是

全方位的、整体的［15］。

2.弥补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的缺陷

在我国国民教育体系中，应急教育是一个

非正式环节。学校重视程度较低，几乎没有专

门的课程与对应教材，专职的应急教师更是微

乎其微［16］。幼儿园开展的应急教育则具体存在

着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如教育的整体时间较

少；教育的内容具有偏向性，主要包括交通安

全、消防安全、玩具安全、生活安全等［17］，内容更

新较慢，一些幼儿园还在用“老拐子、大灰狼”

等，未涉及当下社会的一些新兴的安全、应急主

题；教育的方式较为单一，多为知识教授的形

式，实践训练的机会较少；教师利用的资源多为

教材、宣传手册、教育短片等，资源的丰富度较

低。受以上更方面因素的影响，幼儿在应急教

育活动中的参与机会无法得到保障，总是“浅尝

则止”，教育效果不甚理想。针对以上的一些问

题，社区可以充分发挥其资源优势［18］，改善幼儿

园应急教育现况。社区通过提供专职教师、应

急物质资源及真实的演练场地，保证幼儿在成

人甚至是家长的陪伴和帮助下参与实际演练，

如此可以大大提升教育效果。

随着“双职工”家庭比例不断上升，家长大部

分的时间和精力被工作占据，家庭教育功能弱化

的倾向愈发显著。当前，家庭应急教育主要存在

着重视程度不够、随意性大，缺乏科学性、专业

性，组织模拟能力有限等问题。如生态系统理论

所述，社区作为幼儿及其家庭生活与发展的直接

环境，一方面能够对幼儿的发展产生直接影响，

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为家庭提供支持以间接满

足幼儿的需要。一系列实证研究证实了以上的

结论，即社区提供的支持显著影响着幼儿的实际

发展水平，具体表现为由社区参与的家庭支持服

务更容易被家庭获得，且效果更好［19］。社区为家

庭提供的支持主要可以划分为三种类型，分别是

物质支持、精神支持以及信息支持［20］。物质支持

主要包括资金、物资资源、场所；精神支持主要体

现为志愿者主动地加入家庭教育，用实际行动为

社区中每个家庭提供现实的帮助。信息支持方

面，社区方便开设应急教育的专题讲座或论坛，

邀请专家讲解并示范系统的安全与应急知识和

相关技能。

3.促进终身教育体系与学习型社区的建立

1999年，《面向21教育振兴行动计划》首次

明确了社区教育与终身教育的关系，指出通过

开展社区教育工作，逐步建立和完善终身教育

体系［21］；另外，《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

划纲要（2010-2020年）》也曾明确指出，构建终

身教育体系，需要广泛开展城乡社区教育，开发

社区教育资源［22］。无论是以上所提及的文件政

策还是现有研究，社区教育均被视为构建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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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社会，完善终身教育的重要抓手［23-24］。产生这

一理解的根本原因在于，比起终身教育事业和

学习型社区的难以推进，社区教育在实践层面

上更具可操作性。

然而，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社区教育的开展

情况不尽人意。大部分居民缺乏终身学习的意

识，主动性较低。马斯洛认为，人类具有一些先

天的需求，这些需求是有层次的，越是低级的需

求就越基本。这些需要的出现一般是按照生理

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

需求的顺序［25］507-508。尽管这一顺序并不绝对，但

不难看出安全需要是最为基本的需要。因此，以

应急教育作为社区教育的切入点也符合个体发

展的内部需要，有利于促发其学习的主动性与积

极性。

三、我国社区应急教育的实践困境

立足于文献分析，在做了现状考察的基础上

发现，不少国家早已致力于探索减灾社区的模

式。如，世界卫生组织推出了“安全社区”模型，

美国则构建出了“防灾型社区”［26］；其他国家大都

也实施了“以社区为基础的灾害风险管理”相关

工作［27］。这些灾害管理的社区项目中常常会涉

及以社区为依托的应急教育。

在我国，社区应急教育的实施情况不容乐

观。据调查，我国约有46%的民众对突发事件的

应急措施了解非常有限，26.6%的人甚至根本不

了解［28］。国内虽已建立了上百个经由世卫组织

认可的“国际安全社区”，但这些“安全社区”大多

在一线城市试点，如北京、上海、香港等［29］。危险

系数较高、应急能力较低的地区并不具备申请和

建立“安全社区”的条件。由此来看，建立“国际

安全社区”并不适用于所有地区。很多研究者看

到了应急教育的迫切性和学校、家庭实施应急教

育的必要性，却忽视了以社区为依托开展教育的

价值，从而导致当前社区应急教育工作存在一些

较为突出的问题。

第一，对社区应急教育的重视程度不高，开

展相关工作的连贯性不强。提及教育，人们会认

为是学校的职责。事实上没有任何一项教育是

学校能够独立完成的，社区作为组成社会的基本

单位理应承担起社会教育的职责。然而，在《国

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

2020）》中，社区教育甚至没有被单列为一个独立

的板块展开论述。因此，目前社区教育处在无法

可依，无章可循的状态，处于教育“边缘化”的境

地。应急教育本身指向的是各类突发公共事件，

这些事件大多具有隐蔽性、突发性、低发性等特

征，使得应急教育极易被忽视，却总是在安全事

故或紧急事件发生后才开始强调具备应急意识

与技能的重要性，导致应急教育活动的实施缺乏

连贯性。

第二，应急教育的主题单一陈旧，尤其缺乏

心理健康教育。当前应急教育仍是一些常见自

然灾害或人为事故的避险与逃生。如地震、火

灾、用电安全、交通安全等，忽视了针对各类突

发公共事件的教育。当公共突发事件发生时，

公众由于缺乏基本的应急知识与技能技巧，其

心理容易受到极大的冲击和影响，从而导致恐

慌、焦虑、担忧、抑郁等负面情绪［30］。正如此次

的疫情，公民在不得不居家隔离时或多或少的

出现了焦虑、情绪波动较大的心理反应。幼儿

的心智发展还未成熟，对外界环境的变化又极

为敏感，其抗压能力也极易受到影响。成人的

压力或许还可以通过自身调节及与外界沟通得

以缓解，而幼儿的压力和焦虑则更依赖外部疏

导来减轻。

第三，社区教育工作者专业素质不高。我国

社区教育工作者队伍主要由从事社区教育工作

的专职人员、兼职人员以及部分志愿者组成［31］。

从队伍的整体构成上来看，人手匮乏且专业素质

普遍较低等问题凸显。以专职教育工作者为例，

当前专职教师的年龄结构趋于老化。一项针对

上海市社区教育专职教师队伍的调查报告显示，

40-49岁、50-59岁两个年龄段教师所占比例分别

为41%和28%，合计近70%，而20-29岁的专职教

师仅占6%［32］；学历层次方面，比起其他类型的教

师队伍（如中小学教师、职业教育教师、高等教育

教师等），社区教育专职教师队伍学历水平明显

偏低［33］；从业年限方面，由于专职教师队伍的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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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率较高，工作年限最长者也仅7-8年［32］。稳定、

专业化水平有保障的社区教育队伍才能够有效

实现基本目标。当下，社区应急教育工作人员大

多并非应急管理专业出身，很少经过系统、科学

的师资培训，从而应急教育浮于表面，实施效果

不尽人意。

第四，应急教育的对象范围较窄，仅限于青

少年群体。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伤害是世界各

国0-14岁儿童死亡的首要原因，同时也是全球范

围内的重要公共卫生问题［34］。有研究者曾对上

海市2695名0～14岁的儿童进行伤害调查，发现

伤害发生率为10.61%，并且年纪与伤害发生率成

反比［35］。很多理论与实践都曾指出幼儿对于一

些危险的存在很敏感，但有时受制于经验或能力

的限制无法更准确的预估和防护。仅凭成人一

味地保护无法有效降低伤害发生的几率，只有增

进幼儿对灾害和突发事故的认识与了解，使其具

备基础的应急技巧和能力，才能更有效地避免或

减轻因灾害或事故带来的伤害。

第五，未对幼儿家庭提供有针对性的支持。

针对幼儿的应急教育，除了要关注幼儿本身，还

需要考虑到其所依存的家庭。《教育部关于加强

家庭教育工作的指导意见》中曾提出了要加快形

成家庭教育社会支持网络，构建家庭教育社区支

持体系［36］。然而，目前社区对于幼儿家庭的支持

方式较为单一，大多是以信息性支持为主，即向

家庭科普宣传一些基本的家庭教育常识，较少针

对家长的教育技能技巧进行辅导。除此以外，社

区还应针对家中幼儿的年龄阶段、身心发展的规

律及家庭的特点提供有侧重点的指导。

第六，应急教育多流于形式化，覆盖全类型

的应急演练落实不到位［37］，居民缺少实操的机

会。社区提供的应急教育大多是宣传教育，最常

见的形式为开展专题讲座、发放宣传材料等，这

种活动形式很容易走上形式化的道路。由于缺

乏实操，居民参与性与投入度就无法得到保证，

如此只会导致越来越多的居民对社区应急教育

活动失去兴趣，而居民的消极反应又反过来挫伤

社区开展应急教育的积极性，最终只会形成一个

无止尽的恶性循环。

四、优化面向幼儿及其家庭的社区应急

教育的策略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社区应急教育仍存

在着较大差距，因此我们应在扎根本土的基础上

借鉴国外社区的成功经验。例如，在日本，社区

居民个人、团体组织及企业共同组成志愿者队

伍，创建了社区居民互救机制，旨在实现社区资

源的最大化整合；英国政府建立了公共服务一体

化网站、“社区防灾数据库”和“社区应急方案模

板”等以推广优秀的社区防灾减灾经验；澳大利

亚侧重于构建社会参与型减灾模型，通过应急管

理中心免费为居民提供防灾减灾教育材料［27］。

本文主要从总体框架部署和实际提升路径两方

面，为提升面向幼儿及其家庭的社区应急教育质

量提供可行性策略：

（一）总体架构部署

为了保障社区应急教育的实施，首要工作是

提升其在整个教育中的定位。基于我国国情，提

升重视程度最有效的途径是积极推进立法进程，

制定政策、法律法规，利用法律的权威性、强制性

保障相关工作的运行［38］。在社区教育的相关政

策中，目前正在积极推动形成“由党委领导、政府

统筹、教育部门主管、相关部门配合、社会积极支

持、社区自主活动、市场有效介入、群众广泛参

与”的社区教育协同治理的体制［39］。关于社区应

急教育，理应建立起将公共安全与危机意识落到

实处的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以确保层层工作得

以顺利开展。

其次，完善社区应急教育的内容设计，组织

形式多样的教育活动。从安全保障层面上来讲，

社区作为幼儿时常活动的场所，理应确保其安

全，应当重视在社区内设置专门的儿童活动区

域，同时确保这些活动区域的安全。从实施应急

教育的角度来讲，在开展具体的专项活动之前，

社区应当营造一个良好的应急教育的氛围。具

体可以利用社区中的一些宣传媒介，如报刊栏、

小区广播、物业公众号等，宣传普及有关幼儿应

急教育的相关资讯，使得优化后的社区环境为后

续开展应急教育系列活动起到良好的铺垫与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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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作用。在设计教育主题时，应加强关于突发公

共事件的教育，帮助幼儿及成人了解突发公共事

件的全貌，掌握基本的应急技能技巧，并组织面

向幼儿及其家庭的自救、互救应急救援演习等。

此外，应急教育还需关注到居民在公共事件突发

时容易产生的显在或潜在的情绪、心理问题，以

便有针对性地为其疏解负面情绪进行指导。

再次，优化社区应急教育的人员配置，建设

高水平的专职教师队伍。社区师资队伍的专业

程度直接影响着社区教育事业的发展。由于社

区教育专制教师队伍专业力量薄弱，社区教育专

业知识体系和教育途径匮乏，专业伦理和专业技

能考核标准的统一性缺失以及专业特许保护措

施缺位等因素的限制［33］，社区教育专职教师队伍

的建设任重道远。因而，为了提升社区教师队伍

的专业水平，理应从上述四个方面入手。第一，

鼓励专职教师自主学习；第二，提供学习机会与

资源；第三，建立专业知识体系，提升教师专业实

践技能；第四，保障专职教师的专业地位。

最后，积极开发社区教育资源路径，合理配

置相关资源以服务于幼儿群体。社区教育资源

具体为，社区内被用于开展社区教育的一切物

力、人力、财力等有形资源和制度、文化、政策等

无形资源的总和［27］。社区教育资源具有内容丰

富、形式多样、使用灵活等特点。为了更丰富应

急教育的活动形式，可以创设幼儿安全活动区

角，并根据社区的实际情况设计相应的活动区，

有条件的可以开放尽可能形式多样的活动区

室。如，安全视频观看区、情景模拟区、实战演练

区、家庭互动区等。除此以外，社区可利用相关

机构的资源支持幼儿进行角色体验［40］，如社区中

的消防队、公安局、医院等，让幼儿能够亲身体验

这些与安全与危险直接相关的职业。具体可以

采取设立安全教育基地的方式。比如，在消防

队，幼儿可以参观消防队中的车辆、器材和设备

等，并在消防员的讲解下实际操作一些简单的器

材。在这一过程中，幼儿既可以得到一定的消防

知识，也可以习得基本的防护操作，远比坐在椅

子上单纯地观看消防视频生动高效的多。又比

如，参观医院的一些科室，邀请医生来为幼儿科

普一些有趣的卫生常识和急救知识。一方面可

以让幼儿在一种更真实的环境中学习到危险和

病害就在身边，从而丰富安全卫生常识，提高自

我保护意识；另一方面又可以通过近距离观察医

生的工作，体会其工作的辛苦和付出，从而缓和

对医院、医生以及疾病的抵触和恐惧情绪。

（二）实际提升路径

社区作为一个社会生活共同体，应当主动地

营造出全民学习的氛围，统筹协调区域内的工

作，促进各部分的联动，充分发挥不同群体与组

织的功能，逐步形成行之有效的社区教育网络。

本文主要尝试为开展幼儿应急教育工作提供策

略，因此，具体提升路径也主要从幼儿教育的两

大主体出发：

1.针对幼儿园的支持与辅助工作

社区与幼儿园共同努力，建立有效的教育互

通与应对机制。从生态系统理论的角度来看，幼

儿园与社区是幼儿生态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

分。无论是幼儿园还是社区，又或是幼儿园与社

区之间的关系都会对儿童的发展产生极大的影

响。为了提供优质的应急教育，社区应该密切关

注幼儿园的实际需求，幼儿园也应积极关注社区

动向，开放地依靠社区，积极主动将社区资源有

效整合在活动中。幼儿园与社区双方以促进儿

童发展为共同目标，构建科学、有效的教育互通

与应对机制，有利于幼儿园与社区相互促进，共

同发展，加速构建学习型社会的进程。

社区向幼儿园开放社区资源，与幼儿园共同

开展专题活动。整合社区资源并将其融入幼儿

园活动中是当前的重要趋势。社区资源主要可

以划分为物质资源、人力资源和文化资源。这三

者的划分实际上是相对的，彼此也存在相互渗透

和交叉的情况［41］。针对应急教育而言，社区物质

资源主要有物质设施与服务机构，如消防队、警

察局、医院、超市等。幼儿园可以与社区联合开

展实地的应急演练，进行沉浸式学习；人力资源

主要指社区成员中具有某种专业知识技能、独特

经历与兴趣爱好并提供相关经验的个人或组

织。如，消防队员可以进园给幼儿传授消防自救

常识；幼儿园可以邀请行业专家入园讲座并为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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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园的防灾教育课程提供建设意见；文化资源则

是以物质和精神形态表现出来的资源，在应急教

育中体现为社区在日常生活中努力打造和渲染

出来的安全教育的社区氛围。

2.针对幼儿家庭的服务与指导工作

家庭教育的社区支持，主要指社区旨在保

护、教育孩子以及为孩子的成长创造适宜的家庭

教育环境，因而为家庭教育活动提供的服务和指

导［20］。当然，在对家庭提供支持的过程中，我们

不仅需要为幼儿提供直接支持，同时也需要关注

到成人的学习。只有大人成长了，孩子才能实现

更完整更稳定的发展。具体如何提供支持，社区

可以参考以下的建议：

第一，建立有效支持家庭的社区管理体系。

我国社区发展历史较短，缺乏一定的经验积累。

社区相关机制的建构等同于居委会或家委会，职

能也主要沿用传统的调解邻里纠纷、计划生育、

卫生管理等［42］，科学、系统的应急管理经验尚且

留有空白。家庭作为社区的基本组成单位，社区

如果能够建立起有效支持家庭的管理体系，既可

以提高社区整体的安全与应急管理水平，又可以

改善家庭的应急教育现状。需要强调的是，在管

理人员中应当有家长的参与，即由家长共同推举

代表作为家庭与社区沟通的“传声筒”，让社区能

够听到家长们的声音和需求。只有这样，才能在

一定程度上确保社区可以有针对性地解决家庭

中的“真问题”。

第二，针对幼儿与家长采取形式多样的应

急教育指导。由于家庭结构、居住方式等因素

的制约，家庭与家庭之间的交流减少。因此，社

区可以借助形式多样的应急教育指导支持家庭

中的教育活动，促进家庭之间的友好交往，进而

形成稳固的教育关系网络。其一，根据子女的

不同年龄阶段与性格特点安排有针对性的课

程。例如，针对小班年龄阶段的幼儿，家长可以

帮助其理解一些基本常识；大班年龄阶段的幼

儿，家长可以培养其基本的防范和自救技巧。

其二，根据不同类型的家庭进行指导。如针对

主干家庭而言，如何统一家庭内部的应急教育

理念，减少内部冲突，可以专门面向祖父母开设

一些课程。再如特殊家庭，即拥有特殊儿童的

家庭或父母为残障人士的家庭，社区需要给予

更多的关心和帮助。其三，社区可建立家庭咨

询服务中心。咨询人员可以引进一些专家力

量，也可号召社区中教育经验丰富的家长；另

外，有条件的情况下可以附设心理咨询室。家

长面临着工作与教育子女的双重压力，幼儿的

安全问题又时常是家长心中紧绷的一根弦，为

了让家长更好的享受家庭生活，适当的心理咨

询可以帮助其排解部分负面情绪和压力。

任何一个精致的设计和完善的路径都要经

过反复的推敲与演练，考核与评估是其中极为重

要的环节。为实现常规化、高质量的社区应急教

育除了需要在以上几方面下功夫，还须尽快拟定

并落实专项考核制度与评价标准。综上所述，提

升以社区为依托的应急教育的质量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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