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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教育卷入对幼儿掌握动机的影响：城乡的调节作用

谢婉琳，林洵怡

（福建师范大学教育学院，福建福州 350117）

摘要：为了了解幼儿掌握动机与家长教育卷入之间的关系，以及城乡的调节作用，笔者采用分层随机抽样法选取福建省12所

幼儿园的小、中、大班各一个班级的共669名幼儿（Mage=4.83，SD=0.87）作为研究对象，通过问卷法以学前儿童掌握动机问卷、

家长教育卷入问卷和人口学信息调查问卷为研究工具对所有幼儿的家长进行了调研。研究结果表明：1）城市幼儿掌握动机总

分及各个维度显著高于乡村幼儿；2）城市家长教育卷入总分及各个维度显著高于乡村家长；3）幼儿年龄和家长教育卷入能够

正向预测幼儿掌握动机；4）控制了幼儿年龄后，城乡在家长教育卷入与幼儿掌握动机之间起调节作用，城市家长的教育卷入对

幼儿掌握动机的促进效应显著高于乡村家长的教育卷入对幼儿掌握动机的促进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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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fluence of Parental Involvement on Preschoolers’Mastery Motivation: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Urban-rural Difference

XIE Wan-lin，LIN Xun-yi
（College of Education，Fujian Normal University，Fuzhou 350117，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reschoolers’mastery motivation and parental involvement in education，
as well as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urban and rural areas，669 preschoolers（Mage=4.83，SD=0.87）from 12 kindergartens in Fujian
Province were selected by stratified random sampling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hrough the questionnaire method，all parents partici⁃
pating in the evaluation of preschoolers were surveyed by using the Dimensions of Mastery Questionnaire for Preschool Children
（DMQ18），Early Parental Involvement Scale（EPIS）and demographic information questionnaire. The results have showed that: 1）
the total scores and dimensions of urban preschoolers’master motivation a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rural preschoolers; 2）
the total scores and dimensions of urban parents’involvement a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rural parents; 3）preschoolers’
age and parents’involvement can positively predict preschoolers’master motivation; 4）after controlling the age of preschoolers，
there is a moderating effect between parental involvement and preschoolers’mastery motivation in urban and rural areas. The pro⁃
moting effect of urban parental involvement on preschoolers’master motivation i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rural parental in⁃
volvement on preschoolers’master motivation.
Key words: preschoolers’master motivation; parental involvement; urban-rural difference

一、问题提出

掌握动机（mastery motivation）是一种心理力

量，它激励个体以专注和坚持的态度独立尝试解

决问题或试图掌握具有适宜挑战性的技能或任

务，掌握动机可以促进个体新动机的增长和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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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是儿童早期学习和发展的重要动因［1］。研究

者通过实证研究提出了测量和评估幼儿掌握动

机的指标。在Harter的研究中，将幼儿在一个具

有挑战性的（难以解决的）或一个可解决的问题

上花费的时间作为主要的掌握动机测量指标［2］。

Morgan和Barrett对掌握动机的各方面表现进行

了总结，包括认知掌握动机、社会掌握动机和运

动掌握动机，并将掌握动机分为工具型和表达型

两类。工具型掌握动机指幼儿在挑战性任务中

的坚持倾向；表达型掌握动机指幼儿在掌握过程

中的情绪反应，包括幼儿掌握任务愉悦性的反

应［3］57-93。已有研究表明，掌握动机对个体的学业

成就、自我效能感、积极情绪和主观幸福感均显

著相关［4-5］。

幼儿的掌握动机源于其探索和掌握外界环境

的内在需要。国内外研究者从亲子互动的角度

探讨了家长教育卷入对于幼儿掌握动机的影

响。家长教育卷入是指家长对于幼儿的教育理

念和发展期望，以及积极参与各种旨在促进幼儿

学习与发展的多种行为和活动。Epstein 将家长

教育卷入划分为六个维度：家庭教养、家庭学习、

家校沟通、志愿工作、制定决策以及社区合作［6］。

维果斯基的社会建构理论指出，在幼儿成长的过

程中，家长通过指导幼儿，为幼儿提供比其发展

水平更高一级的学习环境和刺激，能够帮助幼儿

提高其掌握动机的独立性。Heckhausen 提出了

家长教育卷入如何影响幼儿掌握动机的发展：家

长通过与孩子的亲密互动，给予幼儿积极的情感

反馈，帮助其从问题解决和完成具有适宜挑战性

的任务中获得满足感，使其逐渐建立自我效能

感，从而促进其掌握动机的发展［7］55-79。Bernier等

人在其研究中以家长的自主性支持代替脚手架，

确保家长的教育卷入在幼儿任务的顺利完成上

起积极的作用，并强调家长在幼儿自主解决问题

过程中的支持作用［8］。基于以上相关研究背景，

笔者在本研究中提出假设 1：家长教育卷入对幼

儿的掌握动机具有显著的正向相关关系。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城乡差异日益

突显，统筹城乡发展始终是国家和民众密切关心

的问题，教育的统筹发展更是人们重点关注的发

展方向和目标。研究表明，城市幼儿在认知学习

品质、社会适应和运动素质等诸多方面的发展水

平均显著高于乡村幼儿［9-11］。幼儿发展的城乡差

异受诸多因素的影响，而家庭在生态系统理论模

型中处于微系统，在众多影响因素中占据着重要

地位。家长教育观念、亲子互动的频率和质量，

以及家庭经济文化资源均是其中主要的交互因

素，影响城乡幼儿的发展和早期学习准备［12］。基

于以上相关研究背景，笔者提出假设2：城乡在家

长教育卷入与幼儿掌握动机之间起调节作用。

通过梳理前人的研究可以发现，幼儿掌握动

机与家长教育卷入之间的关系密切，但是目前国

内对这两者的研究多集中于城市，对乡村家长教

育卷入和幼儿掌握动机的相关研究较少，更加缺

乏以城乡差异的视角探讨幼儿掌握动机与家长

教育卷入之间关系的研究。基于此，笔者比较城

乡的幼儿掌握动机和家长教育卷入，将城乡作为

家长教育卷入与幼儿掌握动机之间的调节变量

探讨两者的关系，分析幼儿掌握动机和家长教育

卷入城乡差异的原因，以丰富国内有关幼儿掌握

动机的量化研究，并提出针对性的教育建议，让

城乡幼儿能够得到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以更好

地促进城乡幼儿掌握动机的均衡发展。

二、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

笔者在本研究中采用分层随机抽样法选取福

建省 12所幼儿园，其中有 6所城市幼儿园和 6所

乡村幼儿园。在每所幼儿园的小、中、大班各抽

取一个班级，每个班级各抽取20名幼儿及其家长

作为研究对象。参与测评的幼儿共计 720人，通

过发放纸质调查问卷回收数据，具体包括由家长

填写的家长教育卷入问卷、学前儿童掌握动机问

卷和人口学信息调查问卷。最终获得有效问卷

669套，问卷回收率为92.92%。在有效样本中，共

计有 669 名幼儿（Mage=4.83，SD=0.87），其中女生

337 人（50.4%），男生 332 人（49.6%）；城市幼儿

302 人（45.1%），乡村幼儿 367 人（54.9%）（见表

1）。样本中城市父母的学历多为本科（46.0%，

42.4%），乡村父母的学历多为高中、中专或职业

中学（31.3%，29.2%）；城市父母的职业多为专业

技术人员及中级行政人员（44.0%，31.8%），乡村

父亲的职业多为技术工人（34.3%），乡村母亲的

职业多为非技术及半技术工人（52.0%）；城市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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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 平 均 月 收 入 多 在 12000～30000 元 之 间

（43.7%），乡村家庭平均月收入多在 5000 到

12000元之间（66.2%）。

表1 研究对象分布表

女

男

总计

城市幼儿园（6所）

小班

58

46

104

中班

56

43

99

大班

51

48

99

乡村幼儿园（6所）

小班

50

65

115

中班

58

66

124

大班

64

64

128

总计

337

332

669

（二）研究工具

1.人口学信息调查问卷

本研究通过人口学信息调查问卷调查研究对

象所在地（城/乡）以及幼儿父母的职业、文化程度

和家庭平均月收入。其中，城/乡的划分是依据国

务院于2008年批准执行的《统计上划分城乡的规

定》，根据研究对象所在地的性质进行划分。家

庭平均月收入问题选项，依据 2019 年福建省《统

计年鉴》中的统计结果，将选项设置为“5000 以

下 ”“5001- 7000”“7001- 10000”“10001- 12000 ”

“12001-20000”“20001-30000”“30000以上 ”。父

母职业的划分参考以往研究中的分类方式［13］，分

为非技术及半技术工人、技术工人、一般性公务

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及中级行政人员、高级专业

人员及高级行政人员。父母文化程度分为“小学

及以下”“初中”“高中、中专或职业中学”“大专”

“大学本科”“硕士”“博士”。

2.家长教育卷入问卷

本研究所用到的家长教育卷入问卷主要参考

吴荔红等人［14］修订的家长教育卷入问卷，选取其

中三个维度，包含家长语言认知活动参与、家长

生活指导和家长家庭作业参与，共 16题，家长使

用李克特5点记分量表报告自己的卷入行为，从1

（完全不同意）到5（完全同意）。三个维度在本研

究中的内部一致性分别为 0.874（家长语言认知

活动参与）、0.860（家长生活指导）、0.842（家长家

庭作业参与），问卷总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908。家长教育卷入问卷的得分越高，说明家长

教育卷入的程度越高。

3.学前儿童掌握动机问卷

本研究采用 Józsa和Morgan编制的掌握动机

维度问卷学前版（Dimensions of Mastery Ques-

tionnaire for Preschool Children，DMQ 18）［15］对幼

儿的掌握动机进行调查。由于该问卷为国外量

表，故研究者首先需准确地翻译量表，通过自身

结合文化初步翻译、请翻译学专业研究生翻译、

请学前教育学专家论证、请幼儿家长试测后反馈

等方式反复修改问卷，确保幼儿家长群体能够理

解问卷的内容。该问卷包括五个子量表：动作坚

持性、认知坚持性、掌握愉悦感、与同伴的社交坚

持性和与成人的社交坚持性，Cronbach’s α在

0.90（掌握愉悦感）到 0.96（动作坚持性）之间，共

25题，采用5点记分，从 1（完全不符合）到5（完全

符合）。问卷的得分越高，说明幼儿掌握动机的

水平越高。该问卷在本研究中的内部一致性为

0.938，验证性因素分析拟合指数：χ 2/df=2.790，p<

0.001，NFI=0.955，CFI=0.971，IFI=0.971，RFI=

0.943，TLI=0.963，RMSEA=0.052。

（三）数据处理

本研究采用 SPSS 25.0 和 SPSS 宏程序 PRO-

CESS 3.4统计软件，通过描述性统计、相关分析、

独立样本 t检验、回归分析和调节模型检验等统

计方法对数据进行处理与分析。

三、研究结果

（一）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由于本研究中的家长教育卷入问卷和学前儿

童掌握动机问卷均由家长一方填写，故采用 Har-

man 单因素检验方法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结果显示，未经旋转时有 7个特征根大于 1的因

子，第 1 个公因子解释的方差变异量仅为

26.141%，小于40%的临界标准，表明本研究不存

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二）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及相关分析

对幼儿性别、幼儿年龄、城乡、家长教育卷入

总分和幼儿掌握动机总分进行Pearson相关分析，

各个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及相关分析结果见

表2。幼儿性别与各变量间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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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p>0.05）；家长教育卷入总分与城乡之间存在

显著的正向相关关系（r=0.201，p<0.01）；幼儿掌

握动机总分与幼儿年龄（r=0.103，p<0.01），与城

乡（r=0.376，p<0.01），与家长教育卷入总分（r=

0.451，p<0.01）之间均存在显著的正向相关关系。

表2 各变量描述性和相关性统计（N=669）

1幼儿性别

2幼儿年龄

3城乡

4家长教育卷入总分

5幼儿掌握动机总分

1

—

0.008

-0.068

-0.013

-0.047

2

—

-0.029

0.064

0.103**

3

—

0.201**

0.376**

4

—

0.451**

5

—

M

0.496

4.827

0.451

4.204

3.958

SD

—

0.871

—

0.484

0.534

注：*代表p<0.05，**代表p<0.01；性别为虚拟编码，“0”=女，“1”=男，均值表示男生比率；城乡为虚拟编码，“0”=乡村，“1”=

城市，均值表示城市样本比率

（三）幼儿掌握动机和家长教育卷入的描述性

统计及城乡差异分析

幼儿掌握动机总分及五个具体维度在城乡上

的描述性统计及差异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幼儿

掌握动机总分、认知坚持性、动作坚持性、与同伴

的社交坚持性、与成人的社交坚持性和掌握愉悦

感在城乡变量上均存在显著差异（p<0.001），城市

地区的幼儿在掌握动机总分及各个维度的得分

上均高于乡村地区的幼儿。

表3 幼儿掌握动机的描述性统计和城乡差异分析（N=669）

人口学
变量

城/乡

组别

乡村

城市

统计值

t

p

认知坚持性
（M±SD）

3.552±0.651

3.950±0.712

-7.534

0.000

动作坚持性
（M±SD）

3.651±0.653

4.141±0.681

-7.469

0.000

与同伴的
社交坚持性
（M±SD）

3.887±0.692

4.255±0.642

-7.076

0.000

与成人的
社交坚持性
（M±SD）

3.516±0.699

3.910±0.712

-7.174

0.000

掌握愉悦感
（M±SD）

4.275±0.642

4.623±0.501

-7.881

0.000

幼儿掌握
动机总分
（M±SD）

3.777±0.483

4.179±0.509

-10.414

0.000

家长教育卷入总分及三个具体维度在城乡

上的描述性统计及差异分析结果如表4所示。家

长教育卷入总分、家长语言认知活动参与、家长

生活指导和家长家庭作业参与在城乡变量上均

有显著差异（p<0.001）；城市地区的家长在教育卷

入总分及各个维度的得分上均高于乡村地区的

家长。

表4 家长教育卷入的描述性统计和城乡差异分析（N=669）

人 口 学
变量

城/乡

组别

乡村

城市

统计值

t

p

家长语言认知活动参与
（M±SD）

3.950±0.549

4.190±0.587

-5.444

0.000

家长生活指导
（M±SD）

4.333±0.550

4.457±0.538

-2.921

0.004

家长家庭作业参与
（M±SD）

4.197±0.602

4.394±0.640

-4.069

0.000

家长教育卷入总分
（M±SD）

4.116±0.461

4.312±0.490

-5.301

0.000

（四）调节效应检验

采用标准化维度分数，控制幼儿年龄后，以

家长教育卷入为自变量，幼儿掌握动机为因变

量，城乡为调节变量，使用Hayes编制的 SPSS宏

程序 PROCESS 3.4 中的模型 1（Bootstrap 样本为

5000）进行调节效应分析。结果显示（见表5），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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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教育卷入对于幼儿掌握动机的正向预测作用 显著（B=0.092，t=2.783，p＜0.01）。
表5 城乡在家长教育卷入与幼儿掌握动机之间的调节效应分析（N=669）

回归方程

结果变量

幼儿
掌握动机

预测变量

幼儿年龄

家长教育卷入

城乡

家长教育卷入*
城乡

拟合指标

R

0.551

R2

0.304

F

72.397

系数显著性

B

-0.480

0.096

0.379

0.299

0.092

t

-2.634**

2.562**

11.413**

9.039**

2.783**

Boot CI
上限

-0.839

0.022

0.314

0.234

0.027

Boot CI
下限

-0.121

0.169

0.444

0.364

0.157

注：*代表p<0.05，**代表p<0.01；控制幼儿年龄后，城乡的调节作用显著

采用取点法进行进一步简单斜率分析，分别

估计在城市和乡村中家长教育卷入对幼儿掌握

动机的影响，结果如图1所示。在城市中的被试，

家长教育卷入对幼儿掌握动机的正向预测作用

较高（B=0.480，t=10.075，p＜0.01）；在乡村中的被

试，家长教育卷入对于幼儿掌握动机的正向预测

作用较低（B=0.296，t=6.422，p<0.01）。表明控制

了幼儿年龄后，城乡在家长教育卷入与幼儿掌握

动机之间起调节作用，城市家长的教育卷入对幼

儿掌握动机的促进效应显著高于乡村家长的教

育卷入对幼儿掌握动机的促进效应。

幼
儿
掌
握
动
机
标
准
分 家长教育卷入标准分

0.70

-0.30

-1.30

乡村

城市

-1SD +1SD0

图1 城乡在家长教育卷入与幼儿掌握动机

关系中的调节作用

四、讨论

（一）幼儿掌握动机和家长教育卷入的城乡

差异

笔者在本研究中发现，幼儿在掌握动机总分

及认知坚持性、动作坚持性、与同伴的社交坚持

性、与成人的社交坚持性和掌握愉悦感这五个子

维度上均存在显著的城乡差异，城市幼儿掌握动

机总分及各个维度显著高于乡村幼儿。已有研

究表明，城市幼儿在注意力/坚持性等学习品质上

的得分显著高于乡村幼儿［16］，且城市幼儿在社会

交往方面的发展水平显著高于乡村幼儿［17］。究

其原因可以认为，目前城乡的经济、观念、教育、

资源等方面差异较大，种种差异导致生活在城市

和乡村这两个不同地区的人群所处的教育生态

环境不平衡，具体包括城乡家长的家庭社会经济

地位和教育素质存在差异，城乡幼儿园的教育环

境以及幼儿园教师的教育观念和教育水平存在

差异，城乡地区现有的可利用的社会教育资源存

在差异。乡村地区的幼儿受到家庭、幼儿园和社

会等各方因素的影响，对于解决具有挑战性任务

或问题的坚持性和专注度较低，自我效能感和掌

握愉悦感较低，从而导致与城市幼儿相比，乡村

幼儿的掌握动机水平较低。

笔者发现，家长教育卷入总分及家长语言认

知活动参与、家长生活指导和家长家庭作业参与

这三个子维度上均存在显著的城乡差异，城市家

长教育卷入总分及各个维度显著高于乡村家

长。这一结果与张小培的研究结果一致［18］。究

其原因可以认为，乡村家长因受文化程度、职业、

家庭经济收入等方面的影响，在教育观念、情感、

态度和行为上与城市家长存在较大差异，对幼儿

教育的重视程度不如城市家长高，没有意识到家

长教育卷入的重要性，故投入较少的时间和精力

陪伴幼儿。同时由于缺乏幼儿身心发展的相关

知识和科学养育子女的知识，导致与城市家长相

比，乡村家长对幼儿的积极教育卷入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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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幼儿年龄和家长教育卷入对幼儿掌握

动机的预测作用

本研究发现，幼儿年龄与幼儿掌握动机总分

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相关关系，幼儿年龄能够显

著正向预测幼儿掌握动机总分。究其原因可以

认为，随着幼儿年龄的增长，幼儿的认知经验和

生理机能等方面不断发展，幼儿掌握的相关能力

也随着心智的不断成熟而逐渐得到提高。家长

教育卷入总分与幼儿掌握动机总分之间存在显

著的正向相关关系，家长教育卷入总分能够显著

正向预测幼儿掌握动机总分。家长教育卷入是

促进幼儿掌握动机发展的有效途径之一，接受家

长教育卷入程度越高的幼儿掌握动机水平越

高。这与相关方面已有研究的结果具有一致性，

如Baumrind 指出，当家长鼓励他们的孩子满足适

龄的要求，并以积极温暖的养育行为支持孩子的

努力时，孩子就有机会取得成功并学会应对失

败，这些经历可以促进孩子掌握动机的发展［19］。

Yarrow等人发现，家长在幼儿完成任务的过程中

提供的听觉刺激、游戏的社会调节与积极的情感

卷入（如微笑和安抚）能够正向预测孩子在掌握

任务上的坚持性［20］。Morgan的研究结果表明，家

长教育卷入的水平越高，幼儿完成任务的坚持性

和掌握愉悦感也会越高［21］109-131。Hauser-Cram 指

出，家长关心幼儿并适当地帮助其学会集中注意

力和掌握具有挑战性的问题或任务，有助于幼儿

自主地享受并参与自我指导的持续性任务活

动［22］。家长通过积极参与幼儿的语言认知活动、

参与幼儿园布置给幼儿的家庭作业、指导幼儿的

各种生活行为等方式潜移默化地培养幼儿解决

问题和完成具有挑战性任务的专注度与坚持性，

能够使幼儿在家长的支持下不断获得对外界环

境的掌握愉悦感，发展自尊感，逐渐增强自我效

能感，从而促进幼儿掌握动机的发展。

（三）城乡在家长教育卷入和幼儿掌握动机

之间的调节作用

在本研究发现，在控制幼儿年龄后，城乡在

家长教育卷入与幼儿掌握动机之间存在显著的

正向调节作用。通过进一步简单斜率分析表明，

城市家长的教育卷入对幼儿掌握动机的促进效

应显著高于乡村家长的教育卷入对幼儿掌握动

机的促进效应。已有研究也表明，城乡地理位置

对幼儿的发展具有显著的影响，受家庭环境的影

响，乡村幼儿在认知发展、社会性发展、运动素质

等多个维度上均落后于城市幼儿［9，11，23］。究其原

因可以归结为两个方面，一方面，与乡村的家长

相比，城市的家长因其自身素质、受教育程度、职

业层次、家庭经济地位较高，对幼儿教育的重视

程度更高，与幼儿有着更高频率的积极互动，家

长支持和鼓励幼儿专注并坚持于问题解决和任

务完成中，在幼儿的活动过程中为其提供帮助，

并保持对幼儿敏感的积极情感反馈，使家长与幼

儿建立起良好的社会情感关系，从而有效提高了

幼儿生活、学习、社交等活动的坚持性；另一方

面，乡村家长受乡村地区物质文化等教育资源的

客观限制，无法像城市家长一样给予幼儿高质量

的教育投资，如乡村地区在图书馆、博物馆、科技

馆、各类培训机构等方面的教育资源种类及数量

都远不及城市地区，致使乡村地区家长的教育卷

入无法达到对幼儿掌握动机的最佳促进效果。

五、研究结论与教育建议

（一）研究结论

其一，幼儿掌握动机和家长教育卷入在城乡

上存在显著差异，城市幼儿掌握动机总分及各个

维度显著高于乡村幼儿；城市家长教育卷入总分

及各个维度显著高于乡村家长。

其二，幼儿年龄和家长教育卷入总分与幼儿

掌握动机总分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相关关系，幼

儿年龄和家长教育卷入总分能够显著正向预测

幼儿掌握动机总分。

其三，控制幼儿年龄后，城乡在家长教育卷入

与幼儿掌握动机之间起调节作用，城市家长的教育

卷入对幼儿掌握动机的促进效应显著高于乡村家

长的教育卷入对幼儿掌握动机的促进效应。

（二）教育建议

1. 政府应关注乡村家庭教育，加大支持家庭

教育的配套投入

各级政府应重视学前教育的城乡差异，通过

多种途径加快学前教育的城乡均衡发展，加大支

持乡村家庭教育的配套投入，为学前儿童提供公

平的教育条件和教育机会。一方面，各级政府要

不断完善学前教育经费保障体系，设立乡村学前

教育补助专项经费，加大对乡村地区的教育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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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为乡村家长送去绘本和玩具等优质资源，

不断丰富乡村家庭的学前教育资源；另一方面，

乡村地区的当地政府可以利用计生委、妇联等部

门对当地的家长进行科学育儿指导，通过专门人

员入户指导、互联网宣传、村支部宣传栏等多种

渠道向乡村家长传播幼儿身心发展的相关知识，

不断改善乡村家长的育儿观念、行为和方式，提

高乡村家长教育卷入的水平，以更好地促进幼儿

的发展。

2. 家长应提升科学教育卷入水平，促进幼儿

掌握动机的良好发展

家庭是对幼儿的学习和发展产生最直接影响

的环境，家长的教育卷入对幼儿的掌握动机有着

重要影响。首先，家长应意识到培养幼儿掌握动

机的重要性，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陪伴幼儿，

提高与幼儿积极互动的频率，提升教育卷入的水

平。其次，家长应认识到幼儿掌握动机的年龄差

异，顺应幼儿掌握动机发展的年龄特点，不应揠

苗助长、过分强求。再次，家长应注意科学地进

行教育卷入，在幼儿独立完成任务时不要过多地

干涉、控制幼儿的想法和行为，这将降低幼儿的

自我效能感和成就感，家长可以在幼儿需要帮助

时给予口头上的鼓励和适当提示，支持幼儿在独

立解决问题中提升掌握愉悦感。最后，家长可以

在日常生活中适当为幼儿提供一些具有挑战性

情境，帮助其提高探索、尝试和掌握具有适宜挑

战性任务的动机与勇气，同时为幼儿提供有效的

脚手架支持，鼓励幼儿坚持、专注于问题解决中，

提升幼儿掌握动机的水平。

3. 各方应共同发挥教育合力，为城乡幼儿的

均衡发展创设条件

家庭和幼儿园是影响幼儿发展的重要场所，

幼儿发展的城乡差异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家庭和

幼儿园的教育差异。一方面，对城市的家长来

说，应充分利用优质的家庭社会教育资源，做到

科学有效的教育卷入，并在日常生活中通过言传

身教加强幼儿在认知、动作、社交方面的坚持性

和掌握愉悦感；对乡村的家长来说，应增强主动

学习的意识，努力提高自身的文化素养和教育水

平，发挥家长教育卷入对幼儿掌握动机的最佳促

进作用。另一方面，幼儿园应通过亲子活动、家

长会等多种途径加强与家长的交流，引导家长关

注并支持幼儿掌握动机的发展；同时，乡村的自

然环境资源相较于城市更丰富，故乡村幼儿园应

充分利用当地的优势资源，积极组织幼儿与大自

然充分互动，让幼儿能够自由自主选择新的游戏

和学习方式或具有挑战性的任务，在大自然中促

进幼儿掌握动机的发展。此外，当地的社区和村

委会等也应重视学前教育，积极为家长和幼儿园

提供便利，形成教育合力，共同为城乡幼儿的均

衡发展创设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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