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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幼儿劳动教育的特殊性决定其需坚持“泛在”原则、“在场”原则和强调家校合作，故家长的参与行为对幼儿劳动教育目标

的实现十分重要。对湖南幼儿园儿童家长的425份有效调查问卷进行多元逻辑回归，发现家长认知水平和沟通方式显著影响

其参与劳动教育家校合作的频率、方式和内容。其中，内容认知、沟通态度正向显著影响参与频率、参与方式和参与内容；沟通

工具多样性负向显著影响参与频率、参与方式和参与内容；责任分工认知正向显著影响参与频率，负向显著影响参与内容；重

要性认知和角色认知正向显著影响参与方式。今后有必要从强化认知宣教和优化沟通体系等方面提升家长对幼儿劳动教育

家校合作的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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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ents’Cognition, Communication and Participation in Home-school
Cooperation of Early Childhood Labor Education

LUO Ze-yi, NING Fang-y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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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particularity of early childhood labor education determines that it needs to adhere to the principle of“ubiquity”,“pres⁃
ence”and emphasize home-school cooperation. Therefore, the participation of parents is very important to the realization of the goal of
children’s labor education. Through multiple logistic regression on 425 valid questionnaires of parents of children in kindergartens in
Human province,the author found that parents’cognitive level and communication style significantly affect the frequency, method and
content of their participation in home-school cooperation in labor education. To be more specific, content cognition and communication
attitude have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the frequency, mode and content of participation; the diversity of communication tools has
a significant negative impact on the frequency, mode and content of participation; the cognition of responsibility division has a signifi⁃
cant positive impact on the participation frequency and a significant negative impact on the participation content; and the importance
cognition and role cognition have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the way of participation.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enhance par⁃
ents’participation in home-school cooperation in children’s labor education by strengthening cognitive education as well as optimiz⁃
ing communication system.
Key Words：early childhood labor education；home-school cooperation；parent; cognitive level；communication mode；participation be⁃
havior

■专题：学前家庭教育

陕西学前师范学院学报Journal of Shaanxi Xueqian Normal University
2022年9月
第38卷 第9期

September 2022
Vol.38 No.9

投稿日期：2022-06-17；修回日期：2022-06-23

基金项目：湖南省教育厅优秀青年项目（18B083）

作者简介：罗泽意，男，湖南邵东人，湘潭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教育管理；宁芳艳，

女，湖南邵东人，湘潭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教育管理。



陕西学前师范学院学报 2022年第9期

一、问题提出

劳动教育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制度的

重要内容，更是新时代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关键手段［1］。它和家

校合作一起，因为一直面临着被弱化、软化及淡

化的窘境而成为近几年学界共同高度关注的热

点问题。

劳动教育具有深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意蕴

和教育学意蕴。马克思主义哲学强调，人是完整

的人，共产主义是自由全面发展的人的真正实

现。自由自觉的劳动是人的本质，没有劳动就没

有历史，所以加强劳动教育是历史的必然［2］。“劳

动是发生在人身上的教育。教育既承载于劳动，

也服务于劳动。”［3］“生产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相结

合，它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

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4］230作为一种重

要教育手段，劳动教育是品格教育的重要途径，

可以通过文化品格的塑造、情感品格的培养、精

神品格的陶冶及实践品格的锤炼，培育人完善品

格［5］，提升人的精神生命，指引人走向真、善、

美［6］。蒙台梭利（Maria Montessori）认为“劳动是

儿童天生要做的事情。”［7］165夸美纽斯（Jan Amos

Komenský）也认为“应当使它（幼儿）习惯于劳动

以致厌恶懒惰，这对他们是极为有益的。”［8］73儿童

与劳动的关系是天然的、动态的、非功利的、超越

的［9］8。由此看来，无论从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

接班人的教育目的以及培养人的教育过程和手

段看，还是从个人全面发展看，劳动教育都具有

其教育对象的普遍性。即无论是对成人、青少年

抑或是儿童都具有重要价值和必要性。甚至，幼

儿劳动教育具有更初始的位置。

当前幼儿劳动教育尚存在一些不足的地

方。一方面，以筛选为主的制度化教育让儿童远

离了劳动生活，导致儿童劳动的精神训练价值被

忽视了［10］。另一方面，幼儿劳动教育存在“内容

窄化”“价值单一化”“体验浅表化”等现实误

区［11］。儿童劳动教育是劳动和教育的深度结

合［12］，最主要的目的是经由劳动教育培养和激发

儿童爱自然、爱劳动的情感和兴趣，促使儿童在

劳动中确证自身的意义和价值［9］9。家庭是幼儿

接受教育的初始，父母或长辈自觉、有意识在家

庭中对孩子进行劳动教育对幼儿成长具有非常

重要的意义［13］37-38。幼儿园是幼儿发生学习的主

要场所，幼儿劳动教育的主要渠道之一必然是将

其融入到幼儿园的各类教育教学活动之中。加

之，幼儿学习的主要特点是“单凭自己的力量无

法对学习对象作出理解的‘消极经验’的获得与

形成”［14］，其劳动教育应该坚持“泛在”原则和“在

场”原则，强调学生家庭和幼儿园的通力协作，建

立联动机制，充分利用各方教育资源［15］。

“教育的效果取决于学校和家庭教育影响的

一致性。如果没有这种一致性，那么，学校的教

学和教育的过程就会像纸做的房子一样倒塌下

来。”［16］539-540家校合作的实践范式应当包含合理的

认知、良好的议事规范以及共同的良好愿景［17］。

家校合作困境的根源在于家校双方在教育功能

认识上的固化、行动主体角色定位的偏差、对教

育标准判断上的异化以及合作能力上的分化

等［18］62。

从既有研究来看，相关研究肯定了幼儿劳动

教育的价值，也确认了幼儿劳动教育过程中家校

合作的重要性。同时，部分研究在一般意义上论

述了认知、角色定位等是影响家校合作的重要因

素。但是，相对于学校教育阶段的劳动教育而

言，幼儿劳动教育的相关研究较少，专门探讨幼

儿劳动教育家校合作问题的研究更少，尤其是缺

乏相关实证研究。笔者以学生家长为研究对象，

通过对湖南幼儿园儿童家长的425份有效调查问

卷进行实证分析，探讨幼儿劳动教育过程中家长

的认知水平和沟通方式对其家校合作参与行为

的影响，期望能为幼儿劳动教育家校合作实践提

供参考。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对学前教育阶段的幼儿（3-7岁）而言，正是

通过“消极经验”进行自我确证的人格养成关键

阶段。其包括劳动教育在内的教育过程需要家

长和学校的共同努力。一般而言，家长虽然不如

专门的教育机构“专业”，但幼儿的成长阶段特征

决定了家长在其劳动教育过程中的重要性不亚

于作为专业人士的教师。

认知行为理论认为，内在认知是影响个人行

为的更直接的原因，错误的认知导致负向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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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的认知导致积极的行为；可以通过正确的认

知矫正错误的行为和形成积极的行为。家校合

作是建立在家校双方共同意愿基础上的，应是一

种自觉自愿的联合，是在人们普遍接受与认同基

础上形成的合作关系［18］64。家长对家校合作的接

受和认同前提是良好的认知。家长对幼儿劳动

教育家校合作的认知水平是决定其是否参与、以

何种方式参与以及多大程度参与的决定性因素

之一。一般而言，人们对合作的认知水平包括对

合作的重要性、合作的内容、合作主体的责任分

工、自己在合作中的角色定位等方面，故家长对

劳动教育家校合作的认知重要性、劳动教育内

容、劳动教育中家庭和学校的责任分工、自身在

劳动教育合作中的角色定位等方面的认知水平

会影响家长对家校合作实施劳动教育的接受态

度和认同态度，进而影响他们的参与行为。据

此，提出研究假设一（H1）。

H1：家长对幼儿劳动教育家校合作的认知水

平对其参与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

沟通是人与人之间传递观点、表达态度、交

换信息的过程，对合作关系的维持及个体参与合

作的行为具有重要影响。传统的沟通理论认为，

沟通深度、沟通频率、沟通流向是分析个体或者

组织合作关系中沟通的重要维度。 Mohr［19］和吴

国斌［20］等在合作关系研究中分析组织间的沟通

行为变化规律时，将沟通行为划分为沟通质量、

信息分享、参与三个维度。也有学者在研究沟通

对行为的影响时将其界定为沟通方式，认为沟通

通过中心型和边缘型两种路径改变个体态度，进

而影响个体行为［21］。故从沟通理论和相关既有

研究看，沟通是影响个体间、组织间合作参与行

为的重要因素。家校合作是家庭和学校两个主

体之间的相互协作，家长和教师（学校）间的合作

关系是他们之间的持续互动过程以及对合作相

对方行为方式的认可。家长和教师的行动目标

理论上完全一致，都是为了促进幼儿的健康人格

养成和全面发展。在目标一致的前提下，双方都

会更倾向于选择整合式行为去寻求共同目标的

最大化完成，沟通将是影响其参与合作行为的重

要因素。对于家长而言，其合作参与行为同样受

沟通态度、沟通工具等沟通方式的影响。据此提

出研究假设二（H2）。

H2：家长和教师的沟通方式对其幼儿劳动教

育家校合作的参与行为有显著影响。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数据来自于2021年12月-2022年1月湖南劳

动教育家校合作的调查，调查对象涉及到从幼儿

园到高中的学生家长和教师。家长问卷共回收

33210份，教师问卷共回收4750份。其中，幼儿园

家长问卷共回收432份，剔除无效问卷后共425

份，有效问卷占比98.38%。

（二）变量与模型

1.变量选择

（1）被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为幼儿劳动教育家校合作中的

家长参与行为。参与行为即个体参与某事务的

外表活动。从行为事实看，参与行为一般包括参

与了多少次、以什么样的形式参与以及具体参与

了什么样的内容等三个方面。因此，笔者在本研

究中从参与频率、参与方式、参与内容3个维度测

量幼儿劳动教育家校合作中的家长参与行为。

参与频率分为较高（每月2次以上）、一般（每月1-

2次）、较少（每学期1次以上但低于4次）、几乎没

有（平均每学期低于1次）。参与方式操作化为参

与方式多样化程度，分为在给定常规方式中参与

3种及以上、2种、1种、基本未参与。参与内容操

作化为参与内容的丰富度，分为在给定劳动教育

内容中参与6种及以上、5种、4种、3种、2种、1种

（或未参与）。

（2）解释变量

解释变量共包括家长对幼儿劳动教育家校

合作的认知水平以及家长在幼儿劳动教育家校

合作过程中的沟通方式。

认知水平包括责任认知、内容认知、角色认

知、重要性认知4个测量维度。责任认知分为在

幼儿劳动教育家校合作中学校负主要责任家长

负次要责任、家长负主要责任学校负次要责任、

家长学校负同等责任3类；内容认知主要测量家

长对幼儿劳动教育内容和方法的认知程度，分为

熟悉、了解一点、不了解；角色认知主要测量家长

在幼儿劳动教育家校合作中对自己的角色定位，

分为主动执行者、被动执行者、合作伙伴、局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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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类；重要性认知主要测量家长对幼儿劳动教育

家校合作重要性认知，分为必须开展、没必要开

展、无所谓3类。

沟通方式包括沟通态度和沟通工具2个测量

维度。沟通态度主要测量家长就幼儿劳动教育

家校合作的沟通态度，分为主动沟通相关事宜、

不主动沟通相关事宜、不沟通相关事宜；沟通工

具主要分为家长会沟通、电话沟通、QQ或微信沟

通、其它方式当面沟通。

（3）控制变量

参照其它对认知、沟通与合作行为相关研究

的文献，笔者在本文中将文化程度作为控制变

量，将文化程度分为初中及以下，高中，中职，大

专，本科及以上5个层次。

2.计量模型

由于被解释变量参与行为中的参与频率、参

与方式、参与内容皆为有序离散变量，故采取

Ologit模型：

OLogit [ ]P(yi > i) = lné
ë
ê

ù
û
ú

P(yi > i)1 -P(yi > i) =

-ln é
ë
ê

ù
û
ú

P(yi ≤ i)
1 -P(yi ≤ i) =- θi +Xβ

θi 为有序离散变量的给定分类端点。参与频

率与参与方式中的 i =0，1，2，3；参与内容中的 i =
1，2，3，4，5，6。式（1）为对于 θi 的样本个体＞和

＜该类别概率之比的对数值。当给定 β 中的分

量大于0时，对应解释变量的增加将会增加被解

释变量进入高级别组的概率。

四、解释变量测度与实证分析

（一）解释变量的测度

学界对于包含多个维度的解释变量的测度

一般有两条路径。其一是假定解释变量各维度

的重要性均等，因而直接简单采用等权重相加的

方式作为解释变量的最终测度值。其二是假定

解释变量各维度的重要性不相同，采取加权方式

计算解释变量的最终测度值。后者使用的频率

相对较高，具有更强的客观性。因此，笔者在本

研究中假定解释变量各维度的重要性并不均等，

并采用学界常用的因子分析法对解释变量的各

维度进行客观赋权方式对其进行测度。

1.解释变量公共因子提取

参照周月书、刘国强等学者的相关使用方

法，一般公因子累计载荷平方值达到了60%以上

便可以认为已经包括了足够的信息量，可以作为

代表性的变量使用。分别对认知水平和沟通方

式进行KMO和巴特利特检验。结果显示，KMO

值大于0.7（分别为0.715和0.702）；认知水平巴特

利特球形度检验近似卡方=324.956，显著性=

0.000；沟通方式巴特利特球形度检验近似卡方=

211.458，显著性=0.000，可以进行公因子提取。

进行公因子提取并旋转，分别提取到两个公因

子，因子载荷矩阵见表1。

表1 旋转后各成分的因子载荷矩阵

解释变量

认知水平

沟通方式

具体维度

内容认知

责任分工认知

重要性认知

角色认知

沟通态度

家长会沟通

电话沟通

QQ或微信沟通

当面沟通与其它

因子1

0.728

0.362

0.287

0.727

-0.779

0.724

0.032

0.032

0.762

因子2

0.233

-0.663

0.749

-0.190

0.246

0.144

0.963

0.963

0.089

2.解释变量加权得分

分别以各因子旋转载荷平方在其所在解释

变量的因子总和之比例作为权重进行加权求和

并进行归一化百分制处理，可以分别得到认知水

平和沟通方式的加权得分，即认知水平指数和沟

通方式指数。总体看，认知水平指数和沟通方式

指数的均值和中位数相差都不大，基本服从整体

分布，可以用于进一步建模分析。描述性统计结

果见表2。

表2 认知水平指数、沟通方式指数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认知水平指数

沟通方式指数

均值

90.13

91.68

中位数

91.08

92.723

标准差

2.74

4.029

频数及频率分布

85以下

17；4%

15；3.53%

85-90

94；22.12%

184；19.96%

90-95

304；71.53%

102；24%

95以上

7；1.65%

122；28.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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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多元逻辑回归分析

1.多元逻辑回归结果

分别构建如表3所示的6个多元回归模型。

模型1, 模型2, 模型3的解释变量为认知水平和

沟通方式。模型4, 模型5, 模型6的解释变量是

认知水平和沟通方式的6个具体维度。从模型1,

模型2, 模型3的回归结果看，学生家长对幼儿劳

动教育家校合作的认知水平及其与学校就幼儿

劳动教育家校合作的沟通方式都显著影响其参

与频率、参与方式和参与内容等参与行为，从模

型4, 模型5, 模型6看，认知水平和沟通方式中的

各具体维度也大多显著影响学生家长对幼儿劳

动教育家校合作的参与行为。两个研究假设

（H1, H2）得到了验证。

表3 家长认知水平与沟通方式对参与行为影响的回归结果

变量

认知水平

沟通方式

内容认知

责任分工认知

重要性认知

角色认知

沟通态度

沟通工具

控制变量

模型1

参与频率

3.203***

（1.184）

3.687**

（1.458）

控制

模型2

参与方式

2.577**

（1.162）

-2.693*

（1.383）

控制

模型3

参与内容

4.997***

（1.136）

5.596***

（1.373）

控制

模型4

参与频率

2.212***

（0.537）

2.267**

（0.901）

0.703
（0.707）

1.390
（1.085）

2.470***

（0.373）

-0.426*

（0.223）

控制

模型5

参与方式

0.818*

（0.464）

-0.903
（0.822）

1.037*

（0.626）

2.052**

（0.978）

1.409***

（0.340）

-1.179***

（0.267）

控制

模型6

参与内容

1.137**

（0.469）

-1.516**

（0.831）

0.342
（0.626）

1.005
（1.035）

1.515***

（0.337）

-1.551***

（0.275）

控制

注：（1）*表示P≤0.01, **表示P≤0.005, ***P≤0.001;（2）基准组为取值最低组（最后一组）；（3）括弧内为标准误差

2.平行性检验与稳健性检验

对于有序多元逻辑回归，一般要做平行性检

验和稳健性检验。平行性检验的目的在于保证

多个子回归方程模型中的自变量系数相同。稳

健性检验的目的是为了检验多元逻辑回归的稳

定性。

学界一般认为，得分检验、瓦尔德检验和似

然比检验的P值大于0.05则视为通过平行性检

验。对各模型分别做上述检验，发现上述模型P

值都大于0.05，通过三种检验，模型有效。

稳健性检验参照周月书的检验方法将原始

样本中的被解释变量手动分为二分类变量并进

行二元逻辑回归，如果模型回归结果没有显著变

动则认为原模型具有较好的稳健性。因此，分别

将参与频率、参与方式和参与内容改为0, 1形态

的二分变量。其中，参与频率中0代表较少和几

乎没有，1代表较高和一般；参与方式中0代表参

与1种和未参与，1代表参与2种及以上；参与内

容中0代表参与3种内容及以下，1代表参与4种

内容及以上。从二元逻辑回归结果（见表4）看，

多元逻辑回归中不显著的变量在二元逻辑回归

中仍然不显著，仅有及少量变量的显著性程度发

生细微变化。考虑到逻辑回归的包容性，依旧认

为原模型具有较好的稳健性。

3.回归结果分析

（1）家长对幼儿劳动教育家校合作的认知水

平显著正向影响其参与行为。

其一，家长对幼儿劳动教育家校合作的内容

认知正向影响其参与频率、参与方式与参与内

容。从模型4, 模型5, 模型6回归结果可以看出，

认知内容对参与频率、参与方式及参与内容的影

响系数都为正，说明家长对幼儿劳动教育家校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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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相关内容越熟悉就会越多地参与到家校合

作当中，其参与频率、参与方式的多样性和参与

内容的丰富度都明显高于不了解幼儿劳动教育

家校合作内容的家长。

表4 家长认知水平与沟通方式对参与行为影响的二元逻辑回归结果

变量

认知水平

沟通方式

内容认知

责任分工认知

重要性认知

角色认知

沟通态度

沟通工具

控制变量

模型7

参与频率

0.803***

（0.045）

0.943**

（0.026）

控制

模型8

参与方式

0.925**

（0.040）

-1.155**

（0.027）

控制

模型9

参与内容

0.869***

（0.040）

1.055**

（0.026）

控制

模型10

参与频率

0.434***

（0.257）

0.576*

（0.335）

0.661
（0.389）

0.929
（0.130）

0.256***

（0.191）

-0.962*

（0.316）

控制

模型11

参与方式

0.881*

（0.245）

1.412
（0.308）

0.547*

（0.377）

0.839
（0.132）

0.642**

（0.132）

-3.961***

（0.309）

控制

模型12

参与内容

0.522**

（0.241）

-1.167*

（0.314）

0.597
（0.432）

0.884
（0.127）

0.404***

（0.183）

-3.764***

（0.335）

控制

注：（1）*表示P≤0.01, **表示P≤0.005, *** P≤0.001;（2）基准组为取值最低组（最后一组）;（3）括弧内为标准误差

其二，家长对幼儿劳动教育的责任分工认知

显著影响其参与频率和参与内容，但对参与方式

没有显著影响。从模型4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就

幼儿劳动教育的家校责任分工而言，认为学校和

家长的责任有主次之分的家长比认为应当学校

和家长负均等责任的家长有更高的家校合作参

与频率。这意味着在幼儿劳动教育过程中也可

能存在与其它合作治理领域中“集体不负责”类

似的现象。从模型6回归结果可以看出，责任分

工认知显著影响参与内容的系数为负。这说明

认为学校和家长负均等责任的家长比认为学校

和家长的责任有主次之分的家长更加倾向于丰

富家校劳动教育合作的内容。

其三，家长对幼儿劳动教育家校合作重要性

的认知和角色定位显著正向影响参与方式。从

模型5回归结果可看出，认为幼儿劳动教育家校

合作对幼儿劳动教育目的实现越重要的家长可

能越倾向于诸如陪小孩在家完成学校布置的劳

动作业、到学校一起参加劳动教育、和学校共同

组织小孩去校外参加劳动教育当中的多种方

式。而在幼儿劳动教育家校合作中将自身定位

为主动执行者、被动执行者或合作伙伴的家长比

将自身定位为局外人的家长在劳动教育参与方

式的多样性方面有明显的差异，前者更加愿意参

与更多形式的家校合作劳动教育。

（2）家长针对幼儿劳动教育家校合作的沟通

方式显著影响其参与行为。

其一，家长针对幼儿劳动教育家校合作的沟

通方式显著正向影响其参与频率。从模型4, 模

型5, 模型6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沟通态度无论

是对参与频率、参与方式、参与内容都有着正向

显著影响。这说明，主动沟通和被动沟通在某种

意义上能够“殊途同归”，那些和学校保持沟通的

比基本不和学校沟通劳动教育家校合作的家长

具有更多参与行动。

其二，家长的具体沟通工具选择对其幼儿劳

动教育家校合作参与行为具有显著负向影响。

从模型4, 模型5, 模型6的回归结果看，家长对常

用沟通工具使用越多，其参与幼儿劳动教育家校

合作的频率越低，参与内容越贫乏，参与家校合

作的方式则越少。这可能是由于多种沟通工具

并行使用导致家长和教师容易错过部分重要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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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息，最终影响家长对幼儿劳动教育家校合作

的参与行为。而在模型1和模型3的回归结果

中，沟通方式对参与频率及参与内容具有显著正

向作用更多地是沟通态度所做的贡献。

五、促进家长参与幼儿劳动教育家校合

作的建议

幼儿劳动教育家校合作既离不开学校的努

力，但同样离不开家长的积极参与行动。因此，

可通过促进家长积极参与行动的角度提升幼儿

劳动教育家校合作水平。

（一）不断强化幼儿劳动教育家校合作的认

知宣教

第一，通过家校合作相关知识宣传和教育不

断提升家长对幼儿劳动教育的内容认知水平。

本次调查结果显示，98.58%的幼儿家长认为，劳

动教育重要。但大部分幼儿家长作为“非专业人

士”对幼儿劳动教育的内容和方式很难做到学校

及教师那么系统、深刻的理解，可以通过不断宣

教的方式促进其对劳动教育的常规内容、常规方

式的了解，提升其对幼儿劳动教育内容和方式的

熟悉程度。同时，幼儿园可以制定含简要教学目

的、教学内容、教学方式的需家校合作的学校劳

动教育课程月、周安排并提前向家长公开，以此

增进幼儿家长对劳动教育及其家校合作的了解

程度。

第二，在相关知识宣教的基础上构建良好的

幼儿劳动家校合作的责任安排结构。良好的幼

儿劳动教育家校合作责任安排结构需要进一步

引导家长认识到“家长在场”对幼儿劳动教育的

重要性，帮助家长明确自身在幼儿劳动教育家校

合作中的良好角色定位。此外，良好的幼儿劳动

教育家校合作责任安排结构还需要在引导家长

建立良好的责任意识之基础上，明确学校和家长

双方的责任范围，避免出现“共同负责谁都不负

责”的情况。

（二）不断优化幼儿劳动教育家校合作的沟

通体系

第一，构建和保持家校间沟通的畅通渠道，

积极引导家长对家校合作的主动沟通态度。有

效的沟通是保证家长参与的重要条件。沟通渠

道越畅通，沟通越有效；沟通越有效不仅能够提

升家长对幼儿劳动教育家校合作的认知水平，更

能直接提升其参与频率和参与内容丰富度。而

要构建和保持家校间沟通的渠道畅通，既要能够

保持主动沟通类家长的积极性，又要学校积极主

动地联系处于被动沟通状态的家长并努力将之

引入到积极沟通者轨道。

第二，选择和确定相对固定的沟通工具，减

少由于沟通工具使用过多过杂带来的沟通成本

和沟通损耗。现代社会通讯工具和交通工具的

高度发达，这既为家校沟通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同时也给家校沟通带来的选择成本，尤其是通讯

工具的多样化和个人使用习惯相结合会导致较

高的信息对接成本。因此，过于多样化的沟通工

具会对家长的参与行为产生负向显著影响。为

了调节多样化沟通工具对家长幼儿劳动教育家

校合作参与的负向影响，有必要整合沟通工具。

可以在以家长会作为基本沟通手段的基础之上，

学校和家长之间通过约定使用某种固定的沟通

工具，以降低沟通成本和沟通损耗，促成更加有

效的家校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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