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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信息技术的帮助下，幼儿园能够更加了解家长的
心声，相应地，幼儿园也可以将教育理念传递给家长，从
而形式就会转变成为家庭、幼儿园之间的双向互动育人
模式，这对于幼儿身心健康成长来说是具有十分积极的
作用。 目前， 家园共育模式中， 家长和幼儿园在微信、
QQ、钉钉等社交软件的应用频次比较高，为双方带来了
极大的便利。不过也存在着一定的问题。接下来，笔者将
结合自身多年的幼儿园从教经验，谈一谈信息技术在家
园共育模式下的利与弊， 并且提出相应的改进建议，让
家园共育能够实现可持续发展。

一、家园共育现状及原因分析

家园共育是幼儿园教育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成
效的好坏直接影响着幼儿的成长与发展。笔者通过对部
分家长的访谈，来谈谈信息技术引领下的家园共育存在
着哪些需要改进的问题。
（一）家长的认同程度比较差，班级群的管理难度比

较大

在当前互联网技术快速发展的今天，信息技术改变
了人们的沟通方式，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采用微信、QQ等
社交方式，家园共育也不例外，微信和 QQ也逐渐成为
了教师与家长沟通的主要渠道。教师可以每天在群里分
享幼儿在幼儿园的日常生活以及活动开展的通知，从而
让家长配合幼儿园相关工作的开展。不过，现阶段，微信
以及 QQ等班级群的管理难度越来越大。 很多家长即使
看到群消息也会选择忽略，很多需要家长支持配合的内
容迟迟得不到回应。甚至部分家长在班级群里去讨论私
事。 部分家长认为微信群里发出的信息严谨性不够，对
于幼儿园的一些事项应该由教师打电话或者亲自告知，
总之多样化的问题让家园之间的沟通难度越来越大。
（二）家园共育流于形式，难以深入人心
目前，电子屏的使用范围比较广泛，因此，幼儿园在

发布一些信息时，可以直接将相关内容通过电子屏来公

布。不过家长很少会去阅读。教师以群公告、群文件等内
容上传的“活动通知”“致家长的一封信”等内容，也很少
会有家长亲自打开仔细阅览。部分家长打开相关内容之
后，简单地浏览一遍便关闭掉，忽略了很多细节。甚至部
分家长认为幼儿入园以后，教师就需要对孩子的教育完
全负责。正是因为一系列的错误思想或者认知，导致家长
的重视程度不够，家园共育模式很容易流于形式。
（三）年长家长的信息技术操作熟练度不够
目前，年轻的父母正处于事业的上升时期，因此，他

们需要将更多的精力放在工作上，将孩子上幼儿园的任
务完全交给了长辈，如孩子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等。但
是年长的家长接触手机、电脑的机会比较少，对于很多
功能他们都不了解。因此在进行交流沟通的时候存在着
很多的难点。 有的年长家长说自己不会使用微信，有什
么事情跟孩子的父母说。 有的年长家长喜欢安静，但是
每天微信群里，家长、老师总是不断地发一些孩子的图
片信息，严重影响到了年长家长的正常生活。 有的家长
也提出了相应的困惑， 当放学时间去接孩子的时候，会
向教师询问一下有没有什么任务，此时，教师总会留下
一句看群消息， 但是很多年长家长根本不会用手机，自
然也就不知道教师发布了哪些任务。因为年长家长对于
信息技术的运用不熟练，也会严重导致家园共育模式的
开展存在着一定的问题。如果年长监护人忘记了与孩子
父母沟通，那么就没有办法传达幼儿园的任务，让家园
共育的效果不高。
（四）教师、家长过分依赖信息化手段
相比于幼儿的爷爷奶奶不善于应用信息技术，幼儿

的父母以及教师正好与之相反，对信息技术有着较强的
依赖性。 大部分教师与幼儿父母进行沟通的时候，习惯
采用微信、QQ等方式， 对于其他内容的应用频次不高。
有时候这种手段反而起到了负面的效果。 比如，在解释
某个问题的时候， 明明可以一两句话就能交代清楚，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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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伴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学前教育成为家庭和社会非常关注的内容。在幼儿园教育阶段，幼儿园需要践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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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育对策的开展提供了很多便利。不过就当前家园共育的现状进行分析，可以发现有很多的问题亟需解决，如微信群
的管理难度大、年长的家长对于信息技术的操作流程不熟悉、年轻的家长过于依赖信息化社交手段，与幼儿园教师面
对面沟通交流的机会越来越少等等。 如果想要深度践行家园共育理念，那么幼儿园必须要对上述的问题进行针对性
的解决，保证家园共育理念的新颖性、开放性和可操作性，让信息技术能够充分发挥它应该具有的价值。
【关键词】互联网教育 家园共育 教学对策
【中图分类号】G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21）40-0130-02

幼教·论坛

130· ·



Course Education Research课程教育研究 2021年第 40期

是在利用微信进行传达的时候， 花费的时间会大大增
加。因为脸部表情以及说话语气对于情感表达有着一定
的辅助作用，但是微信聊天的沟通方式，教师和家长之
间既看不到表情，也无法感受语气，因此，在沟通交流上
常常出现过分解读的现象， 从而影响了正常的工作进
程，甚至还会影响教师与家长的情感，进而降低了家园
共育的效率。

二、信息化背景下家园共育的策略

（一）更新教师教育理念，提升教师专业素养
教师想要保证家园共育工作的实效，就必须转变传

统的教育理念，不断提升自身的素养。 提升幼儿园教师
专业素养的方法有很多，下面列举几个比较常用的。 首
先，幼儿园需要组织教师定期就《家长教育行为规范》进
行学习，认识到家园共育的重要性，增强作为教师角色
的责任感以及意识，从而提升教师的理论水平。其次，幼
儿园需要定期组织教师进行观摩、总结和探究，通过网
络的社交功能，将不同的教师拉到一个分组内，让不同
的教师之间相互分享自己是如何开展家园合作的，大家
相互总结经验， 研讨出在家园合作中的有效沟通方法，
让家长能够主动参与到幼儿园教育活动中。 最后，教师
需要提升自身的人际交往能力。 在和家长相处的过程
中， 教师的社交能力强弱直接会影响着家园合作的效
果。良好的社交技巧以及语言魅力可以让家长从心底支
持家园合作项目。 如果教师的社交技巧较差，且说话比
较直白，那么很有可能说出伤害到家长的话语，从而使
家长与教师之间的关系愈发紧张。
（二）让家长管理微信群，提升家长的重视程度
在幼儿园管理工作中，微信群是沟通家长的重要渠

道，关闭微信群是不可能的。 针对家长对于微信群重视
程度不高的问题，教师可以尝试采取放权政策，让家长
轮流担任管理员，负责本群的纪律管理。 对于管理质量
比较优秀的家长，教师可以为其颁发荣誉证书。 当家长
轮流负责管理微信群的时候，他们一方面能够亲身感受
到教师管理的不容易，在日后的家园合作中，更加配合
教师的各项合作。另一方面，在家长管理的过程中，需要
其他家长的相互配合。只有家长积极主动地去配合其他
家长，那么当自己在值班的时候，其他家长才会积极主
动地配合自己。 这可以培养家长相互尊重的意识。 教师
还需要规范班级群的使用，仅限于在群里发布与孩子相
关的教育内容，且尽可能保证每一位家长连续发送的内
容不超过三到五个篇幅。 这样可以让家长产生一种意
识，即班级群就是用来做正事，而不是用来聊天的。只有
家长和教师能够共同遵守问题，才能构建规范化的网络
交流平台，进一步促进家园共育的落实到位。
（三）教师和家长相互尊重，相互体谅

语言是交流沟通的重要渠道。如果人与人之间的沟
通交流比较少，那么就会使交流的双方主体产生不必要
的纠纷，对我们日常的工作学习产生影响。 作为一名高
素质的教师，除了具备良好的教书育人能力以外，还应
该具有优秀的师风师德。我们在上文中提到年长的家长
朋友的信息应用能力比较弱，没有办法与幼儿园进行顺
利的交流，那么此时幼儿园应该承担起提升年长家长信
息化能力的重任。 教师可以在周六日邀请不会使用手
机、 微信、QQ的年长家长参加幼儿园组织的培训工作。
在开展家长培训工作的时候，允许他们之间相互探讨学
习，而不是单纯地坐在那里听讲，否则只会徒增家长的
反感。 教师应该加强日常与家长的沟通交流，从家长那
里了解不同幼儿的行为习惯以及性格特点，进而有针对
性地解决比较常见的幼儿园问题。
（四）巧借信息技术定期开展交流互动
我们可能会遇到教师频繁采取信息技术手段与家

长进行互动交流，这种情况在刚开始的阶段可能双方都
能够接受，但是时间一长，家长还要忙于工作，就会导致
后者的心理反感。 因此，教师需要与家长之间就信息技
术联系的时间段进行约定，固定选取一个双方都比较空
闲的时期，讨论幼儿近期发展的状况。 对于那些没有时
间手机联系的家长，教师需要进行家访，让家长深度了
解幼儿的情况。 除此之外，幼儿园还需要选取合适的时
间举办开放日，邀请家长入园参加一些亲子活动或者培
训活动，增加家长与教师之间的交流，为家园合作做好
铺垫。

三、结论

通过对上述内容的分析与总结，我们可以发现信息
技术应用是家园合作中非常重要的一种手段，幼儿园可
以借助互联网技术定期在班级群里发一些与孩子紧密

相关的照片， 也可以利用群公告下发一些活动通知，让
家长可以及时对活动的具体内容有所了解，从而做好前
期准备。当然利用信息技术的社交功能可以显著增加教
师与家长之间的互动性，帮助家长深度了解最近一段时
间的孩子状况。 相信在信息技术的帮助下，家园合作将
会越走越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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