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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英国的ＥＰＰＥ项目是欧洲规模最大、旨在考查学前教育和保育如何影响儿童发展的研究。研究发现家庭学
习环境可以对儿童的全面发展产生影响，父母的教养行为是可以学习的，“父母做什么比父母是谁更加重要”，研究结果

为政府采取重要措施、为家长提供额外支持和教育服务干预家庭学习环境提供了科学依据。我国农村贫困地区早期家

庭学习环境缺失，可以借鉴ＥＰＰＥ项目的研究成果，促进我国农村贫困地区家庭学习环境的创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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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ＥＰＰＥ项目在家庭学习环境领域的研究成果
英国的有效学前教育项目（简称ＥＰＰＥ）始于１９９７年，受英国政府资助，时间长达７年。ＥＰＰＥ项目

是第一个揭示不同学前教育机构对儿童发展产生持久影响的大规模、运用多层模型进行数据分析的纵

向研究，也是欧洲规模最大、旨在考查学前教育和保育如何影响儿童发展的研究，对英国学前教育政策

的制定和日常教育实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关注的核心问题是儿童个人发展特点如何受到周围环境

的影响，包括家庭环境和教育环境。

ＥＰＰＥ项目研究用充分的证据表明，家庭学习环境可以对儿童的全面发展产生影响，且早期的家庭
学习环境从上幼儿园到小学结束一直对儿童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认为“父母做什么比父母是谁更加

的重要”。只有早期家庭学习环境，才能够预测１１岁前所有发展成果的实质性变化，而且家庭学习环
境是儿童发展的一个重要的独立预测指标；家庭学习环境的影响比父母受教育程度、社会经济地位、家

庭收入等因素影响更大，也与儿童认知和社会性发展等所有方面都存在相关关系；家庭学习环境与同伴

交往能力呈正相关，与反社会、焦虑或忧郁行为成负相关，同时它也能独立对抗逆力产生的影响。

ＥＰＰＥ项目在发现这些研究成果的同时，也为政府采取重要的政策措施来改善和干预家庭学习环
境提供了科学的依据。首先，为作为儿童首任教师的家长提供额外的支持和干预，干预的重点应当是促

进亲子之间的互动。其次，指导家长的养育行为，进一步促进儿童发展与进步。最后，支持家庭学习环

境的创设，增强父母在育儿过程中的“教育性”服务，有利于儿童获得更好的发展。

２　我国农村贫困地区早期家庭学习环境创设中存在的问题
８０后的父母已成为家长中的主力军，虽然人们的育儿观念和对子女教育的重视程度和父辈相比有

了很大的提升，但由于农村贫困地区经济不发达、自然地理环境恶劣、家长受教育水平低以及家庭共育

责任缺失、教育资源匮乏、缺乏教育支持和帮助，导致我国农村贫困地区早期家庭学习环境创设认识淡

薄，甚至忽略和缺失。

第一，父母教育角色功能弱化导致早期家庭学习环境的质量不高。ＥＰＰＥ项目研究表明，儿童７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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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家庭学习环境比父母的社会经济地位、受教育程度或收入等其他传统不利因素对儿童发展的影响更

大［１］。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和进城务工潮流的出现，在农村幼儿的成长环境中，最明显的变化是父

母作为孩子成长中的“重要他人”的教育影响力和角色功能的弱化和缺失，表现为：亲子关系意识淡薄；

父母坚持简单的“弥补”孩子的心态，重物质满足轻亲子互动和家庭中各种“教育性”活动的开展；父母

亲缺乏沟通技巧且不善于倾听；父母在孩子的教育中各司其职、教养方式不一致。经济、政治、文化的相

互制约，使得父母不得不在外务工或在家从事繁重的农活，很少有精力和时间去创设早期家庭学习环

境，也未能认识到早期家庭学习环境的意义和价值。即使有些父母对早期教育有了一定的认识，但都是

朴素的经验之谈，未能充分意识到早期家庭学习环境在幼儿成长及入学准备中的重要性。

第二，父母缺乏对早期家庭学习环境的创设及参与导致幼儿入学准备不足。研究表明，儿童在学前

阶段的生活与学习经历，对其入学准备和后续的正式学习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家庭学习环境变量对儿童

的入学准备影响最大。相对于低收入家庭来说，高收入家庭更有可能为儿童成长提供丰富的刺激环境，

如提供更多的图书、组织更多次数的教育活动等。农村贫困地区，由于对早期家庭学习环境的不重视及

观念和条件的限制，亲子之间的学习活动很少开展。父母受教育程度低、各类知识欠缺，他们难以参与

和帮助幼儿的学习活动及认知探索。而事实表明，在学龄前期教孩子学儿歌、童谣与孩子的语言发展高

度相关。因此，在入学准备上，相比高质量家庭学习环境中成长的幼儿来说，早期家庭学习环境创设缺

失的幼儿在认知、社会性和技能方面要落后很多。

第三，父母缺乏对家庭学习活动、亲子互动等与儿童有关的日常活动的参与。研究发现，父母给孩

子讲故事、运用复杂语言、积极回应孩子的问题和交往以及和蔼的态度等指导行为都与儿童较好的发展

成果有关（Ｂｒａｄｌｅｙ，２００２）［１］。家庭通过亲子关系、家庭互动以及所营造的文化氛围影响子女的生活习
惯、行为方式与价值观，使儿童的许多个人特征打上了深深的家庭教育的烙印。但是农村贫困地区的父

母，由于其知识、认知概念的欠缺，对幼儿“最近发展区”的发展，无多大的贡献，甚至对孩子的教育是无

效和负效的。家长们对于如何开展家庭学习活动举足无措。除此之外，一些家长受传统观念的影响认

为参与孩子的活动是有失身份的表现。加之一些父母常年在外，亲子互动及亲子间的活动很缺乏，使得

孩子的成长缺少父母的陪伴、关爱和支持指导。而父母—儿童互动经验是儿童认知发展的一种重要发

展机制，有助于儿童对更为成熟的思维方式和解决问题的策略进行内化。儿童的健康成长和完满的发

展都需要父母主动地参与到与儿童有关的日常生活中来，通过与儿童一起学习和保持共同思考等方式

及开展丰富多彩的亲子互动，进而成为影响儿童发展轨迹的重要人物。

３　ＥＰＰＥ项目对我国农村贫困地区家庭学习环境创设的启示
第一，政府和社区应为家长提供额外支持，通过干预改善家庭学习环境。ＥＰＰＥ项目启示之一是政

府为处境不利的家庭提供家访和保育的干预性服务。对我国贫困地区的借鉴意义在于为处境不利的儿

童提供综合服务、为家庭提供帮助、特别是在教育机构中为家庭提供保育和教育等方面的帮助，能够极

大改变孩子的发展轨迹。首先，政府应通过多种途径为农村家长提供教育援助和支持。如可以通过整

合乡镇、村庄的资源，推动建立农村家长学校、家庭教育咨询指导站，发放育儿书籍或小册子。其次，政

府应增强父母在育儿过程中“教育性”服务，定期聘请相关的家庭教育专家，到各乡镇举行讲座、对家长

进行培训。积极利用好村文化图书室，定期组织家长来此学习并与专家沟通，为家长学习如何做好父

母、开展有效的亲子互动和学习活动而出谋划策。再次，应建立农村社区儿童教育和监护体系，农村社

区工作人员应积极发挥应有的作用，发挥农村社区综合教育功能的干预作用，使社区、学校和家庭形成

教育合力。最后，对家长进行教育和职业技能的培训，使其能在当地就业。通过对农民职业技能教育使

其转变思想观念，拥有一技之长，改变家庭经济状况和生存条件，进而减少亲子之间的分离［２］。总之，

政府应通过多种方式对家长进行教育援助、教育支持和教育干预来改善家庭学习环境。

第二，父母应通过不断学习创设温暖的亲子关系，开展亲子教育活动。父母的养育行为是可以学习

的，父母养育行为的变化也和儿童的发展进步相关联。另一项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结论，父母在孩子学前

期就给予提高读写能力的方法指导，儿童的读写能力发展更快［１］。父母做什么比是谁更加的重要，父

母关注的焦点应该放在可以改变的因素上，在“互惠”的学习环境中与孩子共同进步与成长。通过各种

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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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径获取育儿信息，做一个积极和终身的学习者，以谦虚的心态不断学习如何做父母，以进一步促进亲

子互动。正如台湾著名家庭教育家林如萍所言：“温暖的亲子关系绝对是孩子成长的基础，而互敬互爱

的夫妻关系才是家庭的磐石。”因此在早期家庭学习环境的创设过程中，也要十分注重和睦、友好型家

庭的建设及夫妻之间“共亲职”的配合。教育孩子的行为从来都是父母双方共识的结果，“共亲职”教育

活动的能力是需要父母双方共同的不断学习和探索反思获得。家庭作为儿童社会化的第一个场所，父

母应特别注意温馨和睦的家庭在儿童成长中的重要性，而在孩子年幼时温暖的亲子关系和亲子的有效

互动在其健全的成长中显得尤为重要。

第三，应充分发挥优质幼儿园与家庭学习环境的协同和相互作用。ＥＰＰＥ项目的研究也启示我们，
无论早期家庭学习环境得分低还是高，上幼儿园都能给儿童带来显著的益处，特别是能从优质幼儿园中

获益，优质高效的幼儿园教育对早期家庭学习环境差的儿童帮助最显著。研究还发现，儿童进入优质的

幼儿园可以对抗早期家庭学习环境较差的不利影响，使儿童随后的自我调节水平得到提高。现阶段，面

对农村贫困地区家庭学习环境的创设还面临着一定的困难和挑战。而农村贫困地区最为常见的教育形

式是学校主导或指导下的家庭教育。这就需要幼儿园发挥其有效性和协同作用，为家庭学习环境得分

不高的家庭和幼儿提供有针对性的帮助。

我国农村地区广泛存在着乡镇中心园、村办园、家庭式的民办园、教学点、学前班等形式的学前教育

资源。考虑到农村父母获得育儿知识的有限性，幼儿园要充分利用家长会议、亲子活动，积极和家长沟

通幼儿的学习情况，传授科学合理的育儿观来“服务家长”。通过这种普及教育服务进行早期干预，而

保教结合的教育服务应成为对农村贫困家庭和儿童服务的核心。同时提高幼儿园本身的质量将有利于

所有儿童提高发展水平，对来自多重不利背景的农村贫困家庭儿童而言，在家庭学习环境质量不高的情

况下，再缺少高质量的幼儿园教育对他们来说会产生更多不利因素。所以农村贫困地区在解决“入园

难”问题的同时，更应该考虑如何为幼儿提供有质量的幼儿园教育，这样的教育结合家庭学习环境的协

同作用就能给予儿童良好的入学准备，并且发挥其教育影响合力持续的作用。

第四，重视父母对儿童早期教育指导的价值，应着眼提高父母（尤其是母亲）的受教育水平。很多

研究都证明，父母的指导对儿童早期教育具有重要价值，特别在引导孩子的学习方面价值更大。研究发

现，父母给孩子讲故事、运用复杂的语言、积极回应孩子的问题和交往时和蔼的态度等指导行为都与儿

童较好的发展成果相关（Ｂｒａｄｌｅｙ，２００２），而富有挑战性的活动更有可能会促进儿童一些特殊技能的发
展。因此农村父母应多给孩子讲故事、玩数字游戏、和儿童一起作画、教他们诗歌或童谣等。这对儿童

的认知及社会性的发展都有显著的作用。ＥＰＰＥ项目在其整个研究过程中，以获得最高学历为指标的
父母受教育程度一直产生着显著的积极效应，而且这种净效应还随着儿童的年龄增长而增强。母亲的

受教育程度越高，儿童１１岁时出现的自我调节、亲社会行为的比例增多，而出现反社会行为和多动症的
比例就降低。且母亲的受教育程度与儿童的同伴交往、焦虑与忧郁行为显著相关。研究还论证了父母

（特别是母亲）的受教育程度越高，家庭学习环境的得分就越高（相关系数是０．３）。因此高质量家庭学
习环境的创设，需要母亲有高的文化水平，也需要对幼儿的生理和心理需求具有较高的敏感性和反应

性，能主动地参与到幼儿的学习活动中来，做一名能为孩子提供“鹰架教育”和“最近发展区”的支持者

和引导者。这都需要母亲有较高的知识水平和能力，而高质量的早期家庭学习环境的创设离不开母亲

较高的受教育水平。农村贫困地区，由于母亲是其主要的抚养者，要想获得较高的家庭学习环境的得分

从长远看需要提高母亲的受教育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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