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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合作研究文献分析 ①

孔　露，韩　珊 ，阳德华
（西华师范大学 教育学院，四川 南充６３７０００）

摘　要：通过分析２００２～２０１３年６月刊发在相关期刊上的家园合作研究文章发现，相关研究的文章作者基本上来
自于东部经济较发达地区，中西部地区的文章较少；且绝大部分文章出自于幼师或高校研究者之手，幼师、高师或家长合

作撰写的文章相对较少；研究方法则是多以经验总结法和文献法为主。在重视家园合作的措施、途径和策略研究，扩大

对家园合作的作用研究的同时，建议加大对国外家园合作经验的引进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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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问题的提出
家园合作是指幼儿园和家庭都把自己当作促进儿童

发展的主体，双方积极主动地相互了解，相互配合，相互

支持，通过幼儿园与家庭的双向互动共同促进儿童的身

心健康发展［１］。近年来，国内很多学者对家园合作问题

做过大量的相关研究，但是，目前基本上还未有学者对家

园合作的研究文献做过详细的梳理和总结。故笔者比较

全面、多维度地对文献资料进行整理、归纳和分析，希望

能对后续研究有所帮助。

２　文献取样与分析维度
以“家园合作”、“家园共育”、“家园联系”、“家园沟

通”、“家园互动”为关键词，搜索 ＣＮＫＩ中国知网的期刊
全文数据库，共查询到 ２００２～２０１３年 ６月刊发的文章
１２４１篇。其中从核心期刊选出文章６２篇，有代表性的学
前教育期刊杂志如幼儿教育８４篇，早期教育５１篇，教育
导刊（下半月）６３篇，共计２６０篇。主要从文章刊发年份
分布、作者的类型和区域分布研究方法以及研究内容等

四个维度进行研究。

３　研究结果与分析
３．１　文章刊发年份分布

如图１所示，家园合作研究文章的刊发年份分布大
体呈现出两个高峰期，一个是２００３年至２００５年，另一个
是２００９年至２０１２年。而从总体上来看，后一个高峰期文
章的总数量略高于前一高峰期的文章总数量，大体上呈

现出增加的趋势。《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从

２００１年９月份起开始试行，《纲要》中明确提出：“幼儿园
应为家庭、社会密切配合，共同为幼儿创造一个良好的成

长环境。”因此，２００２年后出现一个对家园合作课题研究
的小高潮，与国家对学前教育的重视以及相关政策的颁

布不无关系。随着学前教育各项工作的不断进展，２０１０
年出台《国务院关于当前发展学前教育的若干意见》，明

确提出“实施学前三年行动计划”；在２０１２年１０月份，教
育部又发布了《３—６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等相关文
件。显然，由于国家和社会对学前教育不断持续关注和

重视，在２０１０年之后又出现了一个对家园合作这一重要
问题研究的小高峰期。

图１　家园合作文章刊发年份分布
３．２　家园合作文章作者类型及区域分布
３．２．１　作者类型分布

据分析，家园合作的文章作者类型大概可以分为如

下几种：幼儿教师、高校或研究院的研究者、幼儿家长和

两种类型及两种以上类型的作者合作撰写。如图 ２所
示，对家园合作这一重要问题进行关注和研究的主要是

幼儿教师和高校研究者，二者共占９１．２％，而家长和合作
撰写的类型只占６．１％。这种畸形发展的形式，值得我们
思考的。毋庸置疑，家园合作作为一个幼儿园和家庭如

何配合的问题，能够引起广大的幼教工作者的重视是值

得我们欣慰的。特别是出现了一些优秀的研究成果。例

如，浙江幼师王秋红在《新农村幼儿园家园沟通的分层策

略》中提出：统一的沟通方式尽管在形式上满足了家园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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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要求，但缺乏针对性和成效性，因此，她提出针对不

同类型的家长实施不同的沟通策略的研究［２］。天津幼师

李琳玉在《关于家园合作开发幼儿园课程的思考》中提

出：“编制幼儿园课程，实施家园合作教育”［３］，给我们提

供了一个研究家园合作问题的新角度。

图２　家园合作文章作者类型分布

３．２．２　作者区域分布
家园合作研究的作者可分为三个区域：东部、中部和

西部，与经济区域划分相似。东部最多，中部其次，西部

最少，如图３所示。而东部的文章又绝大部分来源于浙
江、福建、江苏、广东、北京、上海等经济发达地区。这种

趋势的出现，很显然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有着密切的关

系。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展迅速，学前教育的发展水平

走在国内前列。因此，对家园合作这一重要问题的关注

和研究水平也必然会高于内地，所发文章的数量和质量

也自然就会占有绝对优势。

图３　家园合作文章作者区域分布

３．３　家园合作文章研究方法
如图４所示，经验法在家园合作研究文章中占有绝

对优势地位。研究者通过自身的观察、实践、操作等过

程，积累了一定的经验或启发，进而对如何更好地做好家

园合作工作建言献策，提出自己的建议或策略。如：陈京

敏提出：如何有效提升家长助教活动品质的策略，吴彩霞

提出：让父亲参与家园共育的想法和策略，李铭建议：从

孩子的日记中寻找家园合作的切入点。而在家园合作研

究中，文献法应用的也不少。调查法的应用相对较少，仅

有２１篇文章，大部分主要是对家园合作现状的调查及建
议。例如：钱愿秋等《家园合作中的家长参与现状调查与

思考》，余胜美的《农村民办幼儿园家园合作现状及思

考———以广州四所农幼为例》等。运用个案法和比较法

的文章很少，如：应建敏的《和皮大王凯凯过招———关注

“特殊”幼儿的家园共育》。比较法主要是对国家间家园

合作工作的比较及启示，如：李生兰的《美国学前教育机

构家访工作及其启示》，尹兰英的《ＨＩＰＰＹ项目及其对我
国家园合作的启示》等。

图４　家园合作文章研究方法分布
３．４　家园合作研究内容

国内研究者对家园合作研究的内容主要集中在家园

合作的途径、措施及其问题与对策，家园合作的作用，国

外家园合作的经验等几个方面（如图５）。在讨论“如何
更好地实现家园合作”这一问题时，大多数研究者主要关

注对家园合作新形式的探讨、重视家园合作中幼儿园、幼

师和家长作用的充分发挥。过去研究已经探讨出了多种

家园合作的新形式，如母亲会所、亲职教育、幼儿成长助

教团等。而很多研究者也是非常重视幼儿园、幼师和家

长在家园合作中的地位和作用。例如，马浩然认为幼儿

园和家庭均可以成为家园合作的倡导者和发起者，不应

该存在领导者；家园合作工作应基于双方的自愿原则，不

应该成为家长和幼儿园教师的负担［４］。又如，王伟提出

为了引导家长在幼儿教育中发挥出应有的积极作用，必

须重视家长参与的相关研究，探寻家长参与的多种形

式［５］。在介绍国外家园合作的经验时，很多研究者基本

上是在介绍国外经验的基础上，提出对我国家园合作的

启示或建议。例如，周林灿等的《瑞吉欧社区管理模式对

我国家园共育的启示》等。近些年来，一些研究者开始关

注特殊情况下的家园合作研究，例如：外来务工群体的家

园合作、新农村或城乡一体化下的家园合作等。例如，贺

琳霞认为，通过对流动幼儿，即流动人口子女的早期教育

现状的调查，探讨流动幼儿家园合作存在的问题及影响

因素，并提出相应的解决策略，以期改善流动幼儿的教育

现状，促进流动幼儿的健康成长［６］。

图５　家园合作文章研究内容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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