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幼儿园大班家园共育活动方案及
措施(大全5篇)

无论是个人还是组织，都需要设定明确的目标，并制定相应
的方案来实现这些目标。方案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
才能写好一篇方案呢？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方案范文，
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幼儿园大班家园共育活动方案及措施篇一

一、现状分析：

三岁之前，孩子生活在家里，与家长如影随形。孩子学做人
是从家长身上开始的，孩子除了接受家长的人格感染之外，
还可以学习生活知识和经验，但是，在当今这样一个充满竞
争压力的社会里，不少父母求助于金钱的积累或事业的发展，
而忽视了对孩子的早期教育，他们不是把孩子放在老人身边，
就是请保姆带，少数放在身边带的也无暇去顾及，上了幼儿
园更是把教学任务一股脑的丢给幼儿园，认为这些都是幼儿
园的事，要知道，父母对孩子的教育职能，是义不容辞的，
是永无假期的。我班许多家长也存在这样的问题，有的家长
甚至到现在还认为幼儿园只是关关孩子的，上不上幼儿园无
所谓，三年了，至今有几位幼儿的爸爸从来没来过幼儿园，
针对这些情况，为了使这一学期的工作更有效地开展，我们
制定了一些目标措施及具体活动，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家
长的观念能有所改变，孩子们能在家园双方的密切配合下，
快乐成长，健康发展。

二、工作目标及措施

1、建立与家长联系的多层桥梁，做好幼儿园与家长之间的沟
通工作。



措施：

(1)通过家园宣传栏、召开家长会，个别交流、电话联系、亲
子活动、观摩半日活动、发放亲子单等多种形式，与家长共
同学习幼儿教育、切磋育儿经验，了解教育新动向，使家长
了解一些与时代相符的教育思想观念。

(2)通过教师的真诚、热情、对孩子的关心、爱心换取家长对
我们工作的理解、支持。如：关注体弱幼儿，幼儿缺课电话
询问等。

2、建立家长资源信息库，发挥家长专长，做好家长的助教及
亲职工作。

措施：

(1)通过召开家长会，了解家长的专长，建立家长资源信息库，
呼吁家长来园报名参加助教和义工活动。

(2)让家长及时了解幼儿园的教育教学动态，与家长共同探讨
班内主题活动的开展，通过助教、亲子小制作、亲子游戏等
形式，给予家长一定的实践指导，引发家长积极体验、主动
参与，让家长人人参与主题活动的开展，充分发挥家长资源
及家长的积极性。

三、具体活动安排

2—3月份

召开家长会、建立家长资源信息库

幼儿园大班家园共育活动方案及措施篇二

随着社会的发展，我们发现非常多的家庭都变得年轻化了，



女性朋友在年纪轻的时候就已经生下了孩子，但是由于竞争
非常激烈，所以大部分的年轻妈妈在生完孩子以后又回到了
事业一线，自己的孩子没有人照顾，所以就只能拜托爷爷奶
奶来照看，造成了非常多的不健康的育儿方式慢慢进入到现
代家庭。老人家给孩子“把尿”“咀嚼食物喂食”之类的情
况，基本上每个家庭都是存在的，而这些行为对于宝宝以后
的健康成长都是非常不好的。

我们可以在宝宝慢慢长大以后发现，孩子会挑食偏食、非常
自私、以自我为中心，还有一部分的孩子就是胆子比较小，
什么事都不敢去做……这些问题很多部分都是因为在孩子小
的时候，爷爷奶奶的不正当教育造成的。

1、老人习惯给孩子“把尿”

由于现在工作非常多，年轻的小家庭都请父母来照顾刚刚出
生的孩子。老人家觉得孩子还小，抱在手上把尿对于孩子来
说是比较好的，孩子也能够更加舒服，所以慢慢地就有了把
尿的不良习惯。在这里，育儿专家想跟各位爸爸妈妈说，孩
子在小的时候最好能够养成自己上厕所的好习惯，这样其实
能够帮助孩子提高他们的排便能力，促进消化系统循环，这
样基本上就不会出现消化不好、便秘之类的情况了。长时间
的把尿对于孩子以后学会生活自理其实是起到了反作用的，
对于孩子来说容易养成依赖的不良习惯，对于孩子的健康成
长也是非常不好的。所以爸爸妈妈最好是给孩子准备一个坐
着的便尿盆，让孩子坐着排尿。

2、咀嚼食物后喂食孩子

孩子的牙齿还没有长好，很多的爷爷奶奶害怕孩子咀嚼不了
食物，就自己先咀嚼烂之后喂食给孩子吃，看起来这是对孩
子好的一种方式，实际上是“害”孩子的举措。成人的口腔
里面有着非常多的细菌，而这些细菌当中除了有益菌之外更
多的是有害的细菌，这些细菌会通过唾液进入到食物当中，



接着就会到达孩子的口腔和消化道，其实对于抵抗力不强的
孩子来说，这是一种非常大的伤害。所以，千万要跟爷爷奶
奶说不能够自己先咀嚼好之后再喂食孩子，平时可以使用粉
碎机之类的机器加工成糊类再喂食孩子。

3、将孩子包裹得过严实

老人精力和体力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下降，老人一般都是非
常畏寒的，到了冬天就会穿非常多的衣服。由于自己觉得冷，
那么理所当然的觉得孩子也会感觉到冷，他们会给孩子穿非
常多的衣服。衣服太多孩子稍稍一动就出汗，要是第一时间
没有发现，然后给孩子换下衣服的话，就会导致孩子非常容
易感冒。老人在给孩子加衣时应该先摸摸孩子的后颈，如果
觉得孩子的体温不低的话，那么就不要给孩子加衣服了。

4、不带孩子外出或玩耍

老人家带孩子的时候总是非常担心孩子的安全，所以不喜欢
带孩子去外面玩，生怕一出去磕了碰了，孩子出什么事情，
自己也会非常心疼。不过要是一直都呆在家里的话非常不利
于孩子综合能力的提高。孩子应该多到外面玩耍，多和大自
然接触，能够提高动手能力、思维能力、交流能力等综合能
力。

幼儿园大班家园共育活动方案及措施篇三

随着爱心教育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孩子懂得了要关心他
人，帮助他人。这其中，“家长园地”起到了重要作用，它
是沟通家园联系、促进家园共育的重要桥梁。

一、有针对性地对家长进行宣传，并给以教育方法上的指导

在对幼儿进行爱心培养的初期，很多家长不太理解我们的教
育工作，存在着许多不正确的观念。如，有的认为爱心培养



可有可无；有的虽然表示有培养的必要，但认为无需进行专
门的教育活动；有的希望幼儿园加大智力开发的力度与知识、
技能的传授；还有的甚至认为培养助儿的爱心，会使孩子从
小吃亏，长大窝囊……针对各种各样的认识，我们在“家长
园地”中向家长宣传了爱心培养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以及爱
心培养的目标、内容，使家长对爱心的培养工作有个初步的
认识，并帮助家长分析幼儿忽视长辈的辛苦、任性、乱发脾
气、不知体贴大人、随意对待小动物等缺乏爱心的表现，对
幼儿今后社会性、人格发展的危害，促使家长转变他们的一
些不正确的观念。

同时，我们还经常通过“家长目地”向家长介绍一些培养幼
儿爱心的方法。如：如何在家庭中营造友爱和谐的精神环境、
如何树立正确行为榜样、如何强化幼儿的同情行为等，使家
长逐步掌握合适的教育方法，从而更有力地配合幼儿园教育
工作的顺利进行。

二、组织交流，让家长共享爱心培养的经验

通过一段时间的培养，家长们欣喜地发现自己的孩子变得会
理解大人、会心疼父母了。同时，家长们对培养孩子爱心的。
兴趣、积极性也随之提高，内心的感触也越来越多。

为了促进家园之间、家长之间的相互交流，我们开设了“我
的教育经验”、“夸夸我的好宝贝”、“小信箱”等栏目，
很多家长纷纷投稿。胡亦秋小朋友的妈妈谈她如何引导孩子
体谅奶奶；张怀之小朋友的妈妈讲了张怀之在家中的可喜变
化……大家分享着培养孩子的经验与收获。

此外，我们还组织家长就“当孩子做出关爱行为时，我们应
该怎么办”这一问题展开讨论，使家长了解到用正确方法适
时地强化幼儿的良好行为，能有效地促进幼儿积极行为的巩
固和内化。



幼儿园大班家园共育活动方案及措施篇四

一、家园共育的定义：

家园共育就是指幼儿园和家庭对幼儿共同实施教育促进幼儿
的健康发展。

学校、家庭和社会这三者构成了完美的教育“金三角”，在
教育的初期阶段，家庭教育和幼儿园教育是所有教育的基石，
要想达到事半功倍教育的效果，二者必须双管齐下。

二、课题研究的背景：

对于家园共育，苏霍姆林斯基曾经说过：儿童只有在学校和
家庭这样的条件下才能实现和谐的全面发展两个教育者不仅
要一致行动，要向儿童提出同样的要求，而且要志同道合，
抱着一致的信念始终从同样的原则出发，无论在教育目的上，
过程还是手段上，都不要发生分歧。

很多发达国家为此做出了很多努力，都在一定的程度上阐明
了家园共育对幼儿发展的重要性。如英国政府于推出了“确
保开端”计划，德国也非常重视家园合作。家长的配合，使
学前教育有了良好发展的事实。

近年来，我国开始对家园共育的工作越来越重视。新《纲要》
明确指出：家长是幼儿园教师的重要合作伙伴。应本着尊重、
平等的原则，吸引家长主动参与幼儿园的教育工作。《指南》
中也提及应注重加强幼儿园和家长的合作。可以看出，我国
利用政策文件的形式，为幼儿健康成长明确指出了方向。但
在家园共育工作的实施过程中也出现了不少的问题：

1、家长对家园共育的认识具有片面性、狭隘性

很多家长认为孩子上了幼儿园，教育孩子的事情就全都是老



师的，当然也很少参加幼儿园组织的活动。这种片面狭隘的
想法阻碍了家园共育的正确实施，也让老师和家长。

在对孩子教育方面容易产生分歧，不利于孩子的健康和全面
的发展。

2、家园合作缺乏积极的、主动有效合作

由于上述中，老师和家长在家园共育中存在分歧，导致二者
之间缺乏积极有效的互动。例如幼儿园每学期都会定期的开
展活动。很多家长只是收到通知，按时参加，老师传达要求，
家长也只是以完成目的的心态来参加。并没有从孩子的角度
来考虑，和老师也没有达成主动有效的交流。

三、课题研究的选题意义和研究价值：

通过研究，可以解决在家园共育中存在的问题。老师要对家
长做思想工作，在教育孩子方面，要原则一致、方向一致，
当孩子遇到困难的时候，幼儿园及家长都应减少包办代替现
象的发生。比如，孩子不会系纽扣，又着急又懊恼的时候，
不要直接过去帮孩子系纽扣，而是面对孩子教给孩子正确的
方法，多练习几次，孩子就学会了如何系纽扣。这样也便很
好的锻炼了孩子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在家园共育工作实施
的过程中，这样的事例其实有很多，所以幼儿老师与家长应
不断总结经验，加强沟通以便共同探索更加行之有效的家园
共育方式。在幼儿园方面例如家长会、家园联系手册、幼儿
园微信公众号、班级联系群、半日活动以及放学时间的口头
沟通。这些都只是“园”在家园共育中的一些单方面措施，
而在“家”这方面我认为家长们应该同时配合“园”的工作，
总结在生活中好的育儿经验，互相沟通，共商对策，努力让
教育效益最大化，这样我们的孩子才能够更加健康、全面、
和谐的发展。

四、理论依据：



1、瑞吉欧教育主张：儿童的学习不是独立建构的，而是在诸
多条件下，主要是在与家长和教师、同伴的相互作用过程中
建构的。在互动过程中，儿童既是受益者，也是贡献者。可
见，只有家园共同合作，才可能带给儿童最好的经验。在实
践中我们不断认识到儿童良好习惯的养成单靠幼儿园和老师
的教育，是远远不够的。

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对孩子的影响最为深远，父母的
言行举止都是孩子模仿的对象，父母对子女的教养态度、家
庭中人和人之间的沟通方式，时刻影响着幼儿未来人格的发
展。

2、《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指出：“家庭是幼儿园重
要的合作伙伴。应本着尊重、平等、合作的原则，争取家长
的理解、支持和主动参与，并积极支持，帮助家长提高教育
能力。”强调了教师要与家庭互相配合，家长与教师都是教
育孩子的主体，是合作伙伴关系。

幼儿园既要对家长做工作，帮助家长提高科学育儿水平，同
时也要求家长参与幼儿园的教育与管理，成为幼儿园提高教
育质量的重要资源。开展家园共育活动目的就是使家园教育
有机联系，密切配合，以促进幼儿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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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园大班家园共育活动方案及措施篇五

家园共育是幼儿健康成长的基础，是幼儿园工作的重要环节。
孩子能够茁壮成长，也是老师和家长的共同愿望。家庭和幼
儿园是影响幼儿身心发展的两大方面，这两大方面对幼儿的
影响必须同方向、同步调才能达到成倍的效果。

每天在接送幼儿时，总会有家长问："今天某某表现得怎么样？
"或是："某某这段时间怎么样？"那么，怎样向家长反映问题
就摆在我们面前。以前，我在这方面不太注意，说话直来直
去，不讲技巧，结果说了半天不但没有解决问题，反而引起
家长的误解，使自己很被动。意识到了这一点，再和家长沟
通的时候，我很注意讲话的内容和方法，边摸索、边试验、
边总结。现在，我用自己总结出的方法和家长沟通，取得了
家长的理解、信任、支持、在老师和家长的共同努力下，孩
子们在各方面取得了明显的进步。下面是我对家园共育的心
得：

幼儿教师的教育对象是天真可爱的孩子，在这些"小可爱"身
上也会有这样那样的缺点和不足，在告诉家长之前教师要想
一想如何向家长表述，可以先把孩子的优点和闪光点告诉家
长，再叙说孩子的不足。

期的的。

沟通的形式涉及口头或书面沟通、详细或简略沟通、正式或
非正式沟通。根据幼儿园工作的性质基本上借助家访、孩子
入园与离园的机会与家长沟通。在我们平时的工作中主要以



谈话为主，一般是主动与家长联系，有针对性地与家长沟通，
就沟通的内容而言有以下几种：

1、归纳总结孩子平常的表现，主动告诉家长，同时了解孩子
的家庭背景。

2、针对发生在孩子身上的情境或事件进行交流。

3、针对孩子的进步或发现孩子的缺点进行交流。

4、针对生活中某一教育现象如溺爱进行交流

5、针对家长的困惑或自己的困惑进行交流。无论哪种情况，
沟通必须有针对性、指向性、客观性。因家长的性格、爱好、
年龄及对孩子的重视程度不同，沟通的方式也就不一样，有
的家长会主动与老师交流而有的家长不善言辞或意识不到就
会缺乏与教师的沟通，无论哪种情况，教师都应积极、主动
与家长交流，在交流过程中会使教师和家长之间架起相互了
解与理解的桥梁，那么任何的问题与矛盾都会迎刃而解的。

教师只有必备有一定的专业理论知识，才能正确实施教育并
且科学指导家长，同时要多阅读幼儿教育的相关书籍才能掌
握幼儿教育发展的新理念、新动态，跟上时代的步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