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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前社会发展进入新的阶段，网络信息化技术不断进步，对人们的实际生活具有重要

影响。伴随新教育政策的深入落实，人们越来越重视幼儿园教育。在幼儿园教育实际中，幼儿

园需要加强与家长的沟通交流，为了让幼儿健康快乐成长，幼儿园可以充分发挥网络信息化技

术优势，构建家园协同育人教育模式，鼓励幼儿园教师学习有效的教育方法，加强与家长之间

的合作，以此来实现高质量的教学，为幼儿的良好发展奠定科学基础。该研究主要就“互联网+”
背景下家园协同育人的现状与对策两个方法展开分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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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urrently, social development has entered a new stage, and network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s constantly advancing, which has an important impact on people's actual lives. With the in-depth
implementation of the new education policy, people are paying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to kindergarten
education. In the actual practice of kindergarten education, kindergartens need to enhance
communication and exchanges with parents. To ensure the healthy and happy growth of children,
kindergartens can fully leverage the advantages of network information technology, build a
home-kindergarten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model, encourage kindergarten teachers to learn effective
educational methods, and strengthen cooperation with parents, so as to achieve high-quality teaching.
Lay a scientific foundation for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young children. This article mainly conducts
an analysis and research on two methods: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countermeasures of home-school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Interne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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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在数字技术深度渗透社会各领域的今天，以云计算、大

数据、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网络信息化技术，正重塑教育生态。

《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明确提出推动信息技术与教育教

学深度融合，构建 “互联网 + 教育” 新生态，学前教育

作为国民教育根基，其创新发展备受关注。幼儿园作为幼儿

社会化启蒙的关键场所，如何顺应 “互联网 +” 趋势革新

教育模式，成为学前教育领域的重要研究课题。

家园协同育人是提升学前教育质量的核心路径。美国早

期教育专家布朗芬布伦纳的生态系统理论表明，家庭、学校

等多重生态系统的协同交互，对幼儿成长环境的连贯性和一

致性意义重大。传统家园沟通依赖家长会、家访等线下形式，

存在时间成本高、信息滞后等局限。“互联网 +” 技术的

融入，为打破时空壁垒、构建即时互动的家园协同模式提供

了可能。通过线上线下资源整合，幼儿园得以搭建高效互动

平台，实现教育信息实时共享与深度交流，这既是落实 “全

环境育人” 理念的必然要求，也是提升教育精准性与实效

性的关键举措。

但当前 “互联网 +” 背景下的家园协同育人实践仍处

于探索阶段。部分教师和家长对信息化教育工具的运用浮于

表面，未能充分挖掘其资源整合与个性化指导的潜力；家园

双方在协同育人中的角色定位模糊，难以形成教育合力。因

此，系统梳理现状、剖析问题，并结合 “互联网 +” 技术

特性提出改进策略，对推动学前教育高质量发展、促进幼儿

全面成长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价值。这需要幼儿园教师积

极拥抱技术变革，深入探索 “互联网＋” 与学前教育的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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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路径，通过理念创新、模式优化和机制完善，提升家园协

同育人的专业化水平。

2 “互联网+”背景下家园协同育人的现状

2.1 缺乏合作观念

幼儿教育阶段是幼儿发展的关键时期，这个过程中，幼

儿家长逐渐开始关注幼儿的实际学习情况，然而，在一般情

况下，家长对于提升幼儿学生能力的实施策略更加关注，但

在实际中，家长过多关注幼儿的学习成绩，不够重视幼儿思

想品质的发展。当前新教育政策不断落实，人们广泛关注幼

儿的教育工作，幼儿教师的思想意识逐渐提高，迫切希望加

强与家长之间的沟通协作，以此来促进幼儿的良好发展，由

于幼儿教师与家长之间对于家园协同育人教育思想的认知

存在比较大的差异，导致幼儿教师与家长之间的合作比较少。

所以，面对这样的情况，需要幼儿教师运用有效资源加强与

幼儿家长的沟通，协同合作，关注幼儿的教育问题，为幼儿

的良好成长提供指导，以此来实现家园协同育人的高效性[1]。

2.2 家园协同育人双方责任不清

实践中，家园双方责任边界模糊的问题长期存在且日益

凸显。受传统 “学校本位” 思想影响，多数家长将幼儿园

视为幼儿教育的主要责任主体。调查显示，部分城市约 65%

的家长认为 “教育孩子是幼儿园的事，家长只需配合”，

导致家庭教育主动性不足。如某幼儿园开展线上亲子共读活

动，仅有 40% 的家庭能持续参与，工作繁忙、缺乏指导能

力成为家长推脱责任的主因。

现代快节奏生活加剧了责任认知失衡。职场竞争压力下，

家长与教师沟通时间严重不足，《中国家庭教育现状白皮书》

指出，约 38% 的家长每周与教师交流不足 1 小时，致使幼

儿在园关键信息缺失，家庭教育缺乏针对性，家园协同难以

形成闭环。这种双方相互依赖、推诿的现象，正是 “旁观

者效应” 的体现。

从教师视角看，尽管意识到家园合作重要性，但因缺乏

系统化沟通培训，教师难以用专业语言阐释幼儿发展规律与

教育策略，导致家长责任认知模糊。例如在幼儿行为习惯培

养上，双方常陷入 “重结果、轻过程” 的沟通误区。同时，

微信群、教育 APP 等新型沟通工具虽提供便利，却因信息

过载、沟通碎片化，进一步弱化了责任划分，阻碍协同育人

机制运转。 

3 “互联网＋”背景下家园协同育人现状的改进

策略

3.1 创设网络交流沟通平台，深化教育理念

在“互联网+”的大环境下，网络信息化技术飞速进步，

对人们的生活实际产生很大影响，加强了人与人之间的沟通

交流。加之新教育政策的不断落实，网络信息技术在教育教

学工作中得到广泛运用。所以，幼儿园要充分发挥网络信息

化技术的优势，把“互联网+”与家园协同育人有效地结合

起来，幼儿园可以创设一个网络交流平台，有效落实家园协

同育人政策，借助这样的方式，加强幼儿教师与家长之间的

交流合作，增强家长的教育认识，让幼儿教育工作可以高效

运行。幼儿园在创设网络交流沟通平台的实际过程中，幼儿

教师需要加强与幼儿家长的沟通，互相合作，给予幼儿科学

的教育，为幼儿的健康成长提供帮助，以此来实现家园协同

教育的目的[2]。

例如，幼儿园在开展幼儿教育工作实际中，幼儿园可以

借助“互联网+”建立一个幼儿教育教学专题栏或者论坛。

借助这样的方式，可以让幼儿家长指导幼儿在幼儿园中的实

际表现和进步情况，加强对幼儿的了解。与此同时，借助网

络平台，幼儿园可以鼓励家长学习科学的幼儿教育方法，让

幼儿家长学习新的教育思想，让幼儿家长重视幼儿教育问题，

为家园协同育人教育工作的有效落实做铺垫。幼儿园与家庭

的合作沟通，可以让幼儿教师与家长之间共同明确教育方法，

为幼儿提供良好的教育，以此带来良好的教育效果。除此之

外，借助网络平台，幼儿教师与家长之间的沟通交流逐渐增

加，可以促进幼儿教育工作的顺利运行，为幼儿未来的良好

发展提供有效帮助，为社会的建设贡献人才力量。

3.2 制定严格监管保障制度，奠定合作基础

网络信息化技术可以为人们的沟通交流提供便利，但在

实际的运用中，如果不严格管控，也会出现一些不良问题。

所以，幼儿园在借助“互联网+”进行家园协同育人工作的

实际过程中，幼儿园需要制定科学的、严谨的网络监管制度，

为幼儿教育工作的高效展开奠定良好基础。

例如，在网络平台中，往往存在冒充幼儿家长乱发广告

的情况，幼儿园需要重视设立科学严格的监管制度，一旦发

现恶意宣传人员，需要借助有效措施进行解决。与此同时，

幼儿园需要构建网络信息平台，加强对幼儿园的管理，可以

在幼儿园内设置监控，对网络控制系统进行及时更新，为幼

儿创设良好的学习生活环境。除此之外，幼儿园需要引进专

业的互联网技术工作人员，定期排查网络设备，对其进行整

合优化，在此基础上，对幼儿园的实际运行情况进行记录，

为幼儿教师与家长提供足够的便利，以此来实现家园协同育

人教育的科学性。

3.3 线上线下合作共同开展，提高协同育人效果

在“互联网+”的环境下，幼儿园在进行家园协同育人

的过程中，需要加强网络平台建设的同时，也需要注重幼儿

教师与家长之间的互动。在这个过程中，幼儿教师可以运用

线上与线下交流相结合的方式，加强与家长之间的沟通合作，

让幼儿家长明确自身的教育职责，学习有效的教学方法。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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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同时，需要在确保幼儿园工作顺利运行的情况下，重视幼

儿教育活动的互动交流，让幼儿园与家长共同了解幼儿的实

际情况，可以让幼儿在家庭和幼儿园中受到相应的教育[3]。

例如，幼儿园在运用网络信息化技术开展家园协同育人

工作的过程中，可以借助创建微信群的方法，为家园协同育

人提供线上交流平台，可以高效灵活地进行线上沟通互动。

在幼儿的家长微信群中，幼儿教师可以借助手机拍摄幼儿在

幼儿园的表现，让幼儿家长可以充分了解幼儿的实际情况。

除此之外，借助微信群，幼儿教师与幼儿家长之间可以就幼

儿的教育问题进行讨论研究，相互学习，借鉴有效的教育方

法，为家园协同育人工作的顺利高效运行奠定基础，为幼儿

提供良好的教育，以此来实现网络信息技术与家园协同育人

的科学融合，为幼儿的良好成长提供有利支撑，为社会的建

设发展贡献优秀人才储备。

4 结语

伴随网络信息化技术的不断进步，为人们的日常生活带

来很大的便利。网络信息化技术与教育教学工作的融合成为

一种新的发展趋势。所以，幼儿园需要科学利用网络信息手

段，把“互联网+”与家园协同育人有效结合起来，为幼儿

提供良好的教育。与此同时，幼儿园需要重视与家长的沟通

交流，幼儿教师可以借助网络信息化技术加强与家长的互动，

让幼儿家长重新认识幼儿教育工作，关注幼儿的实际发展，

教师需要鼓励幼儿家长学习科学教育思想，让幼儿家长更新

自身的教育思想。借助网络信息化技术，让家长清楚知道幼

儿的实际表现，立足幼儿身心发展的实际特点，家长需要有

效地运用教育资源，对教育方法进行调整，以此来促进家园

协同育人工作的高效运行，为幼儿的良好成长做铺垫，为幼

儿后续的生活和学习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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