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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通过采用调查问卷的方法,对天水市四所私立幼儿园的 400 名 3~6 岁幼儿的家庭教育现状通过发放问卷的方式

进行研究。包括幼儿家庭教育的基本信息、家长教育观念及心理状态、家长教养态度及教育方式和家长教育内容及教养行为

四个方面的内容。调查研究发现：幼儿家长的学历多数在高中、中专或技校以上；31%的幼儿家长解答孩子提出的问题并鼓

励进一步深入探求；幼儿家长更偏重于幼儿知识方面和艺术才能方面的培养而疏忽幼儿德育方面的培养。 

[关键词] 幼儿；家庭教育；教育方式 

 

在幼儿阶段的成长过程中,家庭是幼儿最初接触的教

育环境,家庭教育是对幼儿的成长有着重要影响的自然教

育场所；由此可见,家庭教育环境对于幼儿的健康成长至关

重要。有研究显示,家庭教育对儿童学业表现、人格发展、

心理健康、自尊水平、行为问题等其他一系列发展结果有

重要影响[1]。而且随着社会科技的不断发展进步,家庭教育

也逐渐得到人们的越来越多的重视,不管在理论方面还是

实践方面均达到了快速的发展。郭猛指出,粗陋的传统家庭

教育观念逐渐被具有现代科学支撑的学前教育所替代,家

长对于幼儿的教育更偏重于素质和品德方面的教育[2]。刘

玮在《家庭教育应以德育为核心》一文中指出,虽然家长在

思想观念上对于孩子的德育教育非常在意,但是在实际的

家庭教育当中家长们更偏重于注重孩子智育的发展。[3]由

此可见,家长的教育观念与实际的教育行动存在明显的不

一致现象。因此,本文通过对天水市的四所私立幼儿园中

400 名 3～6 岁幼儿的家庭现状进行问卷采集,以了解该市

部分学前儿童家庭教育问题和现状,并从问卷问题为出发

点给出相应的家庭教育建议。 

1 研究工具 

本文采用问卷法收集资料,问卷共计四个部分,第一部

分是家庭教育的基本情况,主要了解家长的文化层次；第二

部分主要了解家长教育观念及其心理状态,包括家长每周

和孩子相处的平均时间,家长对与孩子共处的教育时光的

喜欢程度；第三部分是家长教养方式及教育方式,包括家长

处理孩子提出的问题,家长对待孩子不好的情绪,孩子拿别

人东西时家长的处理方式；第四部分是家长教育内容及教

养方式。问卷发放时研究者随机抽选天水市的四所私立幼

儿园,在每所私立幼儿园发放 120 份关于家庭教育现状的

调查问卷。四所园区发放问卷共计 480 份,通过收回问卷的

数字统计,有效问卷共计 400 份。有效问卷的回收率为

83.33%。 

2 研究结果与分析 

2.1 家庭教育的基本情况 

参与调查的幼儿年龄基本在 3～6 岁之间,幼儿家庭成

员组成多为核心家庭或者三代同堂家庭。表 1 为幼儿家长

的文化程度分布,从文化层次对应的数字中能够看出四所

园所中,适龄学前儿童父母的教育程度占比百分比较高的

学历层次为大专或者本科,这部分父母受教育程度相对比

较高。 

从调查的表中能够直观的看出：幼儿家长的文化水平

在初中以下的仅为 4人,所占比例为 1%,初中的为 72 人,所

占比例为 18%,高中、中专或技校毕业的为 144 人,所占比

例为 36%,大专、本科学历的为 176 人,所占比例为 44%,硕

士及以上的为 4 人,所占比例为 1%。说明幼儿家长的学历

大部分在高中、中专或者技校之上,受教育程度均比较高,

父母高的学历水平对于幼儿的成长是非常有利的,可以导

向正确的家庭教育方式[3-5]。 

表 1  幼儿家长的文化程度分布 

项目 人数 百分比

文化程度

初中以下 4 1%

初中 72 18%

高中、中专或技校毕

业
144 36%

大专、本科学历 176 44%

硕士及以上 4 1%

 

2.2 家长教育观念及心理状态 

由表 2 中的数据能够看出：每周家长平均和孩子相处

的时间在 10小时以下的仅占很少一部分即所占比例为 3%；

绝大多数的家长陪孩子相处的时间在 25 小时以上,占总数

的 63%；而和孩子相处时间在 10～15 小时和 15～25 小时

的所占比例分别是 14%和 20%,说明大部分家长愿意抽出一

定的时间和孩子一起相处。有研究显示,幼儿时期亲子关系

密切的儿童在其之后的成长时期甚至成年之后,都能表现

出更好的社会交往能力。在心理上。父母的陪伴能带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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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更好的安全感,从而使儿童能够自信心理健全的成长。因

而现今时代,大多数父母愿意为了孩子的成长而花费自己

的时间去陪伴幼儿。 

表 2  每周家长平均和孩子一起相处的时间 

项目 人数 百分比

每周您和孩子一起相

处的时间

5小时以下 4 1%

5小时－10小时 8 2%

10小时－15小时 64 14%

15小时－25小时 80 20%

25小时以上 244 63%

 

对于教育孩子的过程是否是自愿或者喜爱的,从下列表

中数据能够看出：喜欢或者愿意教育孩子家长占大多数,所

占比例为 56%；对此问题不确定的家长占人数的 32%；有 12%

的家长在这个问题上给予了否定的回答,说明还是有部分家

长愿意参与到孩子的教育过程中,与孩子一起经历孩子的成

长进程。本问题的数据结论结合表一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到,

有较高学历水平的父母还是比较重视亲子时间,比较重视孩

子的家庭教育。 

表 3  家长对教育孩子的过程意愿程度 

项目 人数 百分比

对教育孩子的过程是

否愿意

是的 224 56%

说不好,不确定 128 32%

不是的 48 12%
 

2.3 家长教养方式及教育方式 

在家庭教育中幼儿最初的老师就是家长,当孩子自己有

不理解的问题时会向家长提出疑问,在家长处寻求解答。通

过调查得出：约占 60%的家长会对孩子提出的问题会在自己

有空的时候才会做出解答；只有 31%的家长才会在解答孩子

疑惑之外并鼓励孩子进一步的进行探求；极少部分家长会不

耐烦孩子的发问。通过调查显示大多数的家长只是简单应付

式的解答孩子的疑惑,没有对孩子所感兴趣的领域引导性的

进行更深入的探索。说明大部分家长在面对孩子的提问时,

只是单一的对疑问进行回答,并不会对孩子的问题开展拓展

性思维延伸。 

表 4  家长如何处理孩子提出的各种问题 

项目 人数 百分比

如果您的孩子直接向

您提出各种问题,您会

觉得烦人 4 1%

批评孩子 8 2%

有时给予回答,有时不予

理睬
24 6%

只要有空,尽可能给予解

答
240 60%

给予解答并鼓励探求 124 31%

 

对于处理孩子发脾气、骂人或者打架这件事情上,只有

个别家长对孩子的行为是置之不理或者直接打骂孩子；20%

的家长会等事情缓和后向孩子讲清道理并要求不可再犯；

33%的家长在这件事情上选择严厉的管教方式,劝告和批评

孩子,要求孩子不再骂人；38%的家长在这件事情上采用的是

包容式教育,马上制止事情的发生并让孩子道歉。从数据我

们可以得知,极少数父母会用得当的方式处理孩子的脾气,

会采取相应正确的应对措施。 

表 5  家长如何处理对于孩子发脾气、骂人 

项目 人数 百分比

假如发现孩子正在发

脾气、骂人或打架,您将如

何处理

孩子还小,随他去 8 2%

等事情缓和后,说清道理,

要求不可再犯
80 20%

当即劝告,对其批评,要求

不再骂人
132 33%

马上制止,要求孩子向对

方道歉
152 38%

马上制止,有时会斥责或

打骂孩子
28 7%

 

对于家长如何处理孩子私自拿别人东西这一问题,只有

个别家长认为孩子太小不与孩子计较或只是单纯告诉孩子

不可再拿；20%的孩子家长采取严厉的管教方式,要求孩子把

东西还给别人并且会批评孩子；28%的家长采用的是包容式

教育,立即带孩子把东西还给别人,并向别人道歉；49%的家

长都会对孩子说清道理,并且让孩子知道拿别人的东西是不

对的,说明绝大多数的家长认为私自拿别人的东西是不正确

的做法,并对孩子进行教育批评,不可再犯。 

表 6  家长如何处理孩子私自拿别人东西 

项目 人数 百分比

如果发现孩子拿了别

人东西,但是却未经同意,

您将如何处理

孩子还小,不能太认真 4 1%

说清道理,让孩子明白拿

别人东西是不对的
196 49%

要求下次不可再拿 8 2%

批评孩子,并要求把东西

还给别人
80 20%

立即带孩子把东西还给别

人,并向别人道歉,表示不再重

犯

112 28%

 

2.4 家长的教育内容及教养行为 

从调查所得的数据中能够看出：对幼儿算数和汉字等方

面有识记训练的家长人数最多为 196 人；对幼儿艺术才能培

养次之,家长人数达 164 人；对于幼儿交往能力的经常性教

育人数最少,为 112 人。以上分析表明家长还是非常注重幼

儿的智育和艺术教育的培养,而对于幼儿的交往能力方面的

培养比较缺乏。说明大多数家长还是在观念中偏重于培养幼

儿的学科知识识记与艺术才能。 

表 7  幼儿家庭的日常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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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从未进行 有时进行 经常进行 当问题发生时进行

健康、体质的

教育
24 140 156 80

算数和汉字等

的教育
20 160 196 24

艺术才能的

培养
56 84 164 96

文明礼貌和行

为习惯
16 240 120 24

交往能力的

培养
32 228 112 28

 

3 讨论 

首先,在此次调查中,幼儿家庭现状中反映出大部分父

母的受教育程度相对较高,多数为高中、中专或者技校学历

之上。父母的文化层次比较高利于孩子的教育培养,从园所

的角度看这类父母容易接收新的教育理念。相对于更低学历

水平的家长而言,高学历水平的父母更方便园区开展家园共

育。这对于孩子的持续性教育培养非常有利。 

其次,家长能够抽出一定的时间与孩子共同度过,说明

大部分家长还是会有意识的参与到孩子的成长过程中间,比

较重视亲子互动。在调查中“家长每周与孩子相处时间中”

发现 63%的家长每周和孩子相处的时间在 25小时以上,数据

的显示还是印证家长重视与孩子一起的时间。家长与孩子共

同相处的时间长对孩子的健康成长非常有益,利于儿童良好

行为习惯潜移默化的培养,利于促进儿童健康、积极、乐观

性格的形成。但家长 56%的家长对于教育孩子的过程较容易

接受,需要指出的是家长不能为了自己的亲子需要去干预孩

子的任何时间,而是需要在合理的陪伴中,为孩子指明正确

的成长方向。 

再次,调查“家长如何处理孩子直接提出各种问题”

之中,孩子对于自己所见到的一些不理解的现象会向家长

发出提问,90%以上的家长会对孩子提出的问题进行回答,

但是只有 31%的家长会在回答孩子问题之后鼓励孩子进行

更深入的探求,因此倡导家长要鼓励式、引导式的帮孩子

问问题和探索问题。对于“家长如何处理对于孩子发脾气、

骂人”和“家长如何处理孩子私自拿别人东西”这两个问

题,其实既是对家长家庭教育态度的调查。对于这两个问

题的处理方法,不同的家庭有不一样的处事态度,有的家

庭是严厉管教型的,也有包容教育型的。在 3～6 岁幼儿时

期,由于身体发育的阶段性限制,这一时期他们的是非观

不明确,对待问题的处事态度也来源于家长的态度和周围

人的影响。如何引导孩子正确地处理问题和做事,需要每

个家长的悉心教导,而如何帮助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确立

健全的人格和高尚的行为品德也是需要每个家长深入思

考的问题。 

最后,对于家长侧重传授孩子知识性知识而非全面的多

种素质,需要家长们了解,孩子是有个体差异性以及发展的

阶段。要求家长需要改变教育观念,全方面的培养孩子,更加

客观多角度的去看孩子的特点,发掘孩子的优势,重点培养；

从而使每一位孩子都能在家庭教育环境中健康乐观的茁壮

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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