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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各级各类学校推迟开学,幼儿园在线对家庭进行居家生活与保育教育指导的目标、内容、方法,所提供资源的针对

性、连续性、推送时机等,要依据家长的需求而定。根据对12所幼儿园2807名家长在线指导需求的调查分析,提出六条实施建议：指导家庭平复

幼儿受疫情影响到的情绪、指导家庭帮助幼儿按照一日作息规律生活、指导家庭为幼儿提供自主管理的时间与空间、指导家庭利用生活资源

开展亲子互动、师幼互动常态化保证家园共育效果、在线资源有计划分层次推送。 

[关键词] 幼儿园；在线指导；家庭保教；实施建议 

 

1 问题提出 

新冠肺炎自2019年12月底形成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后
[1]
,中小学、幼

儿园组织开展“停课不停研、停课不停教、停课不停学”工作
[2]
。自2020

年3月2日起,部分高校、中职学校、中小学校通过电视、网络等方式,开

展线上教育教学。幼儿园暂不开展线上教育教学,可实行居家生活与保

教指导
[3]
。 

幼儿园对家庭实行的在线指导,就是利用“互联网+”的信息通道,将基

于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目标形成的全面的、启蒙性
[4]
的教育内容,重组建构

为居家生活指导、科学育儿方法、亲子互动游戏等,制作成系列的有层级的

视频、语音或文字类资源,发布在公众号、班级管理群等,作为幼儿家庭教

育的参考。家长从园方推送的内容中习得育儿知识技能,掌握游戏流程,在

家庭中与幼儿进行有效互动,从不同的角度促进幼儿情感、态度、能力、知

识、技能等方面的发展
[4]
。幼儿在家长的引导下,在家庭中规律作息、自主

管理、参与游戏、有序学习,在生活中获得有益于身心发展的经验
[4]
。 

家长对居家生活和保育教育在线指导需求,是幼儿园在短时间内全

面、科学、系统研究安排工作的重要依据。幼儿园在线指导的目标、内容、

方法,所提供资源的针对性、连续性、推送时机等,均应贴合家庭实际,才

有可能获得预想的效果。 

2 研究方法 

2.1研究对象 

本研究采用分层整群抽样的方法,在合肥市蜀山区选取12所幼儿园

2807名小、中、大班家长为问卷调查的研究对象,幼儿园按照办园性质、

级别、规模、位置等因素分层抽样选定,以确保样本的代表性。收回有效

问卷2510份,问卷有效率为89.42%。 

2.2研究工具 

本研究运用了问卷法和访谈法。采用自制的《家长对幼儿园在线实行

居家生活与保教指导的需求调查问卷》为研究工具。从家长对幼儿园提供

在线提供居家生活与保育教育指导需求的目标、内容、师幼在线互动、推

送时间、在线空间等方面进行设计。目标指的是幼儿居家按时作息习惯、

参与家务劳动、自主管理能力、完成亲子活动、身心健康。内容指的是居

家饮食、亲子互动、游戏方法、幼儿成长评价、情绪调整策略、资源类型

及呈现。师幼在线互动指的是通过视频、音频直接互动,录制视频为班级

老师,师幼互动关注重点。推送时间指的是每天的时间段、每次资源的篇

幅。在线空间指的是师幼互动群体、互动空间。问卷为单选题与多选题两

种方式作答。访谈对象为12所幼儿园大中小班家长代表,采用微信中的视

频连线,围绕居家保育教育需求集中交流。 

2.3研究过程 

受疫情影响,本研究采用线上发布按时提交的形式进行问卷填写。具

体是幼儿园将问卷星链接推送给班级主管教师转推给家长,随后在家长群

内反馈填写情况。为保证问卷填写质量,设置填写时间为2月22日晚19:30

开始至2月24日下午14:30结束,通过微信号开始填写,设置每个微信号只

能填写1次。访谈于2月25日下午15:30开始,17:32结束。 

2.4数据处理 

研究者对回收问卷采用百分比统计分析。访谈内容为即时笔录。 

3 研究结果与分析 

3.1关于居家生活及保育教育的目标需求分析 

本研究列举的按时作息、参与家务劳动、自主管理能力、自我服务意

识、亲子关系密切、亲子活动完成、情绪愉快等七个方面的目标中,发现

家长 看重的是以下三方面： 

3.1.1家长非常重视居家良好作息习惯的养成 

调查发现,84.46%的家长希望幼儿假期能遵循正常的作息时间,保

持良好的作息习惯。通过访谈,我们了解到疫情期间幼儿居家作息时间

整体往后推迟。起床时间在上午9:00左右的占85%以上。晚上入睡时间

在10:00左右的约占80%。有的家庭甚至是黑白颠倒。疫情前期幼儿父母

自己生活作息的不规律,一定程度上打乱了幼儿原有的作息时间,随着

复工复产企业范围的扩大,父母希望幼儿在假期尽快恢复正常作息时间

的愿望强烈,同时也希望能借助外力(幼儿园),共同帮助幼儿建立科学

的生活常规。 

3.1.2家长高度关注幼儿情绪愉快身心健康 

调查显示,84.38%的家长认为情绪愉快非常重要,希望通过指导后,能

让幼儿保持积极愉快的情绪,身心健康成长。访谈中得知不少家庭鸡飞狗

跳,亲子关系问题多多。一方面,疫情期间,成人与幼儿基本足不出户,相处

时间增多,成人的教育策略穷尽,另一方面,来自各种关于疫情的信息所带

来的紧张、焦虑等负面情绪,也容易使幼儿产生焦躁不安、易怒爱哭等不

良情绪表现。 

3.1.3家长特别期望幼儿自主管理能力的提高 

关于幼儿居家的自主管理能力提高,有80.4%的家长作了选择。通过追

问,我们了解到家长希望孩子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不要“烦”和“纠缠”成

人,对“幼儿自主管理能力”的理解,80.08%的家长希望幼儿能做到安静阅

读图书20分钟左右,77.77%的家长希望幼儿做到自我收拾整理,67.21%的

家长希望幼儿独立完成画画或手工作品。 

3.2关于对幼儿居家生活及保育教育的内容需求分析 

3.2.1内容范围覆盖面广,需求重点突出 

在居家内容的选择上,家长的需求面比较广, 突出的是调整幼儿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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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情感方面的需求。71.83%的家长希望提供幼儿情绪情感调整的指导,访

谈中也发现一些家庭的亲子矛盾一触即发。生活常规的打乱,宅家不出门

的困惑,或多或少已对幼儿心理产生了不良影响,家长面对幼儿的“无理取

闹”,渴求解决方法。除此之外,66.81%的家长选择各类游戏活动的指导方

法,66.11%的家长选择一周亲子活动的具体安排,还有42.63%的家长选择

一周营养全面的食谱。假期中家长作为指导幼儿活动的主体,特别希望自

己能得到专业的指导和支撑,能像教师一样掌握各种游戏方法,并作出合

理的安排,以保证幼儿在家健康发展。 

3.2.2内容安排每天应虚实结合,篇幅短小精悍 

站在家长需求的角度来看,在线指导内容不在多而全,而是少而精。调

查显示,66.77%的家长认为每次推送的资源中安排1个实实在在的亲子活

动就好,58.92%的人希望每次推送的资源中要有居家活动温馨提示类内容,

只有8.33%的家长选择三个及以上亲子活动及方法。访谈了解到,家长更希

望每次接收的资源 好篇幅短小。 

3.2.3内容呈现易懂实用,操作性强 

家长并非是老师,教师们觉得简单的制作、实验、玩法等,家长会弄得手

忙脚乱。87.05%的家长选择提供的亲子活动应步骤、方法简单。80.2%的家

长希望提供的视频简洁、流畅,76.73%的家长希望资源中的文字简洁明了。 

3.2.4亲子互动内容的材料要简单易取 

不同的亲子活动需要不同的游戏材料。86.45%的家长赞成亲子活动时

所选择的材料应是家中随手可得的物品。特别是体育、科学、数学等游戏

活动,操作材料 好是家庭中常见的生活用品,比如数学中分类的游戏,就

可以利用孩子们都有的积木,或者图书、衣物等来进行。 

3.3关于疫情期间在线师幼互动的需求分析 

3.3.1特别希望本班教师与幼儿在线互动 

人作为一个社会人,是有感情的,需要表达、倾诉、交流自己的喜怒哀

乐。调查显示,85.78%的家长希望本班老师能与幼儿进行互动,但对互动的

频次没有明显的要求,1天或2天一次,甚至1周一次都可以。通过访谈,我们

了解幼儿在视频中见到本班老师或听到老师的声音都很兴奋,且这种快乐

的情绪会持续一段时间。 

3.3.2师幼互动的价值重在解决情感需求 

假期中的幼儿因为见不到老师、见不到同伴,情感上是缺失的,对见到

老师与同伴比较渴望。72.07%的家长认为师幼互动可以满足情感需

求,62.55%的家长认为互动是同伴间可以相互问候。当然家长也希望老师

能亲自对幼儿进行游戏活动指导,有57.65%的人选择。 

3.3.3师幼互动 好是群体 

教师通过网络(视频、音频)与幼儿进行互动,是全班幼儿在一起、还

是分成若干小组还是教师与幼儿两两互动？调查显示,64.98%的家长选择

全班一起进行,42.71%的家长选择了小组交流,还有17.21%的家长选择单

个交流。虽然家长选择有所倾向,我们认为,三种类型的互动都有其自身的

价值,幼儿园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进行选用。无论采取何种互动方式,都要特

别关注家长是一线战“疫”的医生或护士或其他类别工作人员的孩子,有

患新冠肺炎家庭的孩子,贫困家庭的孩子等。 

3.4关于资源推送的需求分析 

3.4.1资源推送分年龄段进行 

家长希望幼儿园在线指导时推送的资源指向明确具体,39.76%家长选

择分年级也就是小班、中班、大班分别推送,40.72%家长选择分班也就是

小一班、小二班等逐班推送,只有14.06%的家长选择幼儿园整体推送。因

为目前家长复工后,陪伴幼儿的时间减少,更希望一目了然的了解自己想

要的内容,而不是在全园家长都可以看的资源中去寻找。 

3.4.2在线互动空间的选择要大众化 

随着网络和信息化的普及,各种应用软件层出不穷,选择多样。调查发

现,71%的家长赞成师幼互动的空间,在日常使用的班级QQ群或微信群即可,

既熟悉又便捷。也有部分家长选择钉钉会议APP、腾讯会议APP等。 

4 实施建议 

幼儿园提供在线指导的立足点是为家长提供可以利用的资源,而 终

的落脚点是促进幼儿身心健康成长。 

4.1指导家庭平复幼儿受疫情影响的情绪,促进幼儿心理健康 

随着假期的不断延长,幼儿的负面情绪也会不断加重。通过在线指导

帮助家长明白情绪是儿童重要的交流工具
[5]
,成人愉快的情绪对儿童的情

绪是良好的示范和感染,家长应正确运用暗示和强化,理解接纳儿童的负

面情绪,耐心倾听儿童说话
[5]
,比如聊一聊疫情中难忘的事情、说一说你

崇拜的医生等。幼儿园也可适时安排教师与幼儿开展在线互动,以关心幼

儿情绪状态为切入,了解幼儿居家生活状态,让幼儿懂得居家是 好的疫

情防控办法。或通过同伴在线互动交流,或通过举办在线画展,交流抗“疫”

做法,或通过在线生日会,同班幼儿隔空祝福等多种方式,缓解幼儿恐慌烦

闷情绪,促进其人格的健康发展
[5]
。 

4.2指导家庭帮助幼儿按照作息规律生活,保持幼儿良好习惯 

家庭生活是儿童人际交流、观察模仿的重要环境
[6]
,一日活动是幼儿一

天的全部经历,是幼儿生命充实与展现的历程
[4]
。幼儿园要结合幼儿身心发

展需求,指导家长根据生活实际制定一日生活作息表,合理安排居家活动。

教师要发挥作为幼儿学习支持者的作用,就幼儿需要注意的事项,如作息的

问题、卫生的问题等,哪怕是重复的,都要用家长可以理解的内容,在线即时

跟进提温馨提示。也可通过展示一日生活表现,使得同伴间相互促进。 

4.3指导家庭为幼儿提供时间与空间,促进幼儿自主管理 

幼儿期是一个稚嫩的、需要成人照顾和保护的时期,然而又是其自理、

自立、迈向独立的需要日益增长的时期。成人的过度包揽会严重地阻碍幼

儿自主性、主动性、独立性的发展,挫伤幼儿的自信心、自我效能感
[4]
。幼

儿园要在线指导小、中、大班家长,为幼儿提供适宜的时机,创造自我服务

的条件,并鼓励幼儿独自完成。每天安静阅读图书、自觉收拾整理、独立

画画或手工、独自体育活动、专心拼搭建构、自己玩角色游戏等,都是幼

儿自主管理的体现。 

4.4指导家庭利用生活资源开展亲子互动,促进幼儿全面发展 

通过在线指导,一方面要让家长了解幼儿成长规律,理解并支持幼

儿的学习方式。一方面让家长理解生活即教育的课程观,体会到五大领

域活动内容在家庭中随处可见。要善于用疫情中发生的感人故事,对幼

儿实施爱国教育。通过观看医生护士治病救人的微视频,培养幼儿崇敬英雄

的道德观
[7]
。通过了解患者的治愈过程,培养幼儿对他人的同情心。通过有

趣的亲子活动,帮助幼儿习得初浅的知识与技能。让家长懂得儿童发展是一

个复杂的过程,而家长的参与是影响发展过程的核心要素之一
[6]
,用阳光的

心态、积极的言行,与幼儿一起尝试完成推送的亲子活动。 

4.5坚持教师与幼儿在线互动常态化,保证家园共育效果 

幼儿园要研究班级教师与幼儿的在线互动安排,加强师幼互动的计划

性、针对性。让幼儿通过在线视频、语音或电话,与教师及同伴交流居家

生活,体会每个人在假期中做好自己,对疫情防控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教

师要明白师幼关系不是单纯的教育者与被教育者之间的事务性关系,而是

带有明显的情感性特征
[5]
,要跟进了解幼儿居家生活状态,对发现的问题

与家长沟通,寻找解决办法,适时进行个性化的指导。作为“自己孩子的专

家”的家长与作为“能看到儿童总体情况的”保育者紧紧团结在一起时,

高质量的保育教育实践才会产生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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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教·学法如何在现代信息化大趋势下中突出重围？ 
 
刘汝茜 
四川三河职业学院 
DOI:10.32629/er.v3i4.2613 
 
[摘  要] 随着网络信息化教学的迅猛发展,本文探索了传统教学方法的优势及改革方向,分析目前网络信息化教育手段的盛行给外语传统教学

带来的冲击和影响,结合教学经验,传统教学对学生课后夯实基础知识依然 为有效,不可盲目完全否定,应当合理利用传统教学优势,激发学生

学习兴趣,提高大学英语教学效果, 终达到教学相长。 

[关键词] 传统教学方法；优势；发展方向；教学相长 

 

随着网络信息化教学的蓬勃发展,教学手段越趋完善丰富,教育资源

可通过多种渠道获得并利用。然而,在大力倡导使用网络信息教学化的今

天,教学手段从过去以传统教学法为主导到至今以网络信息化为主传统教

学法为辅的状态,传统教学法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批判,这造成了教师

在课上过于依赖网络信息化手段而忽视了英语实质性知识。因此,外语传

统教学法仍在英语课堂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如何利用传统教学法将外语

教学效果 大化并有效提高课堂质量,这仍是英语教师重点关注的问题。 

1 传统外语教学法的现状 

外语教学发展至今形成了多种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由过去体制下的

填鸭式、灌输式教学到如今网络信息化的普及使得外语教学法呈现出丰富

多彩,新颖活泼的课堂。然而,过犹不及的是对网络信息化教学的过分依赖

与投入造成教师对课堂形式与实质出现本末倒置问题,“课堂花样繁多,

课后一个都不懂”的尴尬情况。与之相比,外语课堂运用传统教学法教学

已成落后、停滞不前的标志,矫枉过正必然影响学生对基础知识的吸收程

度。实质上,英语教学发展至今,传统教学法在外语课堂中占据举足轻重的

地位,至今仍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针对高等教育外语教学法进行研究,发现

课堂运用讲授法、演示法、翻译法、角色扮演法、讨论法、练习法等能够

引导学生更深入的探究和理解知识要点。然而对传统教学法的争议与批判,

造成愈来愈多人观念上的误区,“传统教学法即陈旧落伍,网络信息化即合

理高效”。传统教学法的没落造成课堂形式远大于实质内容,学习内容过浅,

学生基础知识薄弱,学生学习效果与课堂效果总出现差入等一系列问题。针

对传统教学法如何在网络信息化大背景下突出重围并发挥 大优势这一

问题,有教育专家学者指出并提出相关建议及措施力争打破这一局面。 

2 传统外语教学的优势 

2.1有利于语言的归纳总结,巩固英语基础 

英语作为一门语言,本身就具有琐碎零散的特点,而外语课堂 终

目的是把零散的知识化整归一,从而让学生能够达到听说读写的综合应

用。教学课堂上使用传统教学法能有效归纳总结语言规律,巩固学生英语

基础。结合实际,笔者认为传统教学法能有效保障学生学习的目的性和针

对性,减少学生走入盲区和误区,以教师为主导高效科学合理的安排学生

的学习活动,从而大大提高学生对学科知识的构建。笔者结合教学经验从

以下几方面提出建议。 

2.1.1单词认知方面,教师仍可采用传统外语教学方法里的构词法和

背诵法,课堂前后利用听写检查有效监督学生对知识的记忆和巩固。如： 

4.6在线资源有计划分层次推送,工具选择大众化 

幼儿园资源选择要有科学性,在线指导要有针对性。要变突发的疫情

事件为难得的课程资源,通过家长对幼儿实施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全

面教育,既要掌握疫情防控的基本方法,更要为中国举全国之力的防控举

措加油,与一线的英雄产生共情。小班资源安排重在自我服务、了解疫情、

情绪平稳等,中班资源安排重在自主管理、学习防控、有序生活等,大班资

源重在参与家庭劳动、为抗击疫情出力、做好入学准备等
[9]
。 

幼儿园要增强资源推送的计划性,将一周内容通过列表形式提前告知

家长,做到内容层级分明分班推送,时间安排合理定时推送,呈现方式简洁

现代,便于家长定向接收或即时配合。在统筹资源制作与推送时,需明确要

求视频、语音、文字制作软件大众化,完整资源编辑工具要大众化,家长接

收终端要大众化,以保证资源的流畅性
[10]

。 

本研究的调查数据主要从省会城市中心城区幼儿园收集,访谈对象也

是这些幼儿园的家长,因此研究结论更适合于同类幼儿园使用。对于农村

及偏远地区幼儿园的指导意义受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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