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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于学前专业群共享视角，在促进学前教育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探究构建0~6岁家庭教育指导课程的

基本内涵，其主要包括家庭教育指导课程的现实意义，该门课程设计的元素选择及人工智能技术赋能实

际教学，使学前家庭教育指导课程的实效性得以彰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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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preschool professional group sharing, in the context of promoting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preschool education, the basic connotation of building a family educa-
tion guidance course aged 0~6 is explored, which mainly includes the practical significance of the 
family education guidance course. The selection of elements of the course design and the 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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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werment of actual teaching b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so that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preschool family education guidance course can be demonstr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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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卡尔·雅斯贝尔斯说：“一个民族的未来，取决于家庭教育、幼儿园教育和自我教育。”[1]学前家

庭教育，在儿童早期发展中有着举足轻重的重要地位，“儿童与家长共同生活是其最基本的生存状态，

其成长离不开家长的照顾。家长是影响儿童生命及身心发展的关键所在，其对儿童发展的作用是不可替

代的。”[2]家庭教育是幼儿认知、情感、社会性发展的基础，直接影响其健全人格形成。家庭是儿童第

一个教育场所，父母的言行举止对孩子的发展起到至关重要。 

2. 家庭教育指导课程的现实意义 

学前家庭教育指导课程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近年来，国家高度重视家庭教育在学前儿童发展中的

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明确规定“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树立家庭是

第一个课堂、家长是第一任老师的责任意识”，《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21~2030 年)》提出“95%的城市

社区和 85%的农村社区建立家长学校或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站点”的目标；《“十四五”学前教育发展提

升行动计划》强调要“推动幼儿园与家庭、社区密切合作”，教育部等 13 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健全学

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机制的意见》进一步强化了家庭教育的基础地位。政策文件的出台为开展构建系统

化的家庭教育指导课程提供了法律依据和支持。与此同时，家庭教育在现实层面有诸多困境：一方面，

许多家长缺乏科学育儿知识，存在过度早教或放任不管的极端现象，尤其在农村地区和流动人口家庭中

表现突出；另一方面，现有家庭教育指导服务零散化、碎片化，缺乏针对 0~6 岁不同年龄段的专业课程

体系，难以满足家长差异化需求。从实际需要来看，对接一线岗位实际，基于学前专业群共享视角，落

实家园合作，协同育人体制机制，对高职在校师范生开设系统化学前家庭教育指导课程，基于 OBE 教育

理念，能够更好的帮助学生在行业实际岗位中得心应手。随着“三孩”政策实施和教育“内卷”焦虑加

剧，在学前教育阶段，幼儿园以服务的方式提供家庭教育方面的相关主张和建议，与家长形成合力共同

服务于儿童发展[3]，这使得开设学前家庭教育指导课程，不仅具有现实意义，更是促进学前教育高质量

发展的重要一环。 

3. 家庭教育指导课程的设计元素 

学前教育专业群共享建设，通过整合学前教育相关专业领域内的资源，如课程、师资、实训等成

果，实现专业融合、科教融汇、多领域协作与资源互助共享。遵循模块化教学理念，以项目式任务驱

动为主体，家庭教育指导课程是面向高等职业教育，面向学前教育专业群的一门共享课程，旨在帮助

学生理清家庭教育理念及掌握科学的教育方法，对接一线岗位实际需要，提升指导家庭开展早期教育

的能力。课程内容设计元素根据现实情况及实际需求，聚焦“热点”，针对“内卷”背景下，旨在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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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科学和谐的亲子关系，其主要包含儿童发展心理学、家庭教育理论、亲子沟通技巧及家庭教育活动

设计等核心领域，兼顾理论性与实践性，以期构建家园社协同合作育人“教联体”模式。课程设计总

体包括，首先探讨 0~6 岁儿童身心发展规律，分析不同年龄段幼儿的认知特点、情绪情感、社会性发

展及行为特点等，帮助学生了解家庭教育的基础依据，建构基本的儿童观。其次，与时俱进，系统介

绍现代家庭教育理念，具体包括正面管教、游戏化学习、情绪管理等实用策略，并针对当下常见的家

庭教育问题提供科学的解决方案。此外，课程还将指导学生设计家庭教育活动方案，通过对具体案例

分析、角色扮演和情景模拟等形式，提升解决问题和实际操作能力。学前家庭教育指导课程的具体模

块设计如下。 

3.1. 课程理论概述 

本模块的设计初衷旨在从宏观层面帮助学生理解家庭教育的概念、独特性及其在学前儿童发展中的

重要性，熟悉 0~6 岁儿童的身心发展特点及相应的教育需求；明确家庭教育指导者的角色定位与核心任

务，能结合幼儿身心发展规律，分析家庭教育中的常见问题；掌握家庭教育与幼儿园教育的区别与联系，

认识协同育人的必要性，初步具备向家长传递科学育儿理念的能力。树立“家园共育”的责任意识，作

为未来的幼教从业者，增强对家庭教育指导工作的职业认同感。其课程内容具体包括：其一、家庭教育

的基本内涵，主要有家庭教育的概念、独特性及家庭教育与幼儿园教育的关系，其二、家庭教育指导的

角色与任务，聚焦学前儿童身心发展特点及教育需求，明确家庭教育指导的角色与任务。 

3.2. 家园共育模式与实践 

本模块的设计与前一模块衔接，目的在于帮助学生掌握家园共育的核心理论，例如布朗芬布伦纳发

展心理学生态系统理伦、社会支持理论等，能运用相关理论分析家园共育实践案例，进一步树立“教联

体”工作方式下协同育儿的理念；学习幼儿园与家庭协同教育的具体实施策略，熟悉家长参与幼儿园教

育的多种形式及其组织方法，并在此基础上能够设计并组织有效的家长参与活动，同时了解家庭教育资

源的类型，掌握挖掘、整合利用资源的途径，培养尊重家长、平等合作的专业态度，增强组织协调的实

践能力。其课程内容设计具体有：一是家园共育理论基础与实施策略，主要包括家园共育理论基础及幼

儿园与家庭协同教育的实施策略。二是家长参与幼儿园教育的方式，包括常规参与方式、深度参与方式

及特色活动设计和数字化参与途径。三是家庭教育资源的整合与利用，其中有家庭内部资源的开发、社

区教育资源的联动、网络教育资源的筛选及资源库的建设与管理。 

3.3. 家庭教育中的有效沟通技巧 

本模块聚焦家庭教育指导中的核心素养——有效的沟通技巧，“恰当使用正面词语与幼儿沟通，能

帮助孩子提升内感官运用能力，正确塑造自我价值。”[4]通过了解家园沟通的主要障碍类型及其成因，

理解积极倾听、共情与非暴力沟通的要素，能够运用专业技巧开展家园对话，熟悉幼儿发展反馈的专业

方法，能够科学的运用正面反馈，在了解不同教育观念的基础上，科学客观的与家长进行对话与交流，

并能帮助家长妥善处理教育观念冲突，换位思考，与幼儿平等对话，建立有效的家园沟通机制，从而树

立尊重、平等的沟通理念，培养教育沟通中的同理心，增强化解沟通矛盾的信心，进而提升专业沟通的

自觉意识。具体设计的内容包括：一是家长与教师的沟通障碍及解决策略，其中有常见障碍类型及原因

分析和解决策略指导。二是积极倾听、共情与非暴力沟通应用，包括沟通技巧学习及沟通案例分析与实

践模拟。三是幼儿发展情况的专业反馈，包含幼儿成长档案的规范记录与解读、发展性评价的反馈技巧

及敏感问题的沟通策略。四是不同观念的沟通和应对，主要有常见教育观念差异类型、观念冲突的阶梯

式应对及达成教育共识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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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家庭教育常见问题与指导策略 

本模块设计聚焦当下实际需要，针对常出现的家庭教育问题，给予一定的剖析，进而提出指导策略，

旨在帮助学生掌握学前儿童常见行为问题的表现特征及成因，分析儿童行为问题并提出针对性指导方案；

理解儿童情绪发展和社交能力培养的关键要素，能够设计情绪管理和社交能力培养的家庭活动；针对现

代幼儿“用屏时间”等热点问题，熟悉电子产品使用的科学管理方法，能够制定合理的电子产品使用规

范，从而提高学前教育专业学生树立科学育儿的专业态度，增强家庭教育指导的责任感，提升解决实际

问题的创新能力。具体设计内容包括：一是学前儿童行为习惯培养，梳理常见问题及成因分析，提出习

惯养成的指导策略，二是情绪管理与社交能力发展，具体有情绪认知与表达的训练方法、情绪调节的亲

子互动技巧及同伴交往能力的培养路径。三是电子产品使用管理，主要有过度使用的电子产品的危害评

估、适龄内容的选择标准、幼儿“用屏时间”的科学分配及替代活动的创新设计。 

3.5. 家庭教育活动的设计与实施 

家庭教育随处可见但却又看不见摸不着，散落在幼儿成长的一日生活之中，陈鹤琴认为：“凡是儿

童自己能做的，应当让他自己去做。”[5]家庭教育活动是幼儿园教育活动的补充，两者相辅相成，共生

共长。本模块设计的主要目的在于让学前教育的学生掌握亲子活动的类型特点及组织实施要点，能够设

计并实施多样化的亲子活动；理解家长课堂的主题设计原则与实施流程，能够策划组织专题家长课堂；

同时熟悉社区教育资源的整合利用方法，能够有效链接利用社区资源，从而培养学生的活动设计创新意

识，资源整合的全局意识和教育服务的责任意识。模块项目内容具体包括：一是亲子活动的组织与实施，

包括其类型划分与设计原则、实施要点剖析及典型案例分享。二是家长课堂的设计与开展，具体有主题

选择与内容设计及形式创新与效果保障。三是社区资源的整合利用，包含资源类型与对接方式及创新模

式与案例分享。 

3.6. 家庭教育支持体系的构建 

本模块旨在帮助学前教育专业学生掌握“教联体”合作模式的理论基础和实践路径，能够设计“家

校社”协同育人实施方案，了解跨部门协作开展家庭教育服务的运作机制，具备与社区机构建立合作关

系的能力，熟悉家庭教育指导团队的构成与协作方式，能够在多专业团队中有效开展协作，同时掌握家

庭教育及学前教育相关政策和法规的核心内容，运用政策法规指导家庭教育实践。在实践探究的过程中，

树立协同育人的系统理念，培养跨部门多方合作的沟通能力，增强依法执教的法治意识，提升资源整合

的创新性思维。在本模块具体的设计中，主要包括：一是幼儿园、家庭、社区“三位一体”合作模式，二

是与社区机构、妇幼保健院等合作开展家庭教育服务，三是家庭教育指导中的团队分工与协作，例如与

教师、心理咨询师、社会工作者、妇女儿童保护协会等合作，四是家庭教育与学前教育法相关政策与法

规解读。 

4. 家庭教育指导课程的技术运用 

随着科技的发展与进步，技术赋能教学已是大势所趋，在家庭教育指导课程中，技术的运用也是确

有必要，技术赋能教学，使得家庭教育指导课程从原本单向传授转向了互动实践，实现与一线岗位对接

的要求，使得教学有针对性，教学效果可视化，大大提高了学生的学习胜任力。 

4.1. 线下智慧课堂 

在学前教育专业人才培养中，基于专业群共享视角，线下智慧课堂的技术运用为师范生系统科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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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家庭教育指导方法提供了创新性的实践平台，通过微格教室、模拟实训室、多媒体教学等技术空间

的有机整合，构建了一个理论与实践深度融合、教学与实训紧密结合的智能化培养体系。其一，微格教

室作为师范生家庭教育技能训练的核心场域，配备了智能录播系统、多角度摄像设备和教学行为分析平

台，能够全方位记录和分析学生在模拟家庭教育指导过程中的专业表现，例如在模拟与“家长沟通技巧”

实操环节，系统可以自动识别学生的语言表达是否清晰准确、肢体动作是否恰当得体、情绪管理是否稳

定有效，并通过数据可视化的方式生成雷达图，帮助学生精准定位需要改进的领域。其二，模拟实训室

运用技术构建多样化的家庭教育指导场景，包括家访情境模拟、亲子活动指导、家庭教育咨询等场景，

学生可以通过人机交互的方式与虚拟家长进行实时对话和实践操作，系统会根据学生的指导策略智能生

成家长和幼儿的反馈行为，这种沉浸式的训练模式大大拓展了实践教学的可能性，使学生在安全的环境

中积累丰富的实战经验。其三，多媒体教学系统可将抽象的家庭教育理论转化为直观生动的教学资源，

立体化的知识呈现方式显著提升了学习效果和理解深度。线下智慧课堂中深度融合的技术体系不仅提升

了学前教育专业学生的家庭教育指导能力培养效果，更创新了师范教育的教学模式，通过科技赋能实现

了从知识传授到能力培养的转变，为学生未来从事家庭教育指导工作奠定了坚实的专业基础。 

4.2. 在线学习平台 

在学前家庭教育指导课程中，在线学习平台的技术运用搭建了一个突破时空限制的智能化学习生态

系统，实现了理论研习、实践训练、互动交流和即时反馈的有机统一。其一，大学生慕课为学生自主学

习系统化的家庭教育理论提供了平台，精选国内外顶尖高校的优质慕课资源，其中包括“儿童发展心理

学”“家庭教育理论与方法”等课程，学生可以根据个人实际需要与学习进度，自主安排学习计划，平台

内置的智能学习助手，会基于学生的学习行为数据推荐个性化的学习路径。其二，目前常用的学习通平

台，作为混合式教学的核心载体，整合了课程资源、在线测试和互动讨论等功能，教师可以上传微课视

频、文献资料和案例分析等多种学习资源，学生通过移动客户端随时随地进行碎片化学习，同时平台的

讨论区功能营造了持续性的学习共同体，学生可以就家庭教育热点问题展开深入研讨，教师则通过平台

的数据看板，实时掌握班级整体学习情况和个体差异。其三，Classin 在线教室为远程互动教学提供了专

业化的虚拟课堂环境，其特色在于高度还原线下课堂的交互体验，在家庭教育指导课程中，例如，教师

可以运用分组讨论功能组织学生进行“家庭教育方案设计”的协作学习，通过小组白板共同绘制家访流

程图或制定亲子活动方案，平台内置的随机提问功能则有效提升了课堂参与度，而录播回放功能则允许

学生反复观摩教学重点。在线学习平台的协同应用构建了多维度的线上学习支持系统，学生的学习轨迹、

测试成绩和互动表现等数据被整合形成个人能力的自画像，为教师提供精准的教学干预依据。即时反馈

机制贯穿于整个在线学习过程。随着学习分析技术和人工智能的发展，精准化、个性化的学习支持、线

上线下相融合的培养模式正在提升家庭教育指导这门课程的教学质量。 

4.3. 智能化工具箱 

在学前家庭教育指导课程中，通过运用智能化工具，开创沉浸式、交互式的实践教学模式，通过 VR
情景模拟、AR 教具和元宇宙课堂等前沿技术，构建了一个虚实融合的实训场域。其一，VR 情景模拟技

术，为学生提供了高度仿真的亲子互动场景训练平台，通过头戴式显示设备和动作捕捉系统，学生可以

沉浸式体验各类家庭教育情境，如“幼儿情绪崩溃处理”“亲子阅读冲突调解”等复杂场景，系统内置的

智能情感捕捉引擎，会根据学生的干预策略，即时生成虚拟家长和幼儿的行为反馈，当学生采用不同的

沟通方式时，虚拟角色的情绪状态和配合程度会呈现动态变化，其二，AR 教具，通过 3D 建模技术将家

庭教育环境具象化，学生使用平板电脑或 AR 眼镜，即可将虚拟家庭环境复刻叠加到现实教室中，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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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0 度全方位观察。其三，元宇宙课堂，构建了突破物理空间限制的虚拟教研空间，学生通过数字化身参

与虚拟家长沙龙、家庭教育讲座等社交场景，例如在“虚拟家长咨询会”中，系统会模拟不同类型的家

长角色，包括焦虑型家长、放任型家长等，学生需要运用专业知识进行针对性指导，元宇宙的社交临场

感技术使虚拟家长的微表情、肢体语言都高度真实，大大提升了训练的代入感，同时系统会全程记录咨

询过程，自动分析学生的语言专业性、共情表达度和问题解决效率等核心能力指标。运用智能化工具箱

的价值在于实现家庭教育指导训练的“安全失败”环境，学生可以在无现实后果的情况下反复尝试不同

指导策略。人机交互技术，使学前教育专业学生能在课程学习中积累应对多样化家庭教育挑战的经验，

这种技术赋能实践教学模式正在重塑家庭教育指导这门课程。 
家庭教育指导课程教学中融入了多种智能新技术，为传统课堂注入了活力，与此同时，应该警惕工

具技术运用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例如学生过度依赖人工智能软件，放弃了自我思考与探索，问题的解决

过度依赖于互联网，“拿来”主义盛行，学生独立思考与判断的能力开始衰退等，所以在课程实施的过

程中，需要警惕技术运用所带来的人脑退化，尽可能多的规避技术运用的弊端，发挥新技术赋能教育教

学的最大功用。 

5. 结语 

基于学前专业群共享视角，构建 0~6 岁家庭教育指导课程的基本内涵，满足早期儿童家庭教育的基

本需要，搭建系统科学的课程内容及体系，运用人工智能 + 教育的模式，让科技为教育赋能，聚焦学前

教育高质量发展，从一线行业岗位实际出发，使课程内容具针对性，教学环节具有实效性，让学前家庭

教育指导这门课程发挥其实际的价值与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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