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慧陪伴”爸爸探索营项目的开发与实施

徐汇区长桥第三幼儿园 娄蝶琼

1、项目产生的背景：

最好的家庭教育是父亲能陪伴，母亲好情绪，两者的合作共育是和谐幸福家

庭的根本。为了家庭教育的角色平衡，我园重视开拓面向爸爸群体的家教指导新

局面，面向全园所有孩子的父亲，挖掘爸爸的教育陪伴潜力，促成“慧陪伴”“有

能力”“有温度”的陪伴者，全面提升家庭教育品质，研发主题化的课程体系。

（1）学校发展需求：

我园是科学特色示范校，已形成“乐享科学”特色课程体系，积累了丰富

的科学教育资源与活动，特色品牌在家长中受到广泛认可，获得好口碑。近几年，

我园的办园理念也逐步转型为“幸福从这里开始”。办园目标是“办一所令人难

忘的幼儿园”，这里的“人”包含着全体教职工、所有幼儿及其家庭，三元协同

落实家庭教育，努力提升家教水平。

因为有了校园文化的引领，我们家庭教育内涵也在悄然变化，与之呼应。我

们的家庭教育理念是“幸福家庭，从这里启航”，努力实现有幸福获得感的家庭

教育效果。目标是“构建共育体，携手齐成长”，追求家园教育中的共同成长，

关注父母联盟，共育带娃的能力提升。思路是“信任无距 沟通无限 合作无间”，

力求拉近教育距离，紧密家园间的情感与合作。但在实施的过程中我们也在思考，

在大时代以母亲为主角的家庭教育潮流中，如何提升爸爸的家庭教育主体地位，

有哪些路径能支持爸爸的智慧陪伴，最大化地提升陪伴质量？是否需要开发一门

有针对性结合我园科学特色的爸爸课程，来帮助他发挥理工科的男性特点、角色

特长，使爸爸们在新课程体系中能学有所得，学以致用，有力帮持，有道可行，

有方可为。

（2）家长发展需求：

我园通过一项“家庭教育角色参与度”的问卷调查显示，现有家庭中 42%

的母亲在孩子的教育中独挡一面，32%的家庭中教育孩子的任务由祖辈承担，父

亲真正起主导作用的不过 12%。对比家庭中的数据，我们也再次审视学校的家庭

教育课程，统计后得出：爸爸角色的家长自治团队为 0，一学期有爸爸参与的家



长进课堂活动为 3（次）/14（班），有爸爸专场的亲子教育活动为 1，零与个位

数的背后在启示着我们要聆听爸爸的教育需求，帮助爸爸搭建家庭教育的脚手架。

于是，通过”爸爸的教育心声”需求调研后，我们得知：充分发挥爸爸的兴趣特

长，弹性化的时空安排，多元化的活动类型，专题型的培训指导，成为了爸爸们

最迫切需要的支持，能够帮助他们突破家庭教育的瓶颈。同时，这也为我们爸爸

课程的开发、设计与实施开拓了思路，顺应了发展需要。

2、项目的内涵界定：

基于学校发展需求，家长发展需要，我们对爸爸课程明确内涵定位，确定项

目名称。课程对象指向全园所有幼儿的父亲，提升爸爸科学育儿的能力，对家庭

教育课程进行变革与创新。

（1）内涵的思考：发挥爸爸的男性品质、思维特点与教育力量，能够依托我园

的“乐享科学”特色课程体系，遵循“玩中长智慧，动中增才干”的特色理念，

努力培育“慧陪伴”的长三爸爸，以“探索炼、探索学、探索陪”为主题模块，

以“家长学校”为学习载体，以“爸爸团队”为导学智囊团，以小组的自治活动、

集体的爸爸活动为实施组织形式，以“全园爸爸”的参与为实施对象，促进形成

爸爸育儿共同体，保障课程的有效运作。基于以上分析与思考，结合科学特色的

“慧陪伴”爸爸探索营项目应运而生。

（2）我们的做法：

 步骤一：建立团队，完善组织结构，分工明确。

为了保证课程的有序开展，联系班级家委会中的爸爸成员，同时吸纳有教育

志向的新成员为原则，结合爸爸们的教育意识、兴趣爱好且愿意承担教育责任的

爸爸志愿者们，通过自荐和老师推荐相结合的方式产生班级团队成员。班级团队

有团长、组织员、信息员、宣传员和后勤员。信息员负责采集全体爸爸家长的教

育需求与热点问题，在梳理归类后及时反馈于团长。团长要起到承上启下的沟通

作用，在家长与老师，家长与学校间架起互通的桥梁，帮助爸爸们寻求专业辅导，

同时也扶持学校急家长之需，解家长之忧，共同构建好爸爸探索营的项目框架。

组织员负责建立班级爸爸联络群，向全体家长发布各种学习资源，落实活动方案，

明确活动时间、召集活动对象、发布通知等。后勤员需要协助组织员进行活动场

地的联系、活动材料的准备、安全保障工作等。宣传员则是以班级萌宝 APP、班



级群为阵地，设计活动海报，宣传活动立意，进行活动效果评价，汇总活动后的

家长收获与意见跟进。

 步骤二：由“团”组“营”，从团队辐射全体家长。

班级团队是小组力量，从小组到集体，薪薪之火可以燎原。作为爸爸团队，

他们作为先锋导学团，走进校园优先接受师资团队的直接辅导，也可以走向校外

先导亲子体验有趣的科技教玩具，走进社区提前踩点、游览学习各类科普展馆。

团队爸爸有优先学习的权利，但也有义务、有责任将学习、体验和积累的育儿新

理念、新经验和好方法，辐射、传承于班级所有家长，逐步从班级的“团”传递

至全园的“营”，全体家长要在应用于家庭后将教育成效、自我变化与遇到的困

难问题反馈至班级团队，形成双向、螺旋体的学习发展共同体，使课程内容得以

不断完善与优化。

3、目标与定位：

融合科学特色课程，顺应爸爸天性，解锁爸爸特长，通过爸爸探索营的主题

模块、阶段内容与目标等，转变爸爸的育儿理念，践行爸爸的教育行动，提高爸

爸的智慧陪伴，努力平衡好爸爸在家庭教育中的角色作用。

（1）构建“家-团-营-园”共育体，基于家长需求改变辅导模式，提供切实可用

的育儿内容与素材，经验和方法。

（2）发挥爸爸特色优势，提供适宜爸爸施展才能，发挥教育功效的平台，提升

爸爸的教育成就感。

（3）从团队到集体，覆盖全园所有幼儿的爸爸，构建爸爸育儿共同体，形成互

学、互助、互启发的集体氛围，在家庭教育中获得教育的归属感。

4、课程内容

学校教育的根本任务是立德树人，教育的目标是发展幼儿，服务家长，成就

教师。家庭教育是服务家长的重要组成部分，协同家长共育树人则是我们的教育

使命。指引、引领家长认同学校的课程理念，全方位地支持学校的教育教学工作，

是家长学校的首要职责。

围绕幼儿园的“乐享科学”特色课程，通过爸爸团队在班级中收集的家长需

求、热点问题、家教难点等，学校协同爸爸团队，共同研发制定“爸爸探索营”

的《“慧陪伴”校本课程实施手册》。通过 3 个主题模块，阶段内容的学习，努力



促成爸爸教育理念的转型，达成爸爸教育行为的改善，提高爸爸们的家教水平。

主题模块 主要内容 阶段内容 目标 形式 参与对象

探索“炼”

——做爸爸也是一

种修炼

理论学习 共性全体：结合家长学校基础课程

个性团队：面向爸爸群体课程辅导

1、爸爸在家庭教育中的角色

2、打开孩子生命教育的大门

3、“乐享科学”特色课程讲堂

4、教爸爸讲有趣的科学故事

5、你会吼孩子吗？

转变理念

熟悉课程

学会理解与支持

各类讲座

家长沙龙

全园爸爸

探索“学”

——爸爸也在学本

领

素材提供 1、智高积木搭建

2、智能玩具体验

3、科普展馆游览

4、动手动脑小实验

掌握年龄特点把

握孩子兴趣

专家辅导

基地实践

团队活动

爸爸团队

全班爸爸

探索“陪”

——爸爸和你做朋

友

活动支持 1、植物园科普定向远足

2、主题科技节的玩伴体验日

3、主题艺术节的亲子表演秀

4、爸爸助教进课堂

改变陪伴方式

理解游戏价值

校内活动

教师指导

家长助教

爸爸团队

全园爸爸

5、实施过程：

我们改变以往家长学校的教学模式，组建爸爸探索营，将探索的内涵做到

有深度、有广度。

（1）探索辅导学习的新方式：注重共性与个性兼容。

学校开设的家长学校专题讲座面向所有家长，开展共性的家庭教育指导，爸

爸群体也包括其中。学校进一步顺应爸爸探索营的学习需求，开辟围绕“慧陪伴”

目标下的专题辅导内容，有个性化的班级爸爸团体自主举办的读书会、家长沙龙

活动。有学校提供的爸爸团专门性辅导活动，提供陪伴素材的借鉴，如探访葡萄

科技公司、智高积木搭建培训，教爸爸如何讲好有趣的科学故事等，辅导者有来

自校外机构的专职讲师、有爸爸团里的专家爸爸，也有教师对爸爸的专题指导。

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地实现共性辅导与个性指导兼容。

（2）探索实施内容的序列性，注重理论联系实践。

爸爸探索营的运作模式是相对固定、常态化的，有自己的时间序列性。利用

时间轴表示的话，集体学习安排在上学期的 10-11月借助家长学校开展，个性学

习安排在下学期的 3-4月，学在前，行跟进，所以实践活动会安排在周五晚上或

周末，家长自发、自主规划活动时间和场所，亲子体验活动设置在每学期的科技

节与艺术节中。定期常态化的活动模式久而久之爸爸团队，乃至全体爸爸，已经

很清楚到了什么时间，我们可以做什么，为什么做，去哪里活动，怎么组织活动



等。同样不管是学习还是活动，爸爸们都可利用班级 APP 萌宝家园平台进行动

态发布，交流自己的心得体会、下一步行动等，形成每次学习或活动后的思想碰

撞与传递。

（3）探索陪伴活动的新领域，注重活动与特色融合。

爸爸们大部分的陪伴活动有学校给予的时空支持，并且活动内容与特色科学

课程密不可分，爸爸热衷于同教师、孩子一起探秘科学。教师也会和爸爸团体共

同规划、设计与实施陪伴活动。所以爸爸“慧陪伴”下的定向远足就是走进社区

资源上海植物园的科普之旅，爸爸们利用爸爸团推荐的“形色”小程序认识春秋

的一叶一花。爸爸“慧陪伴”下的主题科技节玩伴体验活动，爸爸成为孩子的“跑

友”，孩子的“学生”，与孩子一起乐玩科学，感受着孩子喜欢的陪伴方式给自己

带来的快乐与成就。

6、实施成效：

 爸爸的改变：

（1）参与度的提高。爸爸在家长学校、家园活动中的参与度大幅提高，一方面

有爸爸团队带领组织他们活动，找到了自己的组织，有共同话题、志趣相投。

另一方面幼儿园帮忙搭建的平台符合他们的兴趣爱好，有助于施展自己的特长

本领，在爸爸团队的示范引领下涌现出更多的爸爸助教者、爸爸陪伴者。

（2）更懂妈妈和孩子。爸爸们逐步在陪伴中把握孩子的发展规律和特点，体会

到妈妈对孩子付出的耐心与不易，学会与妈妈做教育分工。他们说现在和孩子

的亲子陪伴时光不再需要电子设备的帮忙，已经很清楚可以和孩子玩什么、怎

么玩、玩的愉悦有收获，爸爸的家庭教育地位明显提升，收获了父母间的教育

亲密度和幸福感。

 老师的收获：

因为有了爸爸的全方位参与，为原本都是女性的幼儿园教师团队和妈妈团

队注入了理性的教学思维、阳刚的教育内容、简洁明了的教育过程、科技信息的

给力支持。这些改变促成教师与爸爸间形成互学互帮互助体，老师们会有意识地

研究爸爸的教育角色与定位，通过爸爸团队收集家长提出的需求，有针对性地调

整家教指导的内容、难点和切入点。同时教师也会在自己的教学中模仿爸爸的思

维方式与教学方法，两者间产生了很好的互补共进作用。原本一些女老师有心无



力难以开设的“智能编程”科学课程也在爸爸团的特长助力，智慧协作下得以顺

利地开展与推进。所以爸爸成长的过程也在赋能我们的教师发展，赋值提升教育

品质。

 学校的增长：

所有的爸爸们在积极参与探索营，提高育儿能力之外，这种爸爸团队、爸爸

联盟营也会延伸到学校的其他工作中，比如之前说的开设出了一些新的科学课程，

为学校“乐享科学”的特色课程建设添砖加瓦；在每学期的爸爸探索营集结会上，

毕业爸爸团的骨干成员会走上学校讲堂共享自己的育儿经验和方法，传授自己的

组织心得与管理策略，这也为队伍的交替换新保驾护航，使学校家庭教育的这一

路队伍能永葆青春，有序运作。爸爸队伍已然成为教师队伍中无形的师资力量，

助力学校特色课程的品质提升，协同学校共同办好一所令人难忘，幸福起航的幼

儿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