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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幼儿园 80 后家长群体的特点与工作策略

【论文摘要】：

一、研究背景：

家长工作大都是教育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面对目前幼儿园的家长群体，主

要是“80 后”。出现了新的需求和问题，但却没有具体相关的，有针对性的研

究和对策。

二、研究方向：

关注幼儿园 80 后家长的特点与需求，寻求新的工作方式和途径，形成工作

策略与实践经验

1、研究 80 后家长群体教养方式的特点。

2、研究目前幼儿园针对 80 后家长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3、研究针对 80 后家长工作的对策。

三、研究方法：

1、文献研究法：查阅相关 80 后家长教养方式、目前幼儿园家长工作模式与问

题等资料内容。以及相关心理学论点和社会教育评价等资料。

2、问卷调查法:设计《80 后家长调查问卷》，对 80 后家长家庭结构组成、教养

方式、对教育的认识与态度、家长工作的需求等问题进行数据收集。

3、行动研究法：根据文献资料和数据分析，制定家长工作对策与方案。并进行

实践。形成一些具体可行的方法进行推广。

四、研究成果：

1、目前 80 后家长群体的主要特点：

（1）职责转移，主要落在祖父的身上；（2）依赖网络，获得信息和进行交

流；（3）需求多样，关注并强调孩子的个性。

2、针对问题形成的基本策略：

 从家长工作深入到家庭工作，开展分层指导。

 借助网络建构多方位的平台，与家长形成互动。

 提升专业素养提供专业指导，将家长引入学校。

附：80 后家长群体的特点数据分析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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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园 80 后家长群体的特点与工作策略

（正文）

上海市徐汇区长桥第三幼儿园 江岚

家长工作一直以来是受到社会、学校等多方关注的问题，尤其是中国的第一

代独身子女们都已为人父母，目前我们的幼儿家长大多为 80 后的家长。针对 80

后群体的特殊时代背景，针对 80 后群体的家长工作，更是一直受到非议和困惑。

这也是目前社会及工作中的实际热点问题。

过去的家长工作模式，已经不能完全满足或适应现在的家长工作需求。使目

前幼儿园的家长工作面临了新的问题与挑战，但却还没有可借鉴的经验或具体指

导方法。

因此，我进行了《幼儿园 80 后家长群体的特点与工作策略》的研究，关注

幼儿园 80 后家长群体，寻求新的工作方式和途径，旨在形成工作策略与实践经

验。

一、研究背景：

1、概念界定：

 家长工作：就是以教师为主导，通过各种日常的以及专门设计的各种活动为

途径，与家长沟通幼儿情况，交流意见，使教师和家长（幼儿的主要教养者）

之间的沟通。

 80 后：“80后”一词来源于国际社会学家们讨论社会发展一代名词。是指国

家依法执行计划生育后所出生的一代人（计划生育发展的新阶段 1979 年至

今）的代名词。在 80后这一代人身上具有鲜明的改革开放带来的彰显个性

的时代烙印。

 80 后家长：是指目前幼儿园家长群体中“80后”。

2、国内外现状分析：

（一）现状了解：

 家长工作始终是教育的重要部分。

首先：《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第十条明确指出：“家长是幼儿园教师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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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伙伴。应本着尊重、平等、互惠的原则，吸引家长主动参与幼儿园的教

育工作。

其次，从各种实际案例和生活中我们可以看到：

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家长对于孩子的言传声教和潜移默化的影响

是十分巨大的。因此，,学校的教育不仅是针对幼儿，还需要关注到家长。

对家长的了解、沟通和知道，是班主任的日常工作中尤为重要的组成部分。

 “80 后家长群体”是目前幼儿园家长工作的主要对象：

目前，中国的第一代独身子女们都已为人父母，目前我们的幼儿家长大

多为 80后的家长。他们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用法制限制人类生育后所面

临的问题及 80年以后所出生的独生子女，在 80后这一代人身上具有鲜明的

改革开放带来的彰显个性的时代烙印。

 时代变迁使得家长工作面临新的挑战：

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家长群体的变化，过去的家长工作模式，已经不能

完全满足或适应现在的 80后家长群体。由于 80后家长群体的特殊背景，目

前幼儿园的家长工作面临了新的问题与挑战，但却还没有可借鉴的经验或具

体指导方法。

二、实践研究：

针对现状分析和幼儿园工作的实际情况，确立了研究的目标、内容和方法并

以此展开了研究与实践：

（一）研究目标：

关注幼儿园 80 后家长的特点与需求，寻求新的工作方式和途径，形成工作

策略与实践经验

（二）研究内容：

1、研究 80 后家长群体教养方式的特点。

2、研究目前幼儿园针对 80 后家长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3、研究针对 80 后家长工作的对策。

（三）研究方法：

1、文献研究法：

查阅相关 80 后家长教养方式、目前幼儿园家长工作模式与问题等资料内容。

以及相关心理学论点和社会教育评价等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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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问卷调查法:

设计《80 后家长调查问卷》，对 80 后家长家庭结构组成、教养方式、对

教育的认识与态度、家长工作的需求等问题进行数据收集。

3、行动研究法：

根据文献资料和数据分析，制定家长工作对策与方案。并进行实践。经过阶

段实施后进行检查反馈，调整计划，再实施，如此反复以达到最终研究目标。形

成一些具体可行的方法进行推广。

【研究成果】：

一、 根据问卷数据与分析，梳理了 80 后家长群体的特点：

（一） 通过问卷数据与分析，引发对 80 后家长工作的新理解和新认识。

过去，我们总是唠叨与埋怨现在的孩子和家长难沟通、难教育。往往归咎于

家长的责任，没有分析问题背后的原因。通过研究，在对 80 后家长的特点进行

梳理的同时，也对目前以 80 后家长群体为主的家长工作有了新的理解和认识：

1、现在的家长工作，不仅是面对一个或二个家长，而是一个家庭。

2、目前幼儿园存在的幼儿普遍自理能力较弱与家庭结构有关。

3、新时代的家长工作，教师不再唯一的权威，家长有更多获得教育信息的

不同来源。

4、家长更关注教师对幼儿的个别关注以及较高的专业指导能力。

（二） 通过问卷数据与分析，对 80 后家长群体特点进行梳理：

在研究阶段的前期，针对目前工作中的一些问题和需求，对相关的 80 后家

长群体进行了问卷调查并对相关数据分析进行了分析。

本次调查内容主要包括四大部分的内容，共 15 个具体问题。包括：

第一部分：80 后家长家庭结构组成（4题）

第二部分：80 后家长的教养方式（4题）

第三部分：80 后家长对教育的认识与态度（3题）

第四部分：80 后家长群体对家长工作的需求（4题）

通过对 80 后家长群体的相关调查和数据分析，对 80 后家长群体梳理出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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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几点主要特点：（具体数据与分析，详细资料见附件 1）

1. 对孩子的教养职责开始转移，主要落在祖辈的身上。

2. 80 后家长群体更多依赖网络，实现信息获得与交流。

3. 对教育的理解与需求多元化，开始关注孩子的个性。

（附：附件资料部分数据与分析）

 表一：80 后家长家庭结构组成（4题）：

问题内容 数据情况 百分比

1 双方是否都是 80 后 双方都是 25 42.3%

单方 80 后 34 57.7%

2 有几个孩子 1个孩子 54 91.6%

2 个孩子 5 8.4%

3 家庭成员结构 三口之家 5 8.4%

与祖辈合住 43 73%

周末家庭 11 18.6%

4 父母工作情况 双职工 46 78%

全职妈妈 8 13.6%

一方在家工作 2 3.4%

都在家工作 1 1.6%

自由职业 2 3.4%

 表二：80 后家长的教养方式（4 题）

问题内容 数据情况 百分比

1 孩子教育的主要负责人 爸爸 3 5.1%

妈妈 40 67.8%

祖辈 14 23.7%

其他 2 3.4%

2 孩子养育的主要负责人 爸爸 3 5.1%

妈妈 8 13.6%

祖辈 46 78%

其他 2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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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入园前的教

养方式

入

托

38

64.4%

全天入托 32 54.2%

半天入托 6 10.2%

在

家

21

34.6%

全职妈妈 8 13.6%

祖辈 11 18.6%

其他 2 3.4%

4 入园后主要接送人 爸爸 7 11.9%

妈妈 9 15.3%

祖辈 38 64.4%

其他 5 8.4%

 表三：80 后家长对教育的认识与态度（3题）

问题内容（多选题） 数据情况 百分比

1 孩子进入幼儿园的主要目的 集体规则 41 69.5%

生活技能 32 54.2%

认识朋友 48 81.35%

开发智力 11 18.6%

特长展示 10 16.9%

增强体质 12 20.3%

2 择园的原因 公办收费低 39 66.1%

环境好 47 79.7%

有口碑 26 44.7%

就近入园 46 78%

3 了解教育的平台 与老师沟通 11 18.6%

朋友之间 35 59.3%

电视 10 16.9%

网络 41 69.5%

从不了解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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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四：80 后家长群体对家长工作的需求（4题）

问题内容（多选题） 数据情况 百分比

1 与老师沟通的方式 面谈 9 15.2%

电话 14 23.7%

短信 33 55.9%

网络 37 62.7%

不需要 0 0%

2 聊天工具 微信 32 54.2%

飞信 21 35.6

QQ 27 45.8%

其他 3 5.1%

3 需要提供的帮助和指导 胆子小 32 4.2%

学什么 14 23.7%

与孩子沟通 8 13.6%

与老人的教

育代沟

11 18.6%

4 对幼儿园和老师的建议与要求 习惯培养 21 35.6

交朋友练胆子 27 45.8%

学本领懂道理 11 18.6%

孩子要快乐 12 20.3%

多和孩子沟通 3 5.1%

1、数据所显示的主要问题：

（1）80 后家长群体，对于孩子的养育和教育多依赖自己的父母（祖辈）

表现为“与父母合住”“孩子主要养育人”“主要接送人”等各方面数据。

（见表 1、表 2、表 3）

（2）80 后家长群体对于教育的了解不再仅限于学校和教师。

表现为“从网络和朋友处获得教育信息”（见表四）

（3）80 后家长群体的沟通方式更多依赖和集中于短信和网络。

表现为“短息、微信平台沟通需求”（见表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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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数据分析所显示的 80 后家长的一些特点：

 对孩子的教养职责开始转移，主要落在祖辈的身上。

从获得的有限数据，我们可以看出，80 后家长群体，基本都为双职工，工作

较繁忙。孩子的养育工作主要由自己的父母（孩子的祖辈）承担。

 80 后家长群体更多依赖网络，实现信息获得与交流。

随着科技的进步，生活的改变，80 后家长较之过去的家长对电子产品和网

络技术的有更多的应用甚至是依赖。因此，对于教育相关信息的获得及生活方式

也出现了变化。

 对教育的理解与需求多元化，开始关注孩子的个性。

通过表四 3、4等方面可以看出，家长对孩子从过去的学知识，更多的开始转

变为习惯、个性、展示自我等方面的需求。对教师也提出了过去很少出现的“多

沟通”等词汇。

二、根据 80 后家长群体的特点，针对问题形成的基本策略：

1. 从家长工作深入到家庭工作，开展分层指导。

针对 80 后家长群体家庭结构的特点，主要由祖辈承担教养责任，因此，在

相关的家长工作开展时，就要靠考虑到工作对象的变化和增加。不仅要做好 80

后家长的家长工作，还要对祖辈开展教育指导。家长工作要从一个家长做到一个

家庭。必要时还学针对家庭中的不同成员 ，施行“分层指导”。

案例 1：《让奶奶与妈妈同步……》

“豆豆”是小班的一名幼儿。他的妈妈总觉得孩子习惯不好，没有礼貌，希

望老师对他严格一些，而奶奶觉得孩子还小，更关注孩子中午有没有吃饱。婆媳

俩总是矛盾不断。

面对这样的情况后，老师在孩子吃饭情况良好时，就向奶奶及时“汇报”。

孩子在一段时间都保持良好的进餐状态后，老师开始寻找到机会。有一天，奶奶

来接豆豆时，老师故意说：豆豆，你看，奶奶多爱你啊，每天关心你有没有吃好、

吃饱。你也要像奶奶关心你一样，关心她。回家的时候，一定要扶着奶奶哦。”

借着这个话题，老师又与奶奶攀谈起来，逐步将话题转到孩子的礼貌和习惯上 ，

奶奶也针对孩子的礼貌与习惯问题与老师打开了话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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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妈妈来接豆豆时，总是说：“你怎么每次都要妈妈提醒你和老师说再

见呀”这时，老师笑眯眯的对豆豆说，明天你一定会主动和我打招呼的。当孩子

主动与老师打招呼时，老师及时向妈妈反馈，并告诉妈妈，小班的孩子还很自我，

在成人提醒下与别人打招呼是正常的现象。不必过分焦虑。刚入园的孩子，更多

的应该关注生活上的适应，例如吃饭、睡觉……在了解了孩子的年龄特点和目前

的需求后，妈妈也开始关注豆豆的进餐情况与习惯了。

案例分析：

这样的案例在当下社会，尤其是 80 后家庭群体中更是数不胜数。不同的年

龄阶层、不同的时代背景、对孩子不同的期望与要求，从而产生了教育的代沟与

隔阂。面对这样的问题，就需要我的智慧和耐心的分层指导，来进行沟通和协调。

并尽力促使家长达成共识，形成同步教育。

老师首先选择了满足家长个体对孩子的关注，孩子 2方面的问题都要关注，

这样与奶奶或妈妈交流时都能有的放矢：同时，也应该根据孩子的具体情况，寻

找适当的时机，用适当的方式将另一部分的问题与她们沟通，促进家长之间的教

育同步行。

2. 借助网络构建多方位的平台，与家长形成互动。

通过问卷数据分析，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的 80 后家长由于工作繁忙，相对

于过去面谈、家访等家长工作沟通形式，更乐意通过网络平台进行联系。这也符

合当下电子信息时代的大背景，老师们也应该与时俱进。

 目前我们可以建立的平台有：

网络 QQ、电子邮箱、班级主页、家校互动等

手机 短信、微信、飞信、语音信箱等

 我园目前的网络平台主要建构情况：

叶 叶

班

豆 豆

班

苗 苗

班

芽 芽

班

葵 花

班

紫 薇

班

百 合

班

樱 桃

班

蜜 枣

班

石 榴

班

QQ 群 √ √ √ √ √ √ √ √ √ √

微信 √ √ √ √ √ √ √ √ √ √

班级网站 √ √ √ √ √ √ √ √ √ √

飞信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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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开展有趣多元的各项活动，将家长引入学校。

在将孩子的教养责任过度给祖辈后，80 后的家长与孩子的亲密接触、对幼

儿园的深度了解都十分缺失。但是，他们是孩子教育的第一责任人。我们有责任

和义务，将他们引入教育的共同体。

（1） 对该策略的一些思考：

我们所开展的一些活动可能一些学校已经在开展，但过去我们往往更注重

活动的教育意义和任务意识。但通过课题的研究，我们则是更多的关注了家长的

需求和参与。力求能使每个家长都能融入我们的教育过程，了解我们幼儿园的教

育内容、参与幼儿的成长过程。

在研究过程中，我们依托幼儿园群体，针对 80 后家长“想参与却没时间”、

“有时间却不知该怎么做”、“有时间、有精力却没机会”等情况，通过园方与全

体教师的共同智慧，目前我们已开展了丰富多彩的各项活动，以满足不同需求的

80 后家长参与。

（2） 根据组织形式主要分为 2 方面：

班级组织 家长会、家委会、班级亲子活动、家长进课堂、班级志愿者

等、亲子运动会等、育儿心得分享等

园方组织 各类讲座、艺术节义卖活动、科技节游园活动、期末参观活

动、春秋游亲子活动、后勤巡视活动、等。

针对一些活动，我做一下简单的介绍：（资料详见附件 2：《活动方案》）

 “亲子活动”：

主要针对 80 后家长工作繁忙，忽视亲子关系。教师可以针对对自己班级的

情况自由的开展。时间、场地都可以相对自由和宽松。活动前可以提供时间、

地点选择，活动的内容多以亲子游戏为主，寓教于乐。在促进亲子关系的同

时，也体现了教师专业的指导。

 育儿心得分享：

对于那些比较忙，没时间来参加学校活动的 80 后家长很适合。教师可以将

他们的育儿心得或问题通过资料分发、网上共享等多种方式，也让他们融入

我们的教育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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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效分析】

1、课题研究促进了园内教师对家长工作的关注

 相关课题的明显增加：

对 80 后家长群体的关注及工作策略的研究，也带动了园内教师对家长

工作的重新关注。我园目前关于“家长工作”的课题，从去年的 1 个，到今

年的 3 个。

 家长工作的形式增多：

过去，我们的家长工作仅仅停留在“家访”“家长会”“家园沟通”的层

面。现在，网络平台的建立、大型活动教育指导意义的思考，都是源自对家

长工作的高度重视。

2、课题研究提升了家长工作的有效行为

 通过网络和多媒体，实现与 80 后家长的及时沟通。

由于 80后家长群体的孩子多数由祖父母或保姆接送，面谈的机会较少，

因此，我们通过 QQ、微信与他们实现“即时通”，增加 80后家长对幼儿及

幼儿园情况的了解程度。

 丰富多元不同形式的活动，避免了个别 80 后家长的“0”参与。

有针对性的各种活动，避免了个别家长的“0”参与，例如：有主题的

亲子活动功能，指定邀请家长。三八妇女节指定邀请“妈妈”；“亲子运动

会”指定爸爸参加等等。

【问题思考】

1、研究的过程是否科学与完善

1）研究对象是否太局限

调查对象仅 60人，并局限于长三幼儿园家长，数据样本是否足够？是否能

体现整个 80后家长群体的特点？又该如何取样。

2）问卷设计还不够全面与科学

问卷内容参考了“新生家访问卷”、“家长开放日反馈意见”等，这些问题和

资料是否能全面的说明问题，问卷设计时具体需要考虑那些方面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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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研究中出现的新问题

在研究中，主要关注了 80后家长群体。但事实证明：80后家长群体不是单

独存在的。一个 80后家长的家庭，还有着背后的祖辈家庭的参与。具体到底该

如何使当下的家长工作更有效，更有针对性，还有待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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