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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环节 采取的关键性手法

融入社区、建立信任
1.面对面的社区走访和宣传
2.家长口碑传播
3.在流动人口所在社区就近开园

亲子课程建设

1.儿童五大发展领域：认知、语言、艺术、社会、运动
2.亲子课设计：早教专家设计整体的教案
3.绘本课程
4.以家长（家长）为中心的课程研发

参与式教学-家长参与体系
与能力提升

1.家长负责教室值日及课程物品摆放
2.在亲子游戏中家长参与并掌握游戏内容
3.绘本课程中教师示范+家长与孩子一对一现场朗读
4.绘本图书日常借阅，鼓励家长每天晚上读绘本

同侪模式-家长共同体的建构

1.挖掘家长积极分子
2.搭建家长从志愿者-实习生-全职人员的进阶体系
3.家长经验的相互交流分享
4.形成家长群，开展集体活动和外出游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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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环节 节点要素 关键性手法或行动策略 产出 风险因素

选址营造开放空间
就近原则；结合社区实际进行开放空间布局；
有足够的设备、绘本等；主动扎根社区

开放的亲子园
拆迁、找不到合适的场地、
房子无法继续租赁

社区走访和宣传招募
面对面的社区走访和宣传；项目点人员固定并
能持续提供服务；滚雪球式的宣传，吸引种子
家长、共同身份能产生认同感；家长口碑传播

报名表、社区摸底调查
家长防备意识高、
没有认识到自身的早教需求等

建立与流动社区的持续联结 与社区互动；保证持续时间和相对固定的人员 社区认知度、社区认可度
地址和团队的不稳定、
社区本身的流动性

具有社区吸引力和改变效果的亲子活动课程
营造开放平等的环境氛围；儿童五大发展领域 :
认知、语言、艺术、社会、运动；课程教案满
足早教的专业性要求并且有社区适用度

活力亲子园品牌课程
课程体系不够专业；
授课教师和家长无法理解
课程体系的目标和干预逻辑

能够形成持续体系的绘本课程
专业的儿童绘本体系；家长和教师在体系之中
的适应性，并结合社区情况进行优化改进

活力亲子园品牌绘本课程
课程体系不够专业；家长无法认知
到绘本的作用；家长无法形成持续
性参与

具有主体参与性的家长活动
关注家长最为迫切的需求；低门槛的参与、阶

段性的目标；形成持续的参与体系
活力亲子园家长活动体系

家长“被迫”参加活动甚至觉得
是负担；家长的参与时间和持续性

在地化的课程设计及日常督导机制 以社区家长为中心的课程研发和督导支持 课程研发、改进和督导体系
教师和志愿者家长无法理解督导内
容；无法激活教师和志愿者的认同
感和主人感

家长志愿服务 -教学活动日常管理
家长承担教室清洁、打扫值日及教学物资整理
等任务；家长负责或者参与活动的组织与安排

家长共同参与制定出来的

教学活动；家长参与体系
家长流动性、家长参与不足

家长志愿服务及开展活动 -活力社区空间日常管理维护
家长具有主人感；家长能够参与到空间日常运
作和管理中；家长可以以此为据点组织亲子活

动

空间日常管理手册，家长进行空

间使用管理体系
家长流动性、家长参与不足

课程中的家长参与和课后的家长行动

亲子游戏中家长参与并掌握游戏内容，可以自
己设计游戏；绘本课程中教师示范+ 家长与孩子
一对一现场读，并形成课后读绘本的习惯；家

长将课程内容应用于日常生活之中

家长状态跟进测量体系

（家庭档案中）

对家长持续性要求较高、需要家长
足够认同该课程且有足够的时间和
能力

挖掘家长积极分子
建立家庭档案、了解家长的实际情况；挖掘潜
在的家长积极分子；进行支持关爱、引导激发；
引入同侪模式的理念、用家长带动家长

家庭档案

家长的流动性；孩子长大后家长可
能需要面临着更为多元化的选择、
操作不当形成强制性或者让她们
感受到压力

形成家长群

在同侪基础上建构共同体，鼓励家长之间相互
交流分享，创造机会让家长之间增进认同、形
成共同体；组织开展集体活动和外出游戏，并

且鼓励家长自我组织。

家长群和活动情况记录
缺乏积极的家长，无法形成集体行
动；行动中的矛盾冲突和分派

家长 -教师进阶体系
搭建家长从志愿者-实习生-教师-全职人员的进

阶体系；配套各个阶段的引导扶持
有合适的家长进入到该体系 家长流动性

鼓励家长返乡后进行创业或者形成当地亲子活动小组

建立返乡家长的联系机制，让家长感受到共同
体和团队；鼓励家长在当地开展相关亲子活动；
建立较为全面的支持体系，包括团队建设、组

织管理、课程内容、资金支持等等

家长发起的亲子小组、团队等
机构无法帮助家长解决现实中的难
题

课程 -

适合于社区的

亲子课程建设

参与式教学

家长参与体系与能力提升

-

同侪模式

家长共同体的建构

-

-
融入社区、建立信任
建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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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项目点目前分布于北京、上海市区

现有3个项目点

每个项目点有2-3名老师

1-2名项目专员。

2
针对2-3.5岁的入园前儿童

2011年秋季项目上线以来：

（1）开设亲子课、绘本课，开办家长兴趣课、

亲子活动。上课时间为一周2节，亲子课每节课

的人数基本是学生8-16人，家长8-16人（现控

制在每班8-12组）。截止2017年春季，累计开

设亲子班128班次，亲子课课时达12748课时，

家长课堂课时达1562.5课时。项目累计服务儿

童2742名，家长3836人。

（2）建立家长沟通平台，通过日常沟通、咨询

、建立微信群等渠道，通过微信群发布一些关

于课程开展的消息和亲子早教的技巧等，并鼓

励家长在群里分享和交流观点，减轻压力，交

流经验。

3
针对0-6岁的学龄前儿童：

该部分服务内容自2015年上线以来，

共开设趣味课程37节，累计服务儿童

660名，家长553人。

4
服务对象家长满意度达到9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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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分情况 人数 比例 累计比例

5 1 0.62 0.62

6 2 1.23 1.85

7 10 6.17 8.02

8 27 16.67 24.69

8.5 1 0.62 25.31

9 39 24.07 49.38

9.5 2 1.23 50.62

9.8 1 0.62 51.23

10 79 48.77 100

合计 162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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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不满意 不满意 一般 满意 很满意

人
数
/人

教学环境

上课老师

亲子课

亲子绘本课

家长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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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人口户籍情况

（北京项目点）

7.09%

京籍人口

92.91%

非京籍人口

社区人口户籍情况

（上海项目点）

48.57%
上海籍人口

51.43%
非上海籍人口

20%

80%

带宝宝

上过其他亲子班的情况

67%

31%

2%

1名 2名 3名及以上

参加项目的家庭的
宝宝数量

家长参加亲子园项目的收获 综合得分

学会了新的教育孩子的方法

学会了新的亲子互动游戏

认识了同社区的家长们，有了新朋友

找到了一个可以让孩子玩耍的场所

深深认同活力社区团队的工作，在这里找到一种归属感

亲子关系得以改善

育儿压力得到缓解

学到育儿以外的新的技能

家庭关系得以改善

7.93

5.96

3.86

2.20

2.08

1.70

1.62

0.93

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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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 1.17

3.66

2.68
2.15

0.030.17 0.06

1.08

5.62

4.04

0.03
0

1

2

3

4

5

6

忽略放任 打骂体罚 批评教育 耐心沟通 奖励引导 其他

分
值

过往 现在

/分

教育方式

家长参加亲子园项目的收获 综合得分

学会了新的教育孩子的方法

学会了新的亲子互动游戏

认识了同社区的家长们，有了新朋友

找到了一个可以让孩子玩耍的场所

深深认同活力社区团队的工作，在这里找到一种归属感

亲子关系得以改善

育儿压力得到缓解

学到育儿以外的新的技能

家庭关系得以改善

7.93

5.96

3.86

2.20

2.08

1.70

1.62

0.93

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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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伴孩子的时间
跟孩子一起玩亲子
游戏的时间 给孩子读绘本的时间

和家人沟通讨论孩子
的教育发展问题

人数 百分比 人数 百分比 人数 百分比 人数 百分比

以前没有

现在有
16 9.88 30 18.52 61 37.65 43 26.54

以前就有
现在跟以前一样 56 34.57 39 24.07 23 14.2 31 19.14

以前就有
现在增加了 90 55.56 93 57.41 78 48.15 88 54.32

36.42%

61.11%

1.23%

0.62%

0.62%

01 02 03 04 05 06 07 0

20 -30岁

30 -40岁

40 -50岁

50 -60岁

60 岁以上

带宝宝上亲子课的家长  表 18

130

1

28

3

80.25

0.62

17.28

1.85

02 04 06 08 0 100 120 140

妈妈

爸爸

祖父母或外祖父母

其他
百分比

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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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的工作情况

边工作边照顾宝宝

不工作，全身心照顾宝宝

38.89%

61.11%

95.68%

4.32%

家长是否在活力社区

认识了新朋友

是

否

18.52%

2.47%

79.01%

完全没有交流

私下会有联系

在家长群里沟通，私下不联系

家长私下的交往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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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aluation
Conclus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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