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州市花都区人文素养家园共育共治项目实践报告

广州市花都区教育局

一、前期准备

（一）承接课题、增设机构

教育部政策法规司委托的《中小幼家校共育共治体制机制实践研究》

（项目编号：JYBZF2019006）课题正式启动，实施一把手工程，局长亲自

挂帅，牵头组织研究；增设专门机构家校共育研究室、选任优秀人才组成

研究管理团队。

（二）收集文献资料

收集何庆研究员人文素养讲坛之《21 世纪人类“健康文化”的建立与

战略构想》《中国公民人文素质研究》《幼儿园家园共育指导》《幼儿教育人

文素质的培育》《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

南》、中外关于家庭教育的理论资料、《发展心理学》。

（三）整理基本数据

1.人文素养家园共育共治在中小幼实施。前期重点在九所幼儿园开展。

准确统计实验幼儿园班级数、教师人数、幼儿人数，分类造册汇总人数；

确定第一批、第二批、第三批实验园、实验班及实验班教师和每个园的第

一期、第二期、第三期实验班级；开展并汇总《人文素养家园共育共治研

究与实践幼师调查问卷（活动前）》《幼师思想状况调查问卷》《人文素养培

育问卷》《人文家教情况调查问卷（家长培训前）》四份前测问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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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准确统计人文素养试点中小学数据：三所小学、三所初中的班级数、

教师人数、学生人数，分类造册汇总人数；确定第一批、第二批、第三批

学校、实验班及实验班教师和每所学校的第一期、第二期、第三期实验班

级。

（四）统一认识

通过交流等形式对项目进行充分的讨论，碰撞思路、达到思想认识上

的高度一致。3 月 11-16 日局领导亲自率几大幼儿园管理成员赴大庆深入了

解人文素养家园共育共治实践进展情况。通过座谈交流、考察学习，项目

实施的核心成员，统领项目实施的部门、实验园园长、实验班教师深受启

发和触动，纷纷表示找到了践行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抓手。

（五）制定实施方案

在人文教育专委会专家指导下，研究制定了《广州市花都区人文素养

家园共育共治项目实施总体方案》和《广州市花都区人文素养家校共育共

治项目实施总体方案》，明确了整体要求、目标任务、进度安排、保障措施

等内容，确保项目推进的路径和具体实施办法具有科学性、严谨性和可操

作性，发挥指导、把控实验全过程的重要作用。

二、 正式启动

2019年4月13日，广州市花都区人文素养家园共育共治项目正式启动。

花都区第一幼儿园、幼林培英幼儿园、幼飞幼儿园、蓓蕾实验幼儿园、蓓

蕾中英文幼儿园、雅居乐锦城幼儿园、黄冈幼儿园、云峰幼儿园、卓越幼

儿园等九所幼儿园成为实验园。在启动大会为幼儿家长和幼教老师进行了

专项培训，何庆研究员亲自作了首场培训。启动大会和专项培训通过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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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全区学生家长进行直播，得到了社会的高度关注，直播点击量高达

1878911 人次。通过启动大会、专家培训等措施，对所有参与项目实验的全

体人员进行人文幼教理念的引领与传递；通过家长培训、家长会等形式向

实验班家长讲解了人文家教的内涵、意义与要求，逐个细致地做好了家长

的思想动员工作，确保实验班每一名幼儿家长、每一个幼儿家庭自愿、积

极、主动投身项目实施中，为家园合作、共育共治奠定了思想基础。

三、正式开课

4 月 15 日，人文素养家园共育共治启迪课程正式开课。第一周，三所

幼儿园分别选出大中小各一个实验班，从人文素养引入课程的小班第一节

课上起；第二周，中班和大班上人文素养引入课程的中班课；第三周，大

班上人文素养引入课程的大班课。其余班级以此类推，经过 40天，首批三

个实验园的人文素养课程全部完成。整个课程组织，做到了严格要求、严

密组织、严谨管理，层层推进、层层落实。在课程实施上，一环扣一环，

环环打磨，课课研讨。第二批和第三批实验园分别在 5月、6月启动了人文

素养家园共育共治启迪课程，经过三周的课程开展，取得了预期的好成绩。

四、扎实推进

（一）人文素养中小幼家校共育共治项目工作的推进，在花都区教育

局党组的领导下，在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人文教育专业委员会专家的课

前指导下，严格把好培训关、授课关、教学交流关、家园共育关。

（二）局领导、专委会专家和研究室成员深入到一线中小学观摩听课、

指导分享，对课程的内容、课程开展情况、课程开展中的困难、家长的配

合度等方面深入调研分析，并给予指导；幼儿教师和家长积极行动，密切



4

配合。充分体现了以下特点。

1.领导重视。局领导亲自挂帅，成立小组分步落实，高效执行稳步推

进。

2.专家引路。专家引领深度介入，磨课教研齐头并进，每周小结每月

大结。

3.家园互动。课后推送家庭指导，微信打卡不落下，教师跟进个性指

导。

4.数据说话。落实观察表预实践表，每天收集微信截屏，美篇宣传正

能量。

5.互帮传承。互帮互助互研互教，传承创新发扬壮大，问题导向课题

延展。

五、实施效果

历时 150 多天的人文素家园共育共治实验第一阶段取得了显著成果。

首期参加试验的九所幼儿园试验班的孩子们发生的可喜变化，让家长们深

受感动、让教师们深感惊喜；幼儿家长们在家园共育共治的过程中深受感

染，对家长的责任、家庭的作用、家风的影响、家教的意义有了深刻的理

解。人文素养家园共育共治为孩子们成长立德根、为社会治理打基础、为

民族复兴育新人的实效初步显现。

（一）孩子们发生了可喜变化

坏习惯扔掉率高：本次人文素养家园共育共治体制机制实践研究项目，

全区共有 9 所幼儿园、60 名教师、800 多名孩子、1600 多名家长参与了改

革实验。150 多天的探索实践，创造了人文素养幼教改革新奇迹。截止到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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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22日，全区 9 所实验园 800 多幼儿纠正不良习惯 20526 个，纠正率高达

90.3％，已诞生了 45个“自立”“自强”“自尊”的归零宝宝。

第一批三所幼儿园在上人文素养引入课程前，对大中小班三个班的幼

儿家长进行了问卷调查，主要统计孩子身上存在的问题。被调查的 294 名

幼儿，在生活习惯、遵守规则等方面共存在 7899 个有待解决的问题，人均

26.8 个问题。

经过人文素养启迪课程十三周的培育后，孩子累计扔掉 7130 个“坏品

行”，扔掉率为 90.26%。

第二批三所幼儿园在上人文素养引入课程前，对大中小班三个班的幼

儿家长进行了问卷调查，主要统计孩子身上存在的问题。被调查的 284 名

幼儿，在生活习惯、遵守规则等方面共存在 7260 个有待解决的问题，人均

25.5 个问题。

经过人文素养启迪课程十周的培育后，孩子累计扔掉6696个“坏品行”，

扔掉率为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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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批三所幼儿园在上人文素养引入课程前，对大中小班三个班的幼

儿家长进行了问卷调查，主要统计孩子身上存在的问题。被调查的 240 名

幼儿，在生活习惯、遵守规则等方面共存在 7564 个有待解决的问题，人均

31.5 个问题。

经过人文素养启迪课程七周的培育后，孩子累计扔掉6700个“坏品行”，

扔掉率为 8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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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整体面貌发生了可喜变化。幼儿接受人文素养启迪课程教育后，

研究室成员深入一线幼儿园调研，幼儿转变集中表现在：

1.规则和秩序意识增强了。

2.自立意识及自理能力提高了。

3.劳动意识和能力增强了。

4.礼貌意识和爱心明显增强了。

5.情绪控制能力增强了。

6.理性解决的情况增多了。

对第一批实验家长进行问卷调查，参与调查的家长一共 288 位。家长

对人文素养培育的效果认同度高达 95%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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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问卷内容 不确定 同意 非常同意

1．可以帮助幼儿培养良好习惯 3.47 23.6 70.49

2．可以帮助幼儿认识自我价值 4.86 27.43 64.58

3．可以帮助幼儿建立国家归属感 6.25 31.26 58.68

4．幼儿学会了与人友好相处 3.54 34.85 57.07

5．幼儿学会了整理自己的随身物品 8.59 31.31 56.06

6．幼儿学会了自我管理 6.06 34.34 54.04

7．幼儿学会了珍爱生命 6.06 31.31 58.08

8．孩子控制能力有了进一步提升 5.05 34.85 55.5

9．幼儿愿意合作与分享 2.91 39.81 55.34

10．幼儿规则意识得到增强 2.91 41.75 54.37

11．幼儿的坚持性得到增强 6.98 33.98 57.28

12．幼儿学会思考，具有自省能力 6.8 35.92 56.31

13．幼儿的自信心增强 3.88 37.86 57.28

14．能与幼儿园和教师形成良好的教育合力 3.13 32.99 61.46

15．能够改善与孩子之间的关系 5.56 31.6 60.07

16．能较好地解决现今孩子的不良行为问题 4.51 30.21 62.15

17．能形成孩子良好的品格 2.43 27.43 67.36

（二）家庭、家教、家风发生了转变

1.人文素养家园共育共治转变了家庭教养观念。经过一个多月的人文

素养家园共育课程后，家长由原来的不懂、不会、不管孩子回归到参与、

陪伴、关注孩子；从原来的只关注孩子生理需要转变为更关注孩子的心理

需求。

2.人文素养家园共育共治使家长角色得到归位。经过一个多月的人文

素养培育后，家长对孩子教育从原来的监督者，转变为参与者、陪伴者、

教育者。

3.人文素养家园共育共治提升了家庭教育能力。家长每天和孩子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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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观察表，每天和孩子对照预实践表，家长清楚地知道在家庭中要关注孩

子哪些问题，教育的内容清晰了，目标明确了，教师每天推送家庭教育指

导方案，发现问题知道如何去解决问题。在这过程中家长提升了教养的能

力。

4.人文素养家园共育共治优化了教育环境。孩子们在课堂上经过老师

的培育，知道了好与坏、是与非、对与错，回到家里对家长“坏习惯”給

与批评，班级家长之间因为每天要微信打卡，彼此互相影响借鉴，幼儿园

老师也和家长的沟通更密切，老师倾尽心力跟进教育感动了家长，家长在

家里看到孩子的变化也深受触动。这样，孩子、老师、家长之间形成良好

的人文情感，整个教育的环境得以优化。

（三）幼儿教师得到了快速成长

1.“立德树人”信念更加坚定。人文素养家园共育共治项目，让老师

有了抓手，有了方向，有了落实跟进的具体内容。老师看到了孩子的变化，

深深感到“立德树人”不再遥远，不是口号，每个教育人都能做到，从而

使立德树人的信念更加坚定了。

2.教师角色得到拓展。幼儿工作者由原来只负责孩子的一日常规生活，

负责孩子在幼儿园的教育和跟进，但是 5+2=0 这种现象一直存在。人文素

养启迪课引入之后，教师每天要推送家园共育指导方案，每天要回复家长

的追问。教师的角色在改变，成为家庭教育专干，甚至是家庭教育指导师。

有些家庭因为孩子产生家庭矛盾，通过教师专业指导得以化解，许多教师

成为家庭和谐的天使。

3.教育理论水平得到明显提高。人文素养家园共育共治是教师引领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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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一起实施的教育，通过影响家长改变家教。这就要求老师必须掌握家庭

教育理论知识，倒逼教师加强学习与研究。

4.教学实践能力快速提升。人文素养启迪引入课程，立足于生命安全

和优化生活质量，从幼儿启蒙教育入手，致力于在人之初培育人文意识、

厚植人文功能、增强人文素养，给孩子讲好人生第一课，帮助扣好人生第

一粒扣。幼儿工作者通过磨课研课听课的反复推敲，教师教学素养能力得

到了快速成长，同时孩子的进步、家长的认可也成为激发教师前进的动力。

（四）人文素养家园共育共治成为教育和社会的聚焦点

1.人文素养家园共育共治找回了教育的根本。通过编写美篇、推送公

众号让更多的教育工作者、家庭、教育行政人员在相互交流中改变了育人

观念。人文素养启迪课程开展一个多月以来，管理人员及时跟进，教师苦

干不计回报，孩子们的可喜变化，家长们的观念改变，向更多的教育工作

者传递出一种教育改革的信号，这就是——教育回归生活、回归家庭、回

归社会，回归到人的本质上来。

2.人文素养家园共育共治重新凝聚了教育的合力。人文素养家园共育

共治项目产生的影响由点到面，调动了广大教育行政人员、教师投入人文

教育中来。自从人文素养家园共育共治启动大会以来，教育行政领导多次

深入调研了解指导，给园所、老师极大鼓舞和支持，激励教师奉献有为。

3.人文素养家园共育共治为完善社会治理体制机制开辟了一条新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对教育提出了新要求。习近平总书

记指出，新时代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要求教育把立德树人

作为根本任务，要坚持以德为先、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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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者和接班人。何庆老师 35年来深耕细作，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

管理文化相结合，适应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中国梦的要求，构建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之人文教育体系。在此基础上，

从关注个体生命安全与发展、培育社会成员的健康心理和人格，实现党的

领导、社会治理、执政安全有机统一的战略高度，研发出人文素养系列课

程。这一课程从人文幼教起步，逐步形成大中小幼一体化德育体系。课程

实施以来，显著的教育效果，使教育行政干部、教师、家长深受触动，每

个参与者都受到了教育。家长、孩子懂得感恩老师，为老师的付出深受触

动；老师有了动力得到了滋养，工作热情高涨；行政人员也深受感动，家

园关系、亲子关系、上下级关系、家校关系得到改善，更加和谐，从而带

动了社会的和谐，为社会治理探索了一条可行之路。

（五）人文素养家园共育共治项目得到家长和教师的高度认可和关注

从开始实践到第一期结束，家长和老师撰写的文章感悟有：

1.家长认同度 100% ；教师认同度 100%。

2.家长感言、感悟、体会文章 83篇。

3.家长感言、感悟、体会截图 41779 幅。

4.家长意见及批评类截图 6 幅。

5.教师感言、感悟、体会文章 344 篇。

6.阶段性总结文章 3 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