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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前教育专业（专升本） 

《学前儿童家庭与社区教育》 

自学考试课程大纲 

一、课程性质与设置目的要求 

（一）《学前儿童家庭与社区教育》课程是甘肃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学前教

育专业（专升本）必考的课程，是培养和检验考生的家庭与社区教育基本知识和

应用能力的一门专业课程。《学前儿童家庭与社区教育》的核心内容就是探讨儿

童所处的社会生态环境与儿童发展关系以及儿童如何受到这些环境及这些环境

之间关系的影响，儿童又如何影响这些环境因素。探讨家庭环境、社区环境对儿

童发展的影响，探讨如何实现三方共育，为儿童发展提供良性的社会生态环境。 

（二）设置本课程的具体要求 

使考生比较全面、系统地掌握家庭与社区教育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

方法以及现代家庭与社区教育的新观念、新方法，掌握在家庭、幼儿园以及社区

中实施家庭与社区教育的基础知识和实施能力。 

（三）本课程与相关课程的关系 

本门课程是一门既注重理论认识又注重实践应用的课程，它阐明的是家庭与社区教育基

本理论与教育实践之间的关系，因而要求学习者首先应具备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学科

的基础知识，宜在先修《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学》的基础上来学习本课程。对于已具

备教育学专业专科水平的考生来说，本课程的重点是家庭与社区教育与儿童发展的关系、家

庭与社区教育资源的挖掘与利用、家庭与社区合作的途径与方法；难点是家庭和父母角色的

关系、家庭与儿童早期社会关系的发展。 

 

二、课程内容与考核目标 

第一章  社会生态学视野下的儿童 

一、学习目的和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了解和理解布朗芬布伦纳的人类发展生态学理论，会用该

理论框架分析儿童所处小系统、中间系统及其与儿童的相互作用；了解罗高福的

人类发展文化本质理论，理解文化社区和文化过程的概念框架，学会用生态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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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野分析儿童的教育问题。 

二、课程内容 

（一） 布朗芬布伦纳的人类发展生态学理论对儿童发展的诠释 

1.社会生态环境的结构 

2.微观系统对儿童发展的影响 

3.中间系统的作用 

4.外层系统和宏观系统与儿童发展 

（二）人类发展文化本质理论对儿童发展的诠释 

1.文化社区和文化过程 

2.儿童对文化社区的参与 

3.文化社区和文化过程作为儿童发展的生态环境  

三、考核知识点 

（一）布朗芬布伦纳的人类发展生态学理论对儿童发展的诠释 

（二）人类发展文化本质理论对儿童发展的诠释 

四、考核要求 

（一）布朗芬布伦纳的人类发展生态学理论对儿童发展的诠释 

1.识记：微观系统、中间系统、外层系统、克分子活动、角色 

2.领会：微观系统对儿童发展的影响、中间系统的作用 

3.运用：外层系统和宏观系统与儿童发展的关系 

（二）人类发展文化本质理论对儿童发展的诠释 

1.识记：文化社区 

2.领会：儿童对文化社区的参与 

第二章  家庭和父母的角色 

一、 学习目的和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了解不同的家庭类型及其家庭功能的执行情况；理解父亲、

母亲和祖辈父母在孩子教养中的角色；了解鲍姆林德关于家庭教养风格的四种类

型及对儿童发展的影响；掌握导致家庭压力的焦虑及风险因素。 

二、课程内容 

（一）家庭功能和家庭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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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家庭的功能与执行 

（1）家庭的功能 

（2）家庭功能的执行 

2.家庭类型与理解接纳不同的家庭 

（1）几种主要的家庭类型 

（2）理解、接纳不同的家庭 

（二）父母角色 

1.父亲角色  母亲角色与父母角色的满意度 

2.帮助家长适应父母角色 

（三）父母的教养行为及其影响因素 

1.鲍姆林德的四种教养类型与教养方式的特点及儿童可能的行为 

2.父母教养行为的影响因素 

 

三、考核知识点 

（一）家庭及家庭的主要功能 

（二）家庭功能的执行 

（三）家庭的主要类型及特点 

（四）父亲角色、母亲角色的作用 

（五）亲子关系的过渡与父母角色的调节 

（六）鲍姆林德的四种教养类型、教养方式特点与儿童可能的行为 

（七）母教养行为的影响因素 

四、考核要求 

（一）家庭功能和家庭类型 

1.识记：家庭、家庭的基本功能、核心家庭、大家庭、祖辈抚养家庭 

2.领会：家庭功能的执行 

3.运用：理解、接纳不同的家庭 

（二） 父母角色 

1.领会：父亲的角色、母亲的角色、父母角色满意度特点 

2.运用：如何帮助家长适应父母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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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父母的教养行为及其影响因素 

1.识记：鲍姆林德四种教养类型、教养方式的特点及儿童可能的行为 

2.领会：父母教养行为的影响因素 

第三章  家庭与儿童早期社会关系的发展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理解依恋概念、发展阶段、影响因素以及依恋对儿童发展

的促进作用；了解父母对于儿童同伴关系的影响；明确亲子关系对儿童成长的影

响；掌握帮助儿童改善同伴关系的方法与策略。 

二、课程内容 

（一）依恋与儿童发展 

1.母亲的敏感性与反应性 

2.建立积极的师幼关系 

（二）建立积极的亲子关系 

1.良好亲子关系的特征 

2.影响亲子关系的因素 

3.如何建立积极的亲子关系 

（三）家庭与儿童同伴关系的发展 

1.家庭对同伴关系的影响 

2.家园合作对同伴关系的影响 

三、考核知识点 

（一）敏感性、反应性与父母依恋的关系 

（二）如何帮助孩子更快适应幼儿园生活 

（三）影响亲子关系的因素 

（四）如何建立积极的亲子关系 

（五）家庭对同伴关系的影响 

（六）家园合作对同伴关系的影响 

四、考核要求 

（一）依恋与儿童发展 

1.识记：敏感性、反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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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领会：如何建立积极的师幼关系 

（二）建立积极的亲子关系 

1.识记：影响亲子关系的因素 

2.应用：如何建立积极的亲子关系 

（三）家庭与儿童同伴关系的发展 

1.识记：家庭对同伴关系的影响 

2.应用：家园合作对同伴关系的影响 

 

第四章  幼儿园与家庭合作的基础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理解幼儿园与家庭成功合作的基础，能从教师、幼儿园角

度分别阐述；了解幼儿园与家庭合作的重要性，并且懂得教师应如何与家长建立

良好的合作关系；理解幼儿的分离焦虑并知道如何帮助家长处理幼儿的分离焦虑

问题。 

二、课程内容 

（一）幼儿园与家庭成功合作的基础 

1.教师的因素 

2.幼儿园的因素 

（二）幼儿园与家庭合作关系的开始 

1.教师与家庭最初的接触 

2.处理分离焦虑 

三、考核知识点 

（一）幼儿园与家庭成功合作的基础 

（二）幼儿园与家庭合作关系的开始 

四、 考核要求 

（一）幼儿园与家庭成功合作的基础 

领会：影响幼儿园与家庭合作的基础 

（二）幼儿园与家庭合作关系的开始 

应用：分离焦虑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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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幼儿园与家庭合作的益处与障碍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理解与家庭建立建设性的合作关系对儿童、家长、教师的

益处；掌握发展建设性家园合作关系的方法；了解在家园合作中可能出现的问题、

掌握解决策略。 

二、课程内容 

（一）幼儿园与家庭合作的益处 

1.对幼儿的益处 

2.对家长的益处 

3.对教师的益处 

（二）幼儿园与家庭合作的障碍 

1.教师和家长角色的不同 

2.权利范围问题 

3.信任的问题 

（三）解决合作中的问题 

1.敌意 

2.冷漠 

3.过度卷入 

三、考核知识点 

（一）幼儿园与家庭合作的益处 

领会：1.对幼儿的益处 

2.对家长的益处 

3.对教师的益处 

（二）幼儿园与家庭合作的障碍 

识记：教师和家长角色的不同 

（三）解决合作中的问题 

应用：1.如何应对家长的敌意与愤怒 

2.如何应对家长的过度卷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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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社区教育与儿童发展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了解社区、社区教育及社区学前教育的概念；掌握社区对

儿童早期发展的影响；懂得如何开发和利用社区资源，并尝试将其融于社会教育

领域中。 

二、课程内容 

（一）社区在儿童早期发展中的价值与责任 

1.社区 

2.社区在儿童早期发展中的价值 

3.社区在儿童早期发展中的责任 

（二）社区教育与社区学前教育 

1.社区教育 

2.社区教育的特征 

3.社区教育的内容 

4.社区学前教育 

5.幼儿园与社区的关系 

（三）以社区为主导的家庭教育指导模式 

1.知识讲座 

2.社区亲子活动 

3.社区媒体宣传 

三、考核知识点 

（一）社区在儿童早期发展中的价值与责任 

（二）社区 社区教育与社区学前教育 

（三）社区教育的特征与内容 

（四）幼儿园与社区的关系 

（五）社区开展家庭教育指导的具体形式 

四、考核要求 

（一）社区在儿童早期发展中的价值与责任 

1.识记：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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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领会：社区在儿童早期发展中的价值与责任 

（二）社区 社区教育与社区学前教育 

识记：社区教育 社区学前教育 

（三）社区教育的特征与内容 

识记：社区教育的特征与内容 

（四）幼儿园与社区的关系 

应用：幼儿园与社区合作的主要途径 

（五）以社区为主导的家庭教育指导模式 

应用：社区开展家庭教育指导的具体形式及实施 

第七章  社区的教育资源及其利用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了解社区资源及社区资源的种类；了解家庭和幼儿园对社

区资源利用的方式，并通过掌握家庭和幼儿园对社区资源的利用方式来促进幼儿

的发展。 

二、课程内容 

（一）社区的教育资源 

1.社区自然资源 

2.社区人力资源 

3.社区物力资源 

4.社区信息资源 

（二）家庭对社区资源的利用 

1.建立一个广泛的家庭支持基础 

2.各种形式的社交网络对家庭的支持 

3.为家庭提供服务的社区机构 

（三）幼儿园对社区资源的利用 

1.利用社区资源的重要性 

2.利用社区资源开展教学活动 

三、考核知识点 

（一）社区的教育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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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家庭对社区资源的利用 

（三）幼儿园对社区资源的利用 

四、考核要求 

（一）社区的教育资源 

1.识记：社区资源、社区自然资源、社区人力资源、社区物力资源、社区信

息资源 

2.领会：各种社区资源的发现、挖掘和利用 

（二）家庭对社区资源的利用 

1.领会：建立广泛的家庭支持基础 

2.应用：寻找并运用适合家庭应用的社交网络资源；社区机构为家庭提供服

务 

（三）幼儿园对社区资源的利用 

1.识记：幼儿园利用社区资源的重要性 

2.应用：幼儿园利用社区资源开展教学活动 

 

第八章 幼儿园与家庭、社区合作的途径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了解幼儿园与家庭正式与非正式合作的各种途径；掌握利

用家园联系册、家长园地、互联网工具等方式与家长沟通交流的策略；理解幼儿

园与社区合作的价值；掌握幼儿园与社区合作的方式。 

二、课程内容 

（一）幼儿园与家庭的合作途径 

1.幼儿园与家庭的正式合作途径 

2.幼儿园与家庭的非正式合作途径 

（二）幼儿园与社区的合作途径 

1.幼儿园与社区合作的价值 

2.幼儿园与社区合作的政策指引 

3.幼儿园与社区的合作途径 

三、考核知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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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幼儿园与家庭的合作途径 

（二）幼儿园与社区的合作途径 

四、考核要求 

（一）幼儿园与家庭的合作途径 

1.识记：幼儿园与家庭的正式与非正式合作途径的类型 

2.应用：幼儿园与家庭正式合作途径的实施；幼儿园与家庭非正式合作途径

的实施 

（二）幼儿园与社区的合作途径 

1.识记：幼儿园与社区的合作价值 

2.领会：幼儿园与社区合作的政策指引 

3.应用：幼儿园与社区合作的途径 

 

第九章  幼儿园与家庭、社区合作的实践范式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了解幼儿园--家庭伙伴关系的涵义，理解亲师行动研究的

内涵，掌握亲师行动研究的实施过程；了解社区早教机构的服务内容与价值；掌

握社区早教机构与社区家庭合作的实践范式。 

二、课程内容 

（一）幼儿园与家庭的伙伴关系模式 

1.伙伴关系的主要形式：家长参与 

2.幼儿园--家庭伙伴关系模式的建构 

3.幼儿园--家庭伙伴关系形成的过程分析 

（二）亲师行动研究 

1.亲师行动研究的内涵 

2.亲师行动研究的实施 

（三）0--3岁早期教养机构与家庭、社区合作的实践范式 

1.作为家庭、社区资源的 0--3岁早期教养机构 

2.早期教养机构支持社区家庭科学育儿的模式 

二、考核知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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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幼儿园与家庭的伙伴关系模式 

（二）亲师行动研究 

（三）0--3岁早期教养机构与家庭、社区合作的实践范式 

四、考核要求 

（一）幼儿园与家庭的伙伴关系模式 

1.识记：幼儿园与家庭的伙伴关系、幼儿园--家庭伙伴关系建构的层次 

2.领会：幼儿园--家庭伙伴关系形成的过程 

（二）亲师行动研究 

1.识记：亲师行动研究的内涵 

2.领会：亲师行动研究的实施 

（三）0--3岁早期教养机构与家庭、社区合作的实践范式 

1.识记：早期教养机构为社区提供服务的价值 

2.应用：早期教养机构支持社区家庭科学育儿的模式 

三、关于大纲的说明与考核实施要求 

为了使本大纲的规定能在个人自学、社会助学和考试命题中得到切实的贯彻

和落实，特对有关问题作如下说明并提出具体实施要求。 

（一）自学考试大纲的目的和作用 

本课程自学考试大纲是根据学前教育专业（专升本）自学考试计划的要求，

结合自学考试的特点而确定的。其目的是对个人自学、社会助学和课程考试命题

进行指导和规定。 

本课程自学考试大纲明确了本门课程学习的内容以及深广度，规定了本门课

程自学考试的范围和标准。因此，它可以作为编写自学考试教材和辅导书的依据，

是社会助学组织进行自学辅导的依据，是自学者学习教材、掌握课程内容知识范

围和程度的依据，也是进行自学考试命题的依据。 

（二）课程自学考试大纲与教材的关系 

本课程自学考试大纲是进行学习与考核的依据，教材是大纲的具体化，教材

的内容是对大纲规定的内容的具体而系统的阐述。教材是学习者学习和社会助学

的主要材料依据，是学习者掌握本门课程知识的基本内容与范围，教材的内容是

大纲所规定的课程知识和内容的扩展与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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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大纲与教材所体现的主要内容基本一致。凡是大纲所规定的内容和所要考

核的知识点，教材都作了系统和全面的阐释。教材比大纲详尽，大纲比教材扼要。

由于知识的系统性和理论体系表达的需要，同时考虑到学生的特点和能力，教材

内容有超出大纲规定的范围，一般不在考核范围之内。但建议考生为了保持对整

个学科知识的了解和应用保持连贯性，便于考生更好地理解本学科知识体系，建

议考生完整阅读教材内容，理解大纲要求。 

（三）关于自学教材与主要参考书 

学习教材： 

李燕、张惠敏主编.《学前儿童家庭与社区教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7年版。 

推荐参考书： 

王乃正、王冬兰、张小永：《学前儿童家庭教育》，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

社，2022年 3月。 

（四）关于自学要求和自学方法的指导 

本大纲的课程基本要求依据本专业的考试计划和专业培养目标而确定。课程

基本要求明确了课程的基本内容以及对基本内容掌握的程度。基本要求中的知识

点构成了课程内容的主体部分。因此，课程基本内容掌握程度、课程考试知识点

是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考核的主要内容。 

在自学要求中，对各部分内容掌握程度的要求由低到高分为四个层次，其表

达用语依次是：了解；理解；掌握；着重掌握等。 

本课程共 4个学分。 

为有效地指导个人自学和社会助学，本大纲已指明了课程的重点和难点，现

根据学习者情况就自学方法提出以下指导意见： 

1．全面系统地学习课程内容 

对于一门课程的学习要想取得好的成绩，根本的一条就是全面系统地学习课

程内容，掌握基本知识、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掌握基本方法。本课程的内容一

共分为九章，知识范围较广，也有一定深度。这九个方面的内容有着紧密逻辑联

系，也是家庭与社区教育最基本的内容。考生在学习本门课程时，首先要从总体

上把握其内容框架，弄清楚各部分之间的逻辑联系，全面系统地学习各章节，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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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基本概念、基本知识，初步掌握基本方法，在此基础上，再对所学知识进行系

统化和概括，从知识点、知识块到知识体系深入领会和掌握。 

2．注重理论联系实际 

本课程阐述的内容来源于家庭与社区教育实践，与我国教育改革和发展密切

相关。考生应善于把教育学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与自己接触、了解到的家庭与

社区教育现象和自己的本职工作联系起来学习。从家庭与社区教育现象认识家庭

与社区教育规律，把家庭与社区教育现象和教育问题用家庭与社区教育的知识加

以提升和系统化，从而更深刻地理解和掌握教材的内容，提高自己发现问题和解

决问题的能力。 

3．学会科学地学习 

考生应根据自己在职、业余等特点，善于利用时间，用零散的时间学习个别

知识点、个别概念，在集中的时间系统综合地学习大块教材内容，消化和理解教

材，应用已学的知识分析和解决一些教育问题。应先阅读大纲，抓住重点、要点，

而后系统地学习教材。从细节看到整体，再从整体回到细节。应根据自己的具体

情况制定学习计划，制定全年、学期计划，还要制定分阶段的单元学习计划，按

部就班地学习。 

（五）对社会助学的要求 

1．社会助学者应根据本大纲规定的课程内容和考核目标，钻研指定教材，

参考推荐书籍，对考生进行有效的指导，把握正确的助学导向，避免考生走弯路。 

2．正确处理基础知识、基本理论和能力培养的关系。引导学生将识记、领

会和应用联系起来，把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转化为应用能力。在全面辅导学生掌

握知识理论的基础上，培养他们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和自学能力，使他们

“学会学习”。 

3．要正确处理重点和一般的关系。课程和知识是有系统的和有逻辑的，这

就是它们的内在联系，重点内容就是这个逻辑的轴线和各个关节点；一般内容就

是围绕这个轴线的关节点的分枝和细节。着眼点是关节点和轴线，但要从分枝和

细节下手，这样去掌握知识的整个系统。社会助学者应指导考生在掌握全部考试

内容和考核知识点的基础上突出重点，并把重点学习同兼顾一般结合起来，切勿

孤立地抓重点，把自学应考者引向猜题押题的偏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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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社会助学者在指导学习者应考时应注意课堂集中辅导和课后实践引导相

结合。本课程的课堂集中辅导时间应予充分保证，一般不得少于 20个学时。 

（六）对考核内容和考核目标的说明 

1．本课程要求考生学习和掌握的知识点内容都源于考核的内容。课程上各

章的内容均由若干知识点组成，在自学考试中成为知识点。因此，课程自学考试

大纲中所规定的考试内容，是以分解为考核知识点的方式给出的。由于各知识点

在课程中的地位、作用以及知识自身的特点不同，自学考试将对各知识点分别按

四个认知（或叫能力）层次确定其考核要求。 

2．四个能力层次是等级递进关系，由低到高依次是：识记；领会；简单应

用；综合应用。各能力层次的含义是： 

识记：要求考生知道本课程中的名词、概念、原理、知识的含义，并能正确

认识、表述或识别。 

领会：要求在识记的基础上，能把握本课程中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和基本

方法，掌握有关概念、原理、方法的区别与联系。 

简单应用：要求在领会的基础上，运用本课程中的基本概念、基本认识和基

本方法中的少量知识点，分析和解决一般的理论问题或实际问题。 

综合应用：要求考生在简单应用的基础上，运用学过的本课程规定的多个知

识点，综合分析和解决稍复杂的理论和实际问题。 

（七）关于试卷结构及考试的有关说明 

1．本课程的考试采用笔试闭卷方式，时间为 120分钟。60分为及格线。考

试时史允许带钢笔或圆珠笔、2B铅笔、橡皮。 

2．本大纲各章所规定的基本要求、知识点及知识点下的知识细目，都属于

考核的内容。考试命题覆盖到章，并适当考虑课程重点、章节重点，加大重点内

容的覆盖面。 

3．命制的试题中不应有超出大纲中考核知识点范围的题，考核目标不得高

于大纲中所规定的相应最高能力层次要求。命题应着重考核自学者对家庭与社区

教育的基本概念、基本知识和基本理论是否了解或掌握，对基本方法是否会用或

熟练。不应出与基本要求不符的偏题或怪题。 

4．本课程在试卷中对不同能力要求的分数比例大致为：识记占 20%，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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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 30%，简单应用占 30%，综合应用占 20%。 

5．试题要合理安排难易程度，试题的难度可分为：易、中等偏易、中等偏

难和难四个等级。每份试卷中不同难度试题的分数比例一般为：易占 20%；较易

占 30%；较难占 30%，难占 20%。 

6．本课程考试命题的主要题型一般有：单项选择题、名词解释题、简答题、

论述题、案例分析题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