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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家校合作困境的教育探索
朱  强  王梦蕾  赵慧莉

青海师范大学教育学院，西宁

摘  要｜立德树人要通过家庭、学校、社会的共同作用来实现，家校合作是学生教育的重要途径，是德智体美劳全面

发展的必要桥梁，然而实施现状却并不理想，导致社会对家校合作现状不满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本文将对造

成现状的原因做出分析，并且对家校合作新态势做出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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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为立人之重，青少年是国家的未来，教育是国家长久发展的支柱。教育并不是学校单方面的工作，

而是家庭、社会、学校的协同作用，我们的教育要以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作为培养全面发展的人的基础，

而教育者不仅在于教师，更在于家庭、学校、社会形成的教育网络。

1  问题的提出

2018 年 2 月，教育部办公厅等四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切实减轻中小学生课外负担开展校外培训机构

专项治理行动的通知》（下文简称《通知》），“教师不得给家长布置或变相布置作业，不得要求家长检查、

批改作业。”［1］作业不应该是随意布置的，要考虑学生的年龄特征、学习情况以及时间分配的合理程度。

宋立华指出，校本教研中应该将作业设计也纳入进去，作业的布置应该是系统性的、基础性的、符合学

习规律与学生发展的，强调作业设计要弹性化、个性化，杜绝机械性、重复性、惩罚性的无效作业。教

育部重视对这件事，源自于家长们对于一些教师将批改作业及其他相关任务强加于学生家长，引发群众

不满。作业负担同时引发了激烈讨论，而讨论的话题围绕两点展开：一、教育是家长的责任还是学校的

责任；二、教师是有意推卸责任还是无奈之举。在相关会议的召开以及各类相关政策的出台之后，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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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定的成效，但是仍有家长反应此类现象依然存在。除了与此类事件相关政策的干预，家校协同教育

理念以及教师教育的客观困难也要引起注意才能将更好的教育带给学生。

2  家校合作的现实缘起

2.1　家校合作理念的树立和发展

在知网搜索以“家校合作”为题的文献，相关研究始于 1971 年，但截止 1997 年共计 2 篇，二十一

世纪后有了增加趋势，2013年至今则出现了大幅增加。家校合作不仅是在教学研究方面得到了更多重视，

在学校与家长之间同样引起了关注，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教育不仅是学校的责任，家庭教育在学生的发

展过程中也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家庭教育应该以何种方式开展，与学校的关联与合作又应该如

何进行，只进行了片面化理解。

柴江认为，家校合作是为了避免由于传统观念等因素使得在对孩子的教育过程中对自己所扮演的角

色进行自我界定将自己作为中心的现象，并且基于双方自愿自觉的条件下，为了孩子得到发展和良好教

育而合作开展的共同行为。［2］但是在实际的家校合作中，忽略合作而强调分工，将分工视作合作，出

现了另一种家校分离的现象，即教师将部分非专业性任务完全交由家长执行，并且对这部分任务采取消

极态度，同时也使得家长在这部分任务的过度执行导致没有时间与精力去关注孩子发展的其他影响因素。

家校合作的目的原本是让家庭与学校基于孩子的发展情况获取同步的信息，针对其发展现状进行互补，

为儿童的全面发展提供针对性、发展性的基础。将家校合作浅显的认为是简单任务的分配，是一种本末

倒置的行为，甚至将原有的家校分离的情况展现得更加淋漓尽致。

2.2  家校任务分工明确责任

任务分配具体化首先是由于观念的固化，其次是在于对某一具体任务的性质和理解中出现偏差。

以作业为例，作业是学校教育绕不开的话题，作业的意义在于帮助学生巩固已学知识，了解对于所学

知识的掌握情况，加深对课程知识的理解以及与接下来的学习内容更好的衔接。作业是一种来自学生

的反馈，可以作为教师课程设计的重要依据，进而调整教学进度，掌握知识难点，了解学生的薄弱处，

进行针对性教学。作业设计是教学设计的一部分，起到了连接前后知识内容，对学生学习起到承上启

下的作用，作业是学生学习的量表，是教师专业性的体现，同样，作业可以反映学生学习的态度，也

可以反映其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是教师教育教学的重要参考。但是部分教师由于作业是课后练习，

多数情况是学生在家里完成，以“家庭作业”的名字对其定性，交由家长全权负责，认为家长可以通

过辅导和批改作业能达到一定要了解自己的孩子的目的。但是许多家长不具备足够的教育素养，在辅

导作业的过程中采取错误的方式，既打击到儿童的自信，也没有取得好的效果，而且在脱离学校教育

之后，许多家长的专业知识水平能力已经不足以支撑辅导及批改作业，既为难了家长也没有在儿童发

展中取得应有的效果。

2.3  教师任务繁杂又精力不足

教师在家校合作不理想这一现象中承担着主要的责任，不可否认的是确实有部分教师的教学素质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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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师德建设有待加强，但部分教师反映，这样的行为也属无奈之举。教师是教育教学的主导者，要承

担教育教学的多重责任。在个人发展方面，教师要提升专业知识能力，要参与职后培训，要进行教学反

思；在教学方面，教师要不仅要进行教学设计，关注儿童成长，与家长建立良好的沟通。此外，还要完

成不少的行政任务与各类会议，这些都成为了许多教师的负担。教师的首要职责在于教书育人，要发挥

教师专业性需要学校管理提供良好的教学环境，保证教师有足够的时间与精力完成教书育人的首要任务，

以减少教师的职业倦怠以及防止教师懈怠本职工作的倾向发生。

3  家校合作的路径探索

3.1  重视家长的家庭教育履职能力

教育的根本任务是立德树人，学校教育不能替代家庭教育发挥的作用。学校教育的周期虽然较长，

但是家庭教育更是终身的教育，家校合作在一定程度上能引发家长对于家庭教育的重视，为家庭教育在

学生脱离学校教育之后也能发挥积极作用提供基础。［3］家校合作的根本在于同步协调，只有当家庭和

学校对儿童教育都朝着共同认定的方向去发展引导才能取得令人满意的效果，否则，在学校教育对儿童

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产生影响的时候，家庭教育若是反其道而行之则会抵消学校教育产生的正向

影响，并且使学校教育的专业性和权威性受到影响，让学生对学校教育产生强烈的怀疑与不满，对学生

全面发展起到负面作用。

三字经有言：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教养教育是父母与教师的共同责任，在知识教育

方面，学校教育更权威专业，但是在道德教育之中，家庭教育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道德教育一方面

是通过学校教育设置德育课程，以及教师在知识教育中的渗透，一方面是家庭的熏陶。学生的生活主要

集中于学校和家庭之中，在这两个场所之中都会发生一些事件来组成学生的生活，道德是生活的，在生

活之中反映着儿童道德的知、情、意、行的全过程，在道德行为上，儿童有着自身的价值判断，在处理

同一事件时，家长和教师有良好的沟通，做出一致性的判断与引导，才能让儿童形成良好的行为习惯以

及道德意识。

3.2  中小学校深入指导家庭教育工作

家庭教育不仅是个人发展的基础，也是社会发展的基石，家庭教育在学校教育中有着举足轻重

的作用。家庭教育是必须的，但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目的是不可动摇的，关键就在于进行家庭

教育之时，学校进行传授知识，如何以知识为载体对兼顾学生教与育的双重目的。学生之所以对学

习产生抗拒心理。重要原因是教育评价的方式以考试成绩、成绩排名为主，孩子在学习的过程中倍

感压力，体会不到学习的乐趣。个体心理学认为，传授孩子科目知识和事实与着重培养孩子的人格

可以同时兼顾。［4］

中小学校指导知识内容生活化。其关键是儿童学习的科目应该饶有趣味，并且和实际生活直接相关。

例如数学几何与建筑，历史、人文与社会当下的热点，语文与表达等。儿童对间接经验的理解与汲取难

度较大，我们需要通过直接经验的桥梁将儿童与简介经验联系起来帮助学生增强理解，而不是一味地“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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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书”。学习知识的目的是学以致用而不是空洞乏味的死记硬背，只有产生深刻理解才能进一步灵活运用，

在运用知识的过程中再次加深理解，理解与应用是一个相辅相成且互相加深的过程。首先明白了间接经

验的来源与意义，才能找到应用知识的途径。正如奥苏泊尔的认知同化理论所描述，要将教学内容要与

学生认知结构联系起来。首先要找到知识固着点，奥苏泊尔的理论中将学生已有的旧知识作为固着点，

而利用学生生活中的直接经验则更好地起到固着点的作用，直接经验并不是儿童机械的主观感受而是儿

童在生活中的探索中形成的自身观念；其次，再找到新知识与固着点的相同点，找到知识点与已有的认

知结构中的“共性”，才能将两者之间的联系建立起来，形成新的认识；［5］再次，找到新旧知识的不同点，

即两者之间的“个性”，将两者加以区分，不混为一谈不模棱两可；最后将知识系统化。先行组织者策

略即在新旧知识之间搭一座桥，学生的生活是直接经验，能够更加积极调动学生的主动性，主动架构两

者之间的桥梁，而不是通过教师的讲述被动构建。

3.3  互联网时代政府加快家庭教育立法并提供政策支撑

政府是保障少年儿童合法权益的重要机构，没有家庭教育立法支撑的教育是空洞的、技能型的教育，

仅仅经验的堆叠。目前的家庭教育与生活接轨仍有所欠缺，更谈不上渗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胡萨

认为，当前家庭价值观在中小学教育中还存在着问题，例如学生已经有相关认知，但有着不信不行的问题。

我国政府当前阶段价值观的重点主要有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仅是形式化的，而是真正地融入进中小

学日常教育教学的整个过程，通过政策性保障中小学生权益，立法让中小学生由内而外理解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并付出实际行动去践行。［6］

家庭教育立法可以维护少年儿童的合法权益，而随着历史的发展，政府立法开始寓生活于教育。生

活是人与环境、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共处，随着互联网的发展，我们迎来了 5G 时代，这一切的便利都使

得我们扩大了生活的范围，也迎来了新的挑战。过去一个案件引发了香港港乱，不法分子利用各种手段

诱导香港青年甚至教师采取非法措施进行不正当抗议，这次港乱给青少年教育带来了很多社会问题，给

少年儿童树立了反面教材，也给我们家庭教育带来了反思。政策性支持应该如何渗透在家庭教育之中，

又如何将家庭教育融进儿童的生活？

4  社会各界协同开展家庭教育形成教育合力

4.1  家校共育学生成长

家校合作不是貌合神离的任务分配，而是相互渗透的合作共赢。家校合作的关键在于如何进行协同

发展。通常是说，使家庭、学校、社区充分联系起来，构建全新的合作伙伴关系，使教学资源得到更大

的拓展，并且可以让家风朝良性的方向发展，进一步完善制度建设，让参与各方能够做好协调工作，让

孩子、家长、教师都可以一起发展，拥有更大的成长空间。［7］在面对儿童的教育之时，相同的教育理

念会在与学生沟通时产生共同的积极作用，但相同的教育理念需要良好的家校沟通作为桥梁，在教师处

理学生学习和生活问题的时候要做到有理有据，并且能将事件缘由及通过当前的解决办法达到何种目的

向家长做出整体性的描述，达到家长认同其观念及做法，不是简单地将事件单纯的向家长进行通知，接



基于家校合作困境的教育探索2021 年 10 月
第 3 卷第 10 期 ·1233·

www.sciscanpub.com/journals/pc	 https://doi.org/10.35534/pc.0310140

收信息的对方有着较高的教育素养与知识水平还能起到一定的正向作用，但是很多时候这样简单的汇报

式交流只会为儿童带来批评，这样的情况会加速儿童厌学的情绪，感到对家庭和学校的不信任，从而向

着负面的方向发展。再者，是问题处理的同步性。当儿童在家里和学校发生事情之后，应该立即向对方

进行反映并且交流意见，对于儿童的奖惩要即时进行才能取得良好效果，否则会将本该达到的强化效果

削弱，延迟处理甚至会让儿童觉得莫名其妙，起到反向作用。

4.2  家长沙龙构建学生沟通桥梁

通信技术的发展使得家校合作的方式多样化，目前常用的以微信家长群为主，许多教师会采取将期

末成绩直接上传的不当措施，还有一些时候，教师在与家长的沟通过程中会有意无意采用说教的方式，

这些做法会引起部分家长的不满，抵触与教师的沟通，让合作交流变得无效。家长沙龙为学校和家长提

供了以学生为本的家校合作研究现场，旨在提升家长的家庭教育能力和教师的家庭教育指导能力。围绕

学生成长性问题，探索校团主题性家长沙龙、班级主题性家长沙龙、跨年级专题性家长沙龙、个性化家

长沙龙，使家长沙龙从问题为导向逐步转向关注家长的真行动。［8］

4.3  社会各界协同开展家庭教育

在儿童发展的整体过程中，意见的交互与侧重处理。家校合作的基础是家庭和学校要对儿童进行

整体的同步的认识，而不是分割式的了解，儿童是一个完整的个体。一个儿童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反

映着他的人生观与价值观，例如考试成绩差，在许多无效的家校合作中，教师将成绩发送给家长，家

长将其缘由简单归因为儿童学习不够努力，却忽略了他对于学习的态度，与科目教师是否有不愉快的

事情发生，是否不适合教师的教学方式，又或是是自身能力的短板这些方面。儿童的行为背后是他思

想的反映，了解行为背后的动机是引导儿童发展的必要环节，因此教师需要了解儿童在家庭生活中所

展现的生活态度、家庭环境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家长则需要了解儿童在学校学习生活对他的发展起

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双方在此基础上互相渗透，互相了解再进一步思考总结，而不是想当然的任务分配。

开展好家庭教育工作，政府、学校、家庭、社会都有责任，要探索科学、有效的实践路径。政府要加

快家庭教育立法并提供家庭教育政策支撑，中小学校（幼儿园）要深入开展家庭教育指导和家校合作

工作，家庭要重视道德教育并不断提升家长的家庭教育履职能力，社会各界应协同开展家庭教育并形

成教育合力。［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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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ucational Exploration based on Home-school Cooperation 
Dilemma

Zhu Qiang Wang Menglei Zhao Huili

College of Education, Qinghai Normal University, Xining

Abstract: Through the joint efforts of family, school and society to strengthen moral education and 
cultivate people, parent-school cooperative is an important way of promoting the students’ education, 
is the necessary bridge of morality, intelligence physique art and labor full scale development, the 
implementation situation is not ideal, however, lead to social and family status of school cooperation with 
factor is various. The article will make analysis to causes of the status quo, and new situation for the home 
school cooperation.
Key words: Home-school cooperation; Job design; The family educ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