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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教育公平是社会进步的基石，而家校合作是促进教育公平的有效途径。构建家校合作教育共同体对于实

现教育资源的均衡分配和学生发展机会的均等至关重要。但当前家校合作实践中存在不少挑战，如家长

参与度不均、学校与家庭间沟通不畅、家长教师教育观念偏差、家校教育形式化、协同育人机制不完善

等问题。基于教育公平的视角，文章提出了一系列策略，包括建立共同愿景、完善沟通机制、促进家长

参与、提供专业支持和利用社区资源，以促进家校之间的有效合作。通过这些策略，旨在构建一个更加

和谐的教育共同体，确保每个学生都能在公平的教育环境中成长和发展，并强调教育行政部门、学校、

家庭和社区在此过程中的共同责任，呼吁各方共同努力，为实现教育公平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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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ducational equity is the cornerstone of social progress, and home-school cooperation is an effec-
tive way to promote educational equity. The construction of a home-school cooperative education 
community is very important to realize the balanced distribution of educational resources and the 
equality of students’ development opportunities. However, there are many challenges in the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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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home-school cooperation, such as uneven participation of parents, poor communication between 
schools and families, deviation of parent-teacher education concepts, formalization of home-school 
education, and imperfect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mechanisms.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educa-
tional equity, this paper proposes a series of strategies, including building a common vision, im-
proving communication mechanisms, promoting parental involvement, providing professional sup-
port, and utilizing community resources to promote effective cooperation between home and school. 
Through these strategies, the aim is to build a more harmonious educational community, ensure 
that every student can grow and develop in a fair educational environment, and emphasize the joint 
responsibility of the education administration, schools, families, and communities in this process, 
calling on all parties to work together to contribute to the realization of educational equ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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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教育理念的不断发展和社会对教育质量要求的不断提高，“教育公平”这个话题引起越来越多

人们的关注，而家校协同合作作为与之紧密联系的一环，它们共同作用于学生的教育过程，并以多方面

理论作为支撑，通过父母教育权演变、系统生态理论和重叠领域理论等方法，构建目标协同、主体协同，

以及建设全员参加的教育繁荣景象。当前我国基础教育已经迈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更加公平、更加优质

是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基本内涵[1]。教育公平不仅关乎个体的成长和发展，也是社会公正与和谐的体现。

家校协同合作作为一种教育模式，通过家庭与学校的紧密协作，旨在共同为学生创造更加公平和包容的

教育环境。 
2017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化教育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提出创新教育方式

方法，加强学校、家庭、社会教育的有机结合[2]。2020 年，教育部颁布的《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试行)》
提出，优化家校协作机制，学校、教师应该与家长积极沟通，争取家长的理解、支持和配合，共同营造良

好教育生态[3]。这些政策文件的颁发，是我国全面深化教育改革过程中释放出的家校合作的重要信息，

也是家校合作提升到一定位置的标志[4]。 

2. 教育公平 

(一) 概念发展 
“教育公平”这个概念起源于古希腊，由哲学家柏拉图首次提出，后经亚里士多德通过法律确立为

公民的教育权利。中国教育家孔子亦提出了“有教无类”的朴素民主教育思想。近代以来，特别是新中

国成立后，教育公平成为国家基本教育政策的一部分，致力于保障每个公民不分性别、民族、种族、家

庭财产状况、宗教信仰等，依法享有平等接受教育的权利。教育公平主要涉及入学机会、教育过程和教

育结果的公正性。 
在中国，教育公平理论和实践经历了不断的发展和完善。从早期的普及初等教育，到后来的义务教

育法的实施，再到现代对于教育均衡发展和教育公平的全面推进，中国的教育公平政策也在不断地调整

和优化。例如，近年来，中国政府提出了一系列政策，旨在缩小城乡、区域和校际之间的教育差距，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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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公平，如《教育部等十三部门关于健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机制的意见》中提出，健全学校家庭

社会协同育人机制是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重要决策部署，事关学生全面发展健康成长，事关国家发展

和民族未来[5]。 
在国际视野下，教育公平理论的发展历程是多元化且复杂的，其演变与社会实践紧密相关。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教育公平研究主要针对种族歧视、性别歧视和贫困造成的不平等问题，从财政、法律、文

化、历史等多个角度进行探讨，并呈现出一种多元化的研究态势。在西方，教育平等、教育机会均等与

教育公平的含义并不相同，20 世纪 80 年代之前的研究大都以教育平等和教育机会均等为重点，之后逐

渐演变为教育公平。教育公平是应对贫富差距、促使发展中国家或转型国家迅速进入现代化的重要口号

和举措。现代教育既要保证国家和民族的认同，传递主流的价值观和共同的知识技能，又要强化人们融

入不同社会经济环境的能力。教育公平理念走向一直与教育社会价值目标走向同步发展。随着现代教育

改革的发展，教育公平被赋予了一种超越传统的教育平等的新的含义，即接受符合个性的教育意义上的

平等，不仅包括教育机会均等，还包括伦理学上的正义，保障受教育者的教育权利等。 
(二) 教育公平之社会重要性 
教育公平的第一个层面是确保每个学生都有接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这是基础；第二个层面是提供

尽可能平等的受教育机会和条件；第三个层面是实现教育成功机会和教育效果的相对均等，即每个学生

接受同等水平的教育后都能达到最基本的标准。这包括实质性的学业成绩公平、教育质量公平和目标层

面上的平等。它不仅是社会公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关系到每个人的发展机会和潜能的激发，促进社

会流动，教育公平能确保每个人都能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权利和义务，不受各种外部条件的限制，有助于

减少社会贫富差距，增强社会稳定性；有助于培养多样化人才，满足社会多元化的需求；增强社会公民

的公平意识和参与意识，有利于建设一个公正、民主的社会。当社会成员普遍认为教育机会是公平的，

他们才会更加信任政府和社会制度，减少社会矛盾和冲突。只有在一个教育公平的社会下，每个人才能

有机会通过教育改变自己，实现其人生价值。 

3. 构建家校协同合作教育共同体 

(一) 家校协同合作理论 
学校家庭协同合作育人是一个社会化系统的工作，需要丰富的理论作为支撑。本文主要以以下两个

理论作为支撑：系统理论和协同理论。 
系统理论认为全社会是一个宏观的大生态、大场域和大系统，社会系统的构建、演进与发展是一个

复杂、渐进和创新的过程。[6]该理论把社会影响分为围绕青少年扩展开来的系统，包括家庭、学校、社

区、政府等，强调他们之间的互相关联依存，共同影响学生的成长，他们在协同育人的过程中既有共同

的目标愿景，也有不同的功能与职责，进而形成协同育人的教育共同体。 
协同理论是德国物理学家赫尔曼·哈肯在《协同学导论》中提出的。协同理论强调系统内部各子系

统之间的相互作用与协调，家校协同合作正是教育系统内各子系统协同效应的表现，共同促进学生的健

康成长。 
(二) 为何构建家校协同合作教育共同体 
家校协同合作是指教育者与家长(以及社区)共同承担儿童成长的责任，通过及时联系交流，促进学生

全面发展。这种合作是现代学校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旨在发挥学校教育的主导性和实效性，同时促进

学生的健康成长。家校合作包括多种实践类型，如以校为本的合作模式(建立家庭中心、招募家长志愿者

等)、以家庭为本的合作模式(家访、家庭学习活动)、家校互动创建学习型家庭，还有日本的 PTA 项目、

美国的 Mega Skill 项目等等。具体来说，家校合作强调家庭和学校之间的紧密配合和相互支持。家长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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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积极参与孩子的教育过程，与教师保持密切联系，共同关注孩子成长和发展。学校则需要为家长提供

必要的支持和指导，帮助家长更好理解和参与孩子教育。通过家校合作，可以形成教育合力，为孩子的

全面发展创造更加有利的环境和条件。 
(三) 家校协同合作教育共同体的价值内涵 
谈到家校协同合作，首先要谈的是它的价值问题。家校协同合作是否有价值，我们不能简单概括，

而是需要结合多方面多角度探讨。 
从学生方面来说，家校合作在一定程度上增强家长和教师的信任与沟通。通过定期的交流和合作，

家长可以更加了解教师的内容和付出，从而更加信任和支持教师。而教师也能更加理解家长的期望和关

注点，从而更加用心地教育和关爱每一个孩子。当家庭和学校在教育理念、方法和目标上保持一致时，

可以形成强大的教育合力，共同推动孩子的健康成长。 
从学校方面来说，在家校合作的过程中，必然会出现一些分歧和矛盾问题，解决这些矛盾问题的愿

望能够成为学校改革的重要动力。 
从社会方面来说，家校协同合作是现代教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能搭建起一座桥梁，让家庭和学

校紧密联系在一起，确保学生在家庭和学校这两个最重要的成长环境中都得到充分的关注和引导，在一

定程度上，还能帮助到一些弱势群体，这有助于构建和谐的教育生态。和谐的教育生态不仅有利于孩子

的学业成绩提升，更能培养孩子的品德、情感和社会能力。 
家校合作是社会进步和发展的重要体现。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和进步，人们对教育的要求越来越高，

家校协同合作符合时代发展的需求，有助于阻止代际传递贫穷[7]，也为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

人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四) 当前家校协同合作存在的困境 
家校协同合作的困境及其产生原因是多方面的，这些困境不仅影响了家校合作的顺利进行，也对学

生的全面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在一些学校中，家校合作被边缘化，并没有被视为学校事务的核心部分，

导致家长的主体地位被剥夺，家校合作变成了家长仅仅按照学校要求对孩子进行作业辅导或道德管教的

形式化活动。这个过程往往过于追求形式，如家长会内容单一，以介绍学生成绩为主，而缺乏实质性的

沟通和合作，使得家校合作变得表面化，缺少实效。另外，家校之间缺乏有效的沟通途径，导致双方难

以进行深入的交流和理解。家长和教师的沟通多以单向灌输为主，缺少互动交流，使得家校合作的效果

受限。在家校合作过程中，家长和教师有时会偏离以学生为中心的原则，将家校合作看作是减少家校纠

纷的途径，或看作是学校评优的项目，而忽视了学生的感受和需求。除此之外，家长的教育期待呈现出

多元化、差异化、个性化的特点，而学校可能难以满足所有家长的个性化需求，导致家校合作出现分歧。

最后一点，就是权责界限不分。家校合作中，易发生越界沟通，教师可能过多地将工作职责转嫁给家庭，

而家长可能过度干预教师的专业权力范围内的事项，造成家校之间的矛盾和冲突。 
(五) 家校协同合作困境存在的原因 
家校合作困境存在的原因可以从多个方面进行分析，包括社会、学校和家庭三个层面的多种因素。

许多学校将主要精力放在学科教育和德育工作上，而忽视了与家长的沟通与合作。这种观念导致家校合

作在实际操作中处于次要地位，难以有效开展。部分家长对孩子的教育缺乏足够的重视，甚至有些家长

认为自己有权干预学校的教学事务，使得教师在处理学生问题时不敢采取必要的措施，简单来说就是，

家长不配合，教师不敢管。此外，家长与教师之间的互动往往存在沟通不良的问题，进一步加剧了这一

困境。两者的合作意识薄弱，观念存在偏差。一些家长和教师对家校合作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存在“走

形的”家长主义和教师专业主义等现象。这种观念上的偏差使得双方难以形成有效的合作机制。另外，

当前家校互动相关的制度不够完善，导致家校合作有时流于形式，无法满足家长多样化的需求。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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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双减”政策实施后，家校双方在育人观念意识上未能达成共识，增加了合作的复杂性。 

4. 家校协同合作教育共同体的构建路径 

在教育公平理论下构建家校协同合作教育共同体是一个多维度、多层次的过程，旨在通过家庭与学

校的紧密配合，共同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缩小教育差距，实现教育公平。 
(一) 加强家校协同合作意识，提高行动自觉 
“家庭教育配合学校教育”和“学校教育配合家庭教育”是家校合作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8]，虽然

两者所站立场不一样，但最终期望达到的目标是一样的。家长和学校需要明白，家校合作不是一场比赛

有胜负之分，而是需要和谐的双赢。学校为家长提供专业性的家庭指导，家长为学校和教师提供更多的

教育资源，两者只有确立共同目标和愿景，才能确保所有参与者都朝着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目标努力。

营造良好的家校合作氛围，能够提高双方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二) 建立有效合作机制，明晰权责边界 
无规矩不成方圆，有效的家校合作需要健全的合作制度来保障和引导。建立健全家校合作机制，将

之规范化、制度化、常态化。从“偶尔”变为“定期”，从“零散”变为“有序”，从“被动”变为“主

动”。首先，需要政府引导，学校指导，可以借鉴他国以往经验并结合自身情况。其次，建立高效的沟通

协调机制。何时需要沟通，什么情况需要沟通，沟通的形式是什么，这些都应该细化落实下来。比如定

期的家长会、家校通讯、电子邮件、社交媒体等。最后，反馈机制也是其中重要的一环，定期收集家长和

教师的意见和建议，评估家校合作的效果。除此之外，法律条文对家校权责的规定要积极落实。明确角

色和责任，清晰界定家庭和学校在教育过程中的角色和责任，避免角色重叠或责任模糊。 
(三) 推动资源整合，构建良好教育共同体 
家校合作是 21 世纪教育的重要发展趋势，我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作为对家校合作的有力支持。

在家校合作的过程中，明确学校的主导地位，学校负责牵头，教师、家长、社区代表工作人员、企业等相

关人员组成多元化团队。协同合作应推行跨部门、跨领域、跨区域，聚集多方力量，统合学校资源、社会

资源和家庭资源，多方联动，一起推动家校协同合作，建构教育共同体。如巧妙利用社区资源，与当地

图书馆、博物馆、企业、非政府组织和志愿者团体合作，为学生提供额外的学习资源和支持，将各种资

源融入学校课程中，确保这些资源能够支持教学目标和学习需求。除此之外，当前科技技术快速发展，

在家校合作中利用好技术资源，如教育软件、在线课程和互动平台，增强学习体验和资源共享。 

5. 构建家校协同合作教育共同体路径的实践效果 

社会学家科尔曼指出，良好的家校合作有利于直接或间接促进学生的学业发展。通过家长和子女、

老师、其他家长等不同主体之间的持续互动，形成支持性氛围，从而影响子女的学业态度和行为。家校

合作中传递的信任、期望、监督等社会资本要素，对学生的学业成绩有正向作用。例如，吴重涵基于江

西省追踪调查数据发现“当好家长”、“交互交流”等家校合作内容对儿童发展变量有正向作用。赤峰二

中国际实验学校通过家长志愿者护学岗等活动，有效缓解校园周边交通压力，为孩子上下学提供安全保

障，增进家长对学校教育工作的理解，形成学校、社会、家庭快速联动的安全共同体。家长对家校共育

的共识已初步形成，大部分家长意识到自己在家庭教育中承担的角色和责任，肯定家校共育的作用并对

家校共育持积极合作态度。目前一系列的成效表明，家校协同合作在促进学生学业、心理健康、社会资

本累积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仍需解决一些实践中存在的问题，以实现更有效的家校合作。 

6. 结语 

教育公平理念的不断深化，构建家校协同合作的教育共同体已成为实现教育公平的重要途径。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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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校合作，我们不仅能够为每个孩子提供更加公平的教育机会，更能确保他们在学习过程中得到必要的

支持和关注，从而实现个性化的发展和全面的成长。家校协同合作教育共同体的构建是一个长期而复杂

的过程，它需要我们不断地探索、实践和完善。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应当始终坚持以学生为中心，尊重

每个孩子的个性和需求，通过家校之间的紧密合作，共同为他们创造一个充满关爱、鼓励和挑战的学习

环境。 
面对家校合作中的挑战，我们应当积极寻求解决方案，不断优化合作机制，加强沟通与协调，确保

家校合作的实效性和持续性。同时，我们也需要社会各界的支持和参与，共同营造一个有利于家校合作

的良好氛围。 
展望未来，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家校协同合作教育共同体的不断完善和发展，我们的教育将更加

公平、包容和高效。让我们携手努力，共同为孩子们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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