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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家校社协同育人是建设教育强国的重要要求，对促进青少年健康成长发挥着重要作用。通过对天津市各

区的中小学教师、社区工作者、社会资源单位工作人员进行调研，发现目前家校社协同育人在运行制度、

支持保障、工作能力、家校互信等方面遭遇困境，结合“教联体”建设，从体制机制建立和教育主体培

训两大方面提出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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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ome-school-community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is a key requirement for building a strong edu-
cation system and plays a vital role in promoting the healthy growth of adolescents. Through sur-
veys of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teachers, community workers, and staff from social resou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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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ganizations in various districts of Tianjin, this study identifies challenges in the current collabo-
rative education system, including issues related to operational mechanisms, support guarantees, 
working capabilities, and home-school trust. Combi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an “education consor-
tium,” the research proposes countermeasures from two aspects: the establishment of institutional 
mechanisms and training for educational stakehold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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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2018 年 9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强调：“办好教育事业，家庭、学校、政府和社会都

有责任。”[1]这为我国教育朝向家校社协同育人提供了未来指引。2023 年 1 月，教育部等十三部门联合

印发《关于健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机制的意见》(教基〔2022〕7 号)，指出学校要发挥协同育人主导

作用，家长要切实履行家庭教育主体责任，社会要有效支持服务全面育人。近日，教育部等十七部门联

合印发《家校社协同育人“教联体”工作方案》，通过联责任、联资源、联空间，会同家长和社会各方共

同研究、推动破解学生成长中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全面提升学生心理素质，打造中小学生健康快乐

成长的“大本营”。 

2. 文献综述 

构建“家校社”协同育人机制，是推进我国教育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是对“培养什么人”、

“如何培养人”的有效回应，当前，在国家政策的指引下，“家校社”协同育人的意义与价值被提升

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学者们主要从“家校社”协同的理论内涵、实践探索等维度开展了理论与实践层

面的探索。 
理论内涵方面，研究主要从价值内涵、理论基础、协同模式等方面阐述“家校社”协同育人的重要

性与必然性。根据吴志宏编写的《中小学管理综合分析》(1998)，“学校、家庭与社区合作”是指为了共

同教育的目的，形成和保持良性的社会协作关系，家长(社区)参与学校进行素质教育活动的各种工作，相

互支持并对学生的发展方向抱有同向的期待的合作育人活动。李启迪(2021)认为“家校社”共育有助于构

建和睦家庭与和谐社会，从价值内涵层面阐释了“家校社”协同育人的重要性[2]；毕诚(2021)认为要根据

我国的教育实际情况，构建“家校社”协同育人新范式，弘扬传统文化，形成良好的育人生态，“家校

社”协同育人关系到新时代家庭教育与高质量教育体系的建设[3]。 
实践探索方面，部分学者尝试厘清家庭、学校、社会作为实践主体的责任边界，对三者在协同育人

中的定位和责任进行了梳理。如孙夕礼、李莉萍、车广吉等对学校、家庭、社会的定位进行了研究，与当

下政策规定基本一致。还有学者研究了“家校社”协同育人的现实困境与有效路径，如彭敏、冯翻元(2023)
提出，随着“双减”政策落地，家校社协同育人正面临着角色定位变化、育人价值认同差异、教育资源利

用不均、协作意识淡薄等困境[4]；熊蕊(2022)提出，家校社协同共育活动可能存在开展共育活动积极性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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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耗时费力且效果不佳以及共育活动流于形式等实践困境。教育部等十三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健全

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机制的意见》指出，家校社设同育人还存在职责定位不够清晰、协同机制不够健

全、条件保障不够到位等突出问题[5]。 
在全国利好政策的指引下，部分地区在推进家校社协同提升中小学生心理素质方面进行了有益探索：

上海市向东中学建立家长、教师、学生三方联动的“3 + 3”工作机制，叩开家庭世界、学校世界和内心

世界“三扇门”，实现了让每一个孩子都能自我成长的夙愿；广东省委在珠江三角洲的大中城市展开调

研，剖析社会教育、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的界限、侧重点、目标和任务，探究广东省青少年社会教育的创

新路径，推进了新兴青少年社会教育模式。天津市中小学在推进家校社协同育人工作方面也开展了很多

探索性工作，从完善家校社协同育人体系、提升家校社协同育人能力、打造家校社协同育人品牌三个方

面深化联动机制，推进家校社协同，搭建了有政策牵引、有专业保障、有品牌活动的家校社协同工作体

系和平台。 
而天津市一项关于中小学生心理健康问题的调研显示，近两年天津市中小学心理问题呈现出低龄化

趋势，中小学生心理危机发生数量较疫情前明显增加，凸显出学生抗挫折能力下降、家庭教育不到位、

家校社协同育人不通畅、网络不良文化对学生产生不良影响较大等问题，亟需根据实际情况探索出家校

社联动的有效方式，共同营造良好的育人氛围。 

3. 家校社协同育人共同体建设存在的困境分析 

3.1. 顶层设计不完善，协同效力打折扣 

研究显示，95%左右的被试表示近一年来举办过家校社协同育人活动，并认为举办的活动取得了预

期效果，家长和学生也能够积极参加。说明各区教育局、中小学、街道社区、社会资源单位等育人主体

均充分认同家校社协同育人共同体建设的重要作用，在家校沟通、校社联合、课外活动等方面都开展了

积极的行动，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约 33%的被试认为目前存在的最大难题是“路径单一，协同频

率低”以及“责任边界不清晰，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存在‘错位’或‘缺失’现象”，说明家校社协同育

人共同体建设的整体育人框架尚未形成。存在统筹机制不完善、沟通机制不畅、协同资源缺乏聚合等问

题，导致部分协同育人工作流于形式，无法真正落实，家长、教师、社会各方相互了解不够深入，难以形

成协同育人的共识。 

3.2. 条件保障不到位，制约工作开展 

研究显示，各区在政策推动、专业带动、督导促动、平台联动方面均作出了有益探索，积极构建学

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新模式、新路径，但约 79%的被试提出亟需物品、场地、资金等方面的支持。由于

经费和专业支持的不足，社会资源与学校、家庭、社区对接不畅，中小学教师、社区工作者自身缺乏对

相关基本知识和技能的学习，在开展家校社协同育人工作时缺乏专业人士指导，家校合作或家庭教育指

导服务活动难以真正落地，育人效果不佳。 

3.3. 育人主体缺乏专业培训，工作正向反馈不足 

调研显示，约半数被试提出“需要相关工作培训”，已有培训缺乏精准性，实践指导性不足，导致

育人主体陷入能力困境，主要体现在认知不足、专业知识和技能缺乏、专业实践能力不足等问题。受到

传统教育理念的影响，家校社协同工作被育人主体视为“主责主业”之外的内容和负担，超过 60%的

被试提出家校社协同育人相关工作给其带来了很大的工作负担，并且由于缺乏系统的培训，教师、社

区工作者缺少相关理论知识和专业技能，在与家长沟通、指导时陷入能力困境，在设计家校社协同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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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活动时缺乏创新性和针对性，因此无法激发家长参与家庭教育的积极性，难以满足学生和家长的实

际需求。 

3.4. 育人共识尚未完全达成，育人效能有待优化 

在调研和访谈中发现，家校社三方在育人目标、育人方法方面未完全达成共识，致使家校社协同育

人在一定程度上遭遇了信任困境。一方面，育人目标分散，过度关注孩子的学业成绩，家长、学校的教

育目标不能完全聚焦；另一方面，育人职责定位模糊，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处于相对边缘和弱势地位，

其导致协同育人的实践动机弱化，协同育人过程中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削弱，使得家校社三方难以真正做

到协同互信。 

4. 推进家校社协同育人共同体建设的对策建议 

4.1. 加强统筹协调，建立系统持续的协同育人机制 

一是完善顶层设计，加强制度体系设计，建立协同共育工作机制。出台中小幼一体化家庭教育相关

实施方案，建立由政府领导、部门协同、社会参与的协同育人工作机制，形成组织管理、指导服务、队伍

培养、评价引领、研究突破“五位一体”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高质量推进相关机制、保障、环境、

特色建设。 
二是构建系统化的协同育人工作评价框架。推动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将家校社合作育人成效纳入学校

办学质量评估体系，促使学校主动对接社会资源、健全协同育人机制。组建专业化评估团队，强化评估

过程的规范性指导，确保评价工作的科学性与客观性。完善动态反馈机制，通过收集多方意见持续优化

评价体系，同时及时总结推广家校社协同育人的典型经验与特色模式，凝练具有示范价值的育人品牌，

形成可复制的实践范式。 
三是完善家校社协同育人的激励机制。一方面，通过“爱心家长”、“关心教育公益企业”、“社

区教育先进学校”等评选活动，激发家校社三方协同的内在动力，促使家长、社会贤达、企事业单位在

学校教育中发挥各自优势。另一方面，将家校社协同育人相关工作，例如家庭教育课堂、育人效果、家

长反馈评价等列入考核评比机制，计入教师工作量，作为职称评聘、评奖评优的重要依据。 

4.2. 加大支持保障，构建优质教育资源共享机制 

一是夯实学校主导的家校社协同育人机制。首先，推动学校将协同育人纳入日常管理与发展规划，

同步融入干部教师培养体系，从制度层面保障工作落实。其次，着力提升教师家庭教育指导能力，引导

教师围绕学生成长需求主动沟通家长，针对性回应社会关切，提供专业化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再者，鼓

励学校整合校外教育资源，拓展课后服务内容与形式，联动社区提升教育服务效能，构建“校内校外互

补、线上线下融合”的育人场景。 
二是打造以社区为枢纽的课后教育服务阵地。一方面，建立分层分类的社区教育师资培养机制，针

对专职教师、管理人员、志愿者，设计差异化的培训方案，聚焦专业能力与服务素养提升，建设高素质

社区教育队伍。另一方面，探索“市级示范社区教育学校”、“特色社区教育工作站”等创建路径，激活

社区课后服务潜能，构建“分级推进、多元发展”的社区教育生态体系，强化社区在课后教育中的主体

作用，培育居民与青少年参与课后教育的责任意识和实践能力。 
三是运用信息技术构建家校社协同育人一体化平台，推进协同育人数字化建设。进一步充实“天津

家校”微信公众号的栏目和内容，指导各区、各中小学建立家校社协同育人的数字化沟通媒介，增强家

长、学校、社会之间的沟通和互动，促进共同育人目标的实现。同时，利用信息化技术手段整合多方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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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资源，建立在线优质资源库，推动教育资源的合理流动，不断扩大基础教育优质资源覆盖面。 
四是系统推进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一体化建设，充分发挥高校在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中的

引领作用。引导大学生以志愿服务、社会实践的方式融入到协同育人工作中，通过高校–社区、高校–

中小学“手拉手”的形式开展知识科普、爱国宣讲、专题研学等形式的定点服务，精心打造一批大中小

思想政治一体化精品育人项目，联合推动跨学段的实践育人、心理育人、社团育人和文化育人[6]。 

4.3. 坚持深度培育，持续提升工作队伍专业化水平 

一是持续推进工作平台建设，完善协同育人体系。积极指导、推进家校社协同育人实验区的建设，

凝练典型经验和可复制路径，突出实验区的示范带动作用；面向全市组织开展家校社协同育人课题理论

与实践研究，探索提升“家校社共育”针对性、系统性、有效性的途径，提升协同育人实效。 
二是持续加强规范建设，强化育人专业引领。强化队伍建设，面向全市中小学家校社协同育人教师

开展骨干培训班、专题研修班，发挥骨干教师辐射作用，提升教师家校社共育工作能力；组织家校社协

同育人工作交流会，邀请专家代表和一线教师围绕“整合资源、优化策略、强化联动”等议题深入讨论，

多角度深入探讨家校社协同育人的路径探索与实践，为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工作提供丰富的实践案例

指导。 
三是拓宽教育资源，提升协同育人质量。充分发挥课堂主渠道作用[7]，录制线上示范课程并向全市

大中小学学生、教师、家长推广，有效提升家校社协同育人效果。制作线上“家长微课堂”小视频，构建

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家庭教育资源库，向家长提供精准且有效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搭建家校互动平

台，形成家校共育合力。挖掘校本资源，制定优秀表彰激励政策，鼓励优秀教师进行示范教学课和家庭

教育班会活动。将育人工作与社会大课堂相结合，整合优秀家庭育人案例、社会典型人物等资源，制作

《天津市家校社协同育人典型案例集》并进行推广宣传。 

4.4. 加强家庭教育，促进家校社达成育人共识 

家庭教育在家校社协同育人中承担了不可替代的角色，《家庭教育促进法》明确规定“家庭教育应

当符合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紧密结合、协调一致的要求”、“各级人民政府指导家庭教育工

作，建立健全家庭学校社会协同育人机制”。结合调研过程中凸显的家校缺乏统一的育人目标、沟通不

畅、配合度低等问题，天津市应当加强家庭教育，促使家校社达成育人共识。 
一是加强家庭教育，强化价值认同。指导推动各区成立家庭教育促进中心，启动“1 + 6”系列工程，

其中，1 是指家庭教育促进中心，6 是指一套机制、一支队伍、一个计划、一个平台、一套课程、一系列

活动。通过建立家长学校组织网络，组建家庭教育指导师队伍、家庭教育志愿者队伍和心理咨询师队伍

[8]，实施师生家长共同成长计划和公益平台长期服务计划，提升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的专业化水平，大力

提升各个年龄段家长的家庭教育素养，打造“智联三方，守护成长”育人新格局。 
二是明确权责边界，促进能力互信。通过建立健全“责任清单”与“负面清单”制度，为三方能力

互信提供制度保障。指导各区教育主管部门牵头制定学校教育责任清单，家长依据《家庭教育促进法》，

切实履行规定的家庭教育责任，各社会主体按照有关规定，积极开发社会教育资源，主动承担社会教育

职责。明晰家校社“负面责任清单”，明确各自“不可为”之责。 
三是深化交流合作，构建协同机制。构建常态化交流机制和平台，进一步达成家校育人共识。建立

定期会议制度，由各区教育部门牵头，定期组织家校社三方代表召开联席会议，分享教育经验，讨论教

育难题，共同制定解决方案；推动家校共育活动项目化、品牌化，将亲子阅读日、家庭教育讲座、社会实

践项目等活动资源进行归类整合，形成可复制案例并进行宣传推广；设立家长开放日、家长进课堂、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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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作业共读等制度[9]，让家长更深入地参与到孩子的学校生活中，增强家校之间的信任与合作，增进家

长、学校和社会对彼此教育理念的理解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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