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dvances in Education 教育进展, 2025, 15(6), 1220-1226 
Published Online June 2025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ae 
https://doi.org/10.12677/ae.2025.1561123 

文章引用: 曹张, 刘丝雨, 刘华锦. “双减”背景下农村小学家校沟通现状调查与分析[J]. 教育进展, 2025, 15(6): 1220-
1226. DOI: 10.12677/ae.2025.1561123 

 
 

“双减”背景下农村小学家校沟通现状调查与

分析 

曹  张，刘丝雨，刘华锦 

成都大学师范学院，四川 成都 
 
收稿日期：2025年5月22日；录用日期：2025年6月20日；发布日期：2025年6月30日 

 
 

 
摘  要 

推行“双减”政策旨在减轻学生学业负担和校外培训压力，对学校与家长提出了新的要求，唯有两者紧

密协同并保持有效沟通，才能使政策落实，从而真正实现学生减负。文章以四川省都江堰市、彭州市、

崇州市等地的农村小学家长为研究对象，主要采用问卷调查法了解农村小学家校沟通现状。通过深入分

析发现，目前农村小学家长参与家校沟通存在教育观念滞后、家庭教育能力不足、沟通频率较低、沟通

方式较单一等问题。结合相关政策和理论，提出更新家长育儿观念、提高家长家庭教育能力、激发家长

主动参与、创新家校沟通方式等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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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Double Reduction” policy aims to alleviate students’ academic burd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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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the pressure from off-campus training, which puts forward new requirements for schools and 
parents. Only when the two work closely together and maintain effective communication can the 
policy be implemented and students’ burden be truly reduced. This article takes the parents of rural 
primary schools in Dujiangyan City, Pengzhou City, and Chongzhou City, Sichuan Province,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and mainly uses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 method to understand the current situ-
ation of home-school communication in rural primary schools. Through in-depth analysis, it is 
found that there are problems such as lagging educational concepts, insufficient family education 
ability, low communication frequency, and single communication methods in the participation of 
rural primary school parents in home-school communication. Combined with relevant policies and 
theories, it proposes countermeasures such as updating parents’ parenting concepts, improving 
parents’ family education ability, stimulating parents’ active participation, and innovating home-
school communication methods. 

 
Keywords 
Background of the “Double Reduction” Policy, Rural Primary School, Home-School Communication, 
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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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为了减轻学生过重的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双减”政策落地实施，提出进一步明晰家校育人

责任、密切家校沟通、创新协同方式的新要求。[1] 2024 年 11 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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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明确家校协同育人责任：学校要密切与家长沟通联系，家长要主动

协同学校教育，推动全面建立家校社协同育人“教联体”。[2]这一体系致力于打通家庭、学校和社会之

间的壁垒，形成合力，以保障“双减”政策落地实施。无论是推行“双减”政策还是建立“教联体”，高

质量的家校沟通必不可少。然而，农村地区家校沟通存在一些问题。一方面，农村小学仍然存在不少留

守儿童，并且在教育资源、师资力量等方面相对薄弱；另一方面，农村家长的教育观念与能力也未能跟

上时代的脚步。具体表现为家长对孩子的教育参与度以及主动沟通意识不足，家长对于教育政策和信息

的理解存在差异等。这些问题表明，家校沟通需要进一步优化，才能让家长更好地迎接“双减”政策带

来的新要求。因此，本研究聚焦“双减”背景下的农村小学家校沟通现状，探究当前农村小学家校沟通

中存在的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双减”背景下农村小学家校沟通对策，以此促进“双减”背景下的农村

小学家校沟通有序高效地进行。 

2. “双减”背景下农村小学家校沟通现状调查 

2.1. 研究对象与方法 

2.1.1. 问卷设计 
课题组主要采用问卷调查研究，通过自编问卷调查家校沟通中小学家长存在的问题。本次问卷主

要由家长基本信息、家长家校沟通认知调查和具体沟通情况调查三部分构成。家长基本信息部分主要

了解家庭情况和所处地区，以及家长教育学生的方式；家长家校沟通认知调查部分主要了解家长对家

校沟通观念的认知与重视程度；具体沟通情况调查围绕家校沟通的频率、沟通方式、沟通内容、沟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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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的满意度以及面临的困难等方面进行设计。问题包括选择题、简答题等多种类型，以确保能够全面

获取信息。 

2.1.2. 样本选取 
本研究收到了来自四川省都江堰市、彭州市、崇州市等地的 1355 份小学家长的有效网上调查问卷。

从与孩子的关系看，父亲占比 23.54%，母亲占比 74.32%；从年龄看，20~30 岁占比 8.56%，31~40 岁占

比 71.81%，41~50 岁占比 17.34%；从学历看，初中及以下占比 23.62%，中专占比 11.73%，职高、高中

占比 21.62%，大专占比 24.13%，本科占比 17.12%，研究生及以上仅占 1.77%；从家庭结构看，核心家庭

(父母与子女构成)占比 58.52%，大家庭(与祖父辈一起生活)占比 35.06%，单亲家庭和重组家庭仅占 6.05%。

从以上信息可以得出，本次调查样本以中青年的女性家长为主，大多数为大专及以下学历，核心家庭和

大家庭居多。 

2.2. 调查结果与分析 

2.2.1. 家长对于家校沟通概念的认知 
学生的全方位发展唯有在学校与家庭开展协同育人工作的情境下方能有效地达成，鉴于此，家校之

间的沟通显得极为重要且不可或缺。在“您对家校沟通的概念了解程度是?”一题中，有 30.41%的家长对

于家校沟通概念的了解程度达到了非常了解的水平，60.44%的家长处于一般了解的状态，这表明绝大多

数家长基本了解家校沟通；仅有 8.68%的家长对家校沟通的了解相对较少，而 0.14%的家长从未听闻过家

校沟通，这部分家长对于家校沟通的概念较为生疏，尚未意识到家校沟通所具有的重要意义。总体而言，

多数家长熟悉家校沟通概念，对其重视程度较高，这有效地促进了家校沟通的开展。 

2.2.2. 家长对于家校沟通目的的认知 
为了了解小学家长认知中家校沟通的功能和作用，在谈及“您认为“双减”背景下，家校沟通的目

的是?”一题中(见图 1)，92.84%的家长主张“促进学生全面发展”，60.37%的家长主张“提高学生学习

成绩”。诚然，家长普遍关注孩子的学习成绩，但更多地家长也逐渐意识到促进孩子全面发展才是家校

沟通的根本目的。调研发现，40.44%的家长认为家校沟通能够提高家长的素质，提高自身教育水平。37.34%
的家长认为家校沟通的目的还包括促进教师专业成长，38.6%的家长认为家校沟通能够促进学校发展。由

此看来，家长对家校沟通目的的认知是多元化的。他们既希望通过家校沟通促进孩子德智体美劳全面发

展，又希望以此促进自身、教师和学校家庭教育水平的提升，进而推动家校沟通高效开展。 
 

 
Figure 1. The purpose of home-school communication in the context of the “Double Reduction” policy as seen by parents 
图 1. 家长眼中“双减”背景下家校沟通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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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家长对于家校沟通内容的认知 
随着家长教育观念的持续更新，家长关注孩子全方位的身心发展状态，由此，家校沟通的内容亦变

得多元且深入。[3]在“您与教师沟通时主要关心的内容是？”一题中(见图 2)，86.64%的家长关心学生的

学业状况，85.76%的家长关心学生的行为表现，学生的学业发展情况依旧是家长最为关切的内容。值得

注意的是，家长们不仅关心学生的学业状况和行为表现，还有 76.16%的家长关注学生的思想情绪，72.55%
的家长关注学生的身心发展。由以上数据看出，家长与教师的沟通内容涵盖了学生身心发展的各个层面，

这有益于学校向家长传递前沿的教育方法与理念，助力家长提升家庭教育能力。 
 

 
Figure 2. The main concerns of parents when communicating with teachers 
图 2. 家长眼中与教师沟通主要关心的内容 

2.2.4. 家长对于家校沟通收获的认知 
积极开展高质量的家校沟通活动，不但能够推动孩子在学业上持续进步、身心茁壮成长，而且能够

助力家长更新教育理念、优化教育手段。在“您认为参加家校活动最大的收获”一题中(见图 3)，71.66%
的家长认为参与家校活动有益于教育方法改进，69.82%的家长认为家校沟通有利于教育思想更新；令人

关注的是，高达 83.54%的家长认为参加此类活动能够促使自己增进对孩子的认识；40.22%的家长借此得

以结识教师和其他家长，60.52%的家长则认为参与家校活动能够获得教师的专业指导。总之，家长参与

家校活动能够促使教育思想与方法实现创新，增强家长的育人本领，使其能更好地与学校携手合作，开

展高品质的家庭教育，达到家校协同育人的良好目的，最终促成孩子、家长和学校的多方共赢。 
 

 
Figure 3. The greatest gain from participating in home-school activities in the eyes of parents 
图 3. 家长眼中参加家校活动最大的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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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双减”背景下农村小学家校沟通存在的问题 

3.1. 家长教育观念滞后 

在“您认为在家校沟通中遇到的困难是？”一题中，74.54%的家长认为进行家校沟通的主要困难是

没有时间。现代社会的生活节奏日益加快，无论是家长还是教师，都面临着巨大的工作和生活压力。多

数农村家长经常在外地工作，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放在工作上，导致花费在家校沟通上的时间相对较少。

从参与填写问卷的家长角色上发现，母亲占到了 74.32%，父亲仅占 23.54%，母亲仍是抚育孩子的主要承

担者。在传统认知中，“男主外，女主内”的观念被广泛认可，至今仍有不少家庭被这样的观念所影响。

家长没有时间进行家校沟通，母亲承担着抚育孩子的主要责任，这充分体现出部分家长的教育观念未能

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4] 

3.2. 家长家庭教育能力不足 

从参与填写问卷的小学家长文化层次上看，23.62%的家长为初中以下学历，11.73%的家长为中专学

历，21.62%的家长为职高、高中学历，24.13%的家长为大专学历，仅有 17.12%的家长为本科学历，1.77%
的家长为研究生及以上学历。总体来看，农村地区家长文化层次偏低，家庭教育知识储备较少。在“您

认为家校沟通中遇到的困难是？”一题中，20.81%的家长选择“没有能力参与”，20.3%的家长选择“没

有信心参与”，这也说明部分家长家庭教育能力不足，缺乏有效的沟通理论、技巧与方法，导致家校之

间的沟通面临诸多障碍，影响了家校协同的效率。 

3.3. 家长进行家校沟通的频率较低 

家校协同育人并非在一两次的沟通交流后就能有效果，家庭与学校唯有持久且高频地展开沟通，方

可成效突出。在“您平时与教师的沟通情况是？”一题中，40.81%的家长选择学生出现问题就交流，50.18%
的家长选择有时间就交流一下，而每天都交流的家长仅占 1.33%。此外，在“您(或您家人)一个学期主动

与教师沟通的次数是?”一题中，选择 1~3 次的家长所占比例高达 63.39%，更有 7.31%的家长选择了 0
次，而仅占 6.49%的家长主动与教师沟通 10 次以上。这些现象表明，家长在家校沟通中大多表现不积极，

将主动发起沟通的期望寄托于教师身上。 

3.4. 主要的家校沟通方式较单一 

家校协同育人要求家庭与教师始终维持紧密的联系，其沟通方式亦丰富多样。在“您与教师的沟通

方式是？”这一问题中，91.51%的家长倾向于使用 QQ 或微信进行交流，65.46%的家长选择通过电话展

开沟通，可见选择线上进行家校沟通的家长占绝大多数。此外，46.64%的家长表示会在家长会或学校开

放日期间与教师进行沟通。另外，21.62%的家长选择借助家长委员会来沟通；39.11%的家长选择接送孩

子时进行沟通，而 17.42%的家长选择在教师家访时进行沟通，但 52.03%的教师一学期进行家访 1~3 次。

以上数据反映出，大多数农村家长主要依赖线上社交平台或电话进行家校沟通，线下面对面的方式虽有

涉猎，但进行的频率远低于线上沟通。[5] 

4. “双减”背景下农村小学家校沟通的对策 

4.1. 更新育儿观念，增强父亲在家庭教育中的作用 

家庭教育作为塑造儿童心理资本的关键载体，需要父母双方优势互补的系统参与。积极心理学为父

亲角色重构提供了科学依据，其 PERMA 模型(积极情绪、投入、关系、意义、成就)与父亲教育特质高度

契合，能有效激活儿童发展的积极因子。[6]受传统观念和生活压力影响，尽管大多数农村家庭中由母亲

https://doi.org/10.12677/ae.2025.1561123


曹张 
 

 

DOI: 10.12677/ae.2025.1561123 1225 教育进展 
 

承担主要抚育责任，但父亲在培养孩子探索精神、独立性和问题解决能力方面也具有独特优势——神经

科学研究显示，父亲特有的互动模式能促进前额叶发育，使儿童决策能力提升 23%。随着社会对男女平

等理念的深化，父亲参与已不仅是责任分担，更是促进儿童积极健康发展的关键，与母亲的情感支持形

成教育“双螺旋”。因此，父亲应积极参与到孩子的日常生活中，为孩子提供更多的关爱和支持，旨在培

养孩子健全的人格。 

4.2. 多方协同开展家庭教育指导，提高家长家庭教育能力 

“双减”政策极大地减轻了学生的课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使得家庭教育的重要性愈发凸显，学

生的成长需要高质量的家庭教育。然而，农村家长的文化层次偏低，家庭教育知识储备有限，且缺乏科

学的家庭教育方法和有效的家校沟通技巧。20 世纪 80 年代，爱普斯坦及其研究团队提出了交叠影响域

理论，倡导以“关怀儿童”为中心，打造家庭、学校和社区协作的实践模式。经过国内外实践，该模式不

仅有利于增强教师和学校管理学生效能，还能够提升家长育儿能力。[7]鉴于“双减”政策与交叠影响域

理论，需多方携手合作，共同帮助农村家长提升家庭教育能力。 
第一，作为教育工作者，学校和教师有义务帮助家长更新家庭教育观念、丰富家庭教育知识、提升

家庭教育能力、拓宽家庭教育知识视野。学校应投入更多的精力提升家庭教育指导服务水平，健全学校

家庭教育指导委员会、家长学校以及家长委员会等制度，定期组织家庭教育指导服务活动，提升家长家

庭教育水平。 
第二，作为家长，孩子成长的第一责任人，应树立信心，主动协同学校教育，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

家庭教育指导活动，通过参加家长委员会的工作，学习先进的教育理念，掌握正确家庭教育方法，为孩

子创造一个良好的家庭氛围和成长环境。 
第三，乡镇社区应当加强对家庭教育的支持力度，将家庭教育指导纳入乡镇社区公共服务的重要组

成部分，并充分利用社区资源开设家长学校等活动场所，为广大家长提供专业的家庭教育指导与服务。 

4.3. 强化教师沟通意识和能力，激发家长主动参与家校沟通 

“双减”政策提出密切家校关系、凝聚家校双方为学生减负共识的要求，推动着家校协同育人向更

高层次发展。家校沟通需要学校和家庭双方共同努力，学校要把做好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作为重要职责，

切实加强教师家庭教育指导能力建设。只有教师具备了良好的沟通意识和能力，并且能够积极地引导和

支持家长参与到孩子的教育过程中，才能真正实现家庭与学校之间的有效联动。 
第一，教师应当培养学生的反馈习惯，鼓励学生与家长分享学校的趣事、收获与困难，让家长从孩

子口中了解学校生活，从而激发他们主动与学校沟通的意愿。第二，教师采用个性化沟通的方式，了解

每个学生家庭的特点和需求，针对不同家长采取不同的沟通方式和内容。[8]第三，教师向家长提供有价

值的信息，定期向家长反馈学生的学习进展、课堂表现等具体情况，让家长清楚了解孩子的在校状态。

此外，教师还可以分享教育资源、学习方法和育儿经验等，帮助家长更好地支持孩子的学习和成长。第

四，学校应树立良好的形象，通过学校的网站、公众号等渠道，展示学校的教育成果、特色活动和优秀

师生事迹，让家长对学校充满信心。同时，主动向家长征求对学校教育教学工作的意见，并及时处理，

提高家长对学校的满意度。 

4.4. 增加线下交流机会，采用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沟通方式 

农村地区的家长由于工作或其他原因，不能陪伴在孩子身边，家校沟通主要采用微信、QQ 或电话等

线上交流方式。线上沟通主要通过文字、语音或视频等方式进行交流，与面对面沟通相比，会缺少情感

上的传递和共鸣，容易导致误解或沟通效果不佳。线下沟通能够更好地观察对方的表情、肢体语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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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准确地理解对方的意图和情感，从而减少误解，有助于建立更紧密的情感联系，能让家长更深刻地感

受到老师对孩子的关心和重视，增强沟通效果。此外，线上沟通可能会受到周围环境干扰，家长或老师

在沟通时容易分心，无法像线下沟通那样专注。因此，教师应合理规划工作节奏，适度增加每学期对每

位孩子进行家访的次数，主动与家长交流。与此同时，家长也应抓住接送孩子上学、放学等时间，主动

与教师进行面对面交流。更为重要的是，学校要持续为家校沟通搭建平台，增加每学期家长会和家长开

放日活动的次数，扩大家委会成员规模，以此增加学校和家长面对面交流的机会。[9] 

基金项目 

本文系 2024 年四川省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国家级项目：“‘双减’背景下小学班级管理中家校沟通

策略研究”(项目编号：202411079005)的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

[EB/OL]. https://www.gov.cn/zhengce/2021-07/24/content_5627132.htm, 2021-09-15.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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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OL].  

http://www.moe.gov.cn/jyb_xwfb/gzdt_gzdt/s5987/202411/t20241101_1160204.html, 2024-11-01.  
[3] 李秀娟. 多媒体背景下城市小学家校沟通优化策略研究[J]. 教师, 2023(9): 21-23.  

[4] 吴萍, 丁励. 小学家校沟通现状分析与对策探索[J]. 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 2023(2): 63-65.  

[5] 丰玉霞, 刘惠林. 乡村小学班主任与家长沟通存在的困难与对策[J]. 教学与管理, 2018(29): 14-16.  

[6] 陈奋铮. 基于塞利格曼 PERMA 模型的幼儿幸福教育实践[J]. 教育评论, 2024(3): 140-145.  

[7] 张俊, 吴重涵, 王梅雾, 等. 面向实践的家校合作指导理论——交叠影响域理论综述[J]. 教育学术月刊, 2019(5): 
3-12.  

[8] 王思睿. 家校协同育人的现实困境及对策[J]. 教育观察, 2024, 13(15): 44-46.  

[9] 余兰, 魏善春. 家校微信群沟通功能的异化与重构[J]. 教学与管理, 2019(16): 22-25. 

https://doi.org/10.12677/ae.2025.1561123
https://www.gov.cn/zhengce/2021-07/24/content_5627132.htm
http://www.moe.gov.cn/jyb_xwfb/gzdt_gzdt/s5987/202411/t20241101_1160204.html

	“双减”背景下农村小学家校沟通现状调查与分析
	摘  要
	关键词
	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Home-School Communication in Rural Primary School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Double Reduction”
	Abstract
	Keywords
	1. 引言
	2. “双减”背景下农村小学家校沟通现状调查
	2.1. 研究对象与方法
	2.1.1. 问卷设计
	2.1.2. 样本选取

	2.2. 调查结果与分析
	2.2.1. 家长对于家校沟通概念的认知
	2.2.2. 家长对于家校沟通目的的认知
	2.2.3. 家长对于家校沟通内容的认知
	2.2.4. 家长对于家校沟通收获的认知


	3. “双减”背景下农村小学家校沟通存在的问题
	3.1. 家长教育观念滞后
	3.2. 家长家庭教育能力不足
	3.3. 家长进行家校沟通的频率较低
	3.4. 主要的家校沟通方式较单一

	4. “双减”背景下农村小学家校沟通的对策
	4.1. 更新育儿观念，增强父亲在家庭教育中的作用
	4.2. 多方协同开展家庭教育指导，提高家长家庭教育能力
	4.3. 强化教师沟通意识和能力，激发家长主动参与家校沟通
	4.4. 增加线下交流机会，采用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沟通方式

	基金项目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