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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高质量的教育体系建设离不开学校、家庭、社会三方的协同作用，家校社协同心理育人话题备受关注，

然而目前协同心理育人存在诸多现实困境。本文基于生态系统理论提出家校社协同心理育人建设机制：

明晰各方职责，厘清责任定位；建立沟通机制，实行联动共育；整合多方资源，营造健康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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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of a high-quality education system is inseparable from the synergistic efforts of 
schools, families, and society. The topic of Family-School-Society collaborative mental education 
has garnered significant attention. However, there are numerous practical challenges at present. 
Based on Ecological Systems Theory, this paper proposes the following mechanisms for Fami-
ly-School-Society collaborative mental education: defining the responsibilities and roles of all par-
ties; establishing a communication mechanism for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and integrating vari-
ous resources to foster a healthy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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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社会的发展，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受到广泛关注，《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指导纲要》《中等职业

学校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指导纲要》以及《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生心理健康工作专项行动计划

(2023~2025 年)》等众多政策文件的颁布均强调了加强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重要性。然而，面对学生日益

复杂多变的心理需求和挑战，传统的单主体心理健康教育模式已难以满足现实需求。2021 年 7 月，《关

于加强学生心理健康管理工作的通知》中指出要增强学校、家庭和社会教育合力，全方位提升学生心理

健康素养(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2021)，多方协同的心理育人模式显得尤为重要。生态系统理论

(Ecological Systems Theory)由著名心理学家布朗芬布伦纳提出，作为一种强调个体与环境之间相互作用、

相互依赖关系的理论框架，无论是从社会生态学还是发展心理学的角度，都强调了人与环境之间的复杂

互动关系，这种关系对于理解和解决心理教育问题至关重要。基于此，本研究以生态系统理论为框架，

分析家校社协同心理育人现状，进而提出相应的建设机制，以期为后续研究提供支持。 

2. 生态系统理论概述 

生态系统理论(Ecological Systems Theory)由著名心理学家布朗芬布伦纳提出，该理论认为学生的发展

受由多层外界关系交织而成的系统影响，包含四个系统，即微观系统、中观系统、外观系统以及宏观系

统，系统间的嵌套形成了同心圆的环境(范慧玲，徐志远，2020)。其中，微系统指的是与个体直接接触的

环境，如家庭、学校和社会等；中系统指的是微系统各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如家校沟通、校企合作等；

外系统指的是虽不直接参与但对学生发展有间接影响的环境，如教育部门、卫生部门等；宏系统指的是

广泛的社会文化环境，如文化传统、社会价值观等；生态系统理论具有整体性、动态性、相互作用性等

特点，其中整体性是指个体与环境之间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整体系统，个体不是被孤立地看待，而

是受到周围环境的影响和塑造；动态性是指生态系统是动态变化的，随着时间推移，个体和环境会不断

的相互影响和适应；相互作用性是指个体和环境之间相互影响，任何一方的变化都可能引起系统内其他

层次的反应。 
生态系统理论强调人与环境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这种关系对于理解和解决心理教育问题至关重要。

一方面，基于生态系统理论的分析，有利于促进个体全面发展。生态系统理论强调个体与环境之间是相

互依存的整体系统，家校社协同心理育人模式通过整合各方资源，能为个体提供更加全面、系统的心理

支持，从而促进身心健康和全面发展；另一方面，有利于提高心理健康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生态系

统理论揭示了不同系统对个体心理发展的不同影响，通过深入研究影响机制，家校社协同心理育人模式

能够更准确地识别个体的心理需求和问题，制定针对性的心理健康教育方案，提高心理健康教育的实效

性；此外，研究生态系统理论具有社会重要性，基于生态系统理论的家校社协同心理育人模式，有助于

推动社会心理健康服务体系的完善。系统内部层次结构均对个体发展产生影响，通过明晰各自职责，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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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多层次的心理健康服务体系，这有助于提升社会整体的心理健康水平。因此，在促进学生心理健康发

展过程中需全面考察各层次的作用，发挥协同育人最大合力效果。 

3. 家校社协同心理育人的现实困境 

3.1. 协同心理育人主体职责定位模糊 

学校–家庭–社会三者应明确职责，各就其位，厘清其职责定位。在协同心理育人上，学校应起主

导作用；家长在家庭教育中应承担基础责任；社会应提供丰富的资源，起补充作用。然而，当下协同心

理育人工作出现学校家庭社会三者职责定位模糊的问题，各方在心理育人中的责任和职能认识不清，缺

乏有效的协同合作，出现“错位”、“缺位”等问题。 
一方面，家校社协同心理育人“错位”现象频繁出现，如家长做学校教育的工作，忙着给孩子请家

教做文化教育，缺乏对孩子心理健康的关注；学校忙着给孩子做家庭教育的工作，如家务课，造成其文

化教育职责与心理育人职责之间的失衡。另一方面，协同心理育人“缺位”现象频繁突出，由于城乡家

庭教育观念和教育水平相差较大，受应试教育思想的影响，家庭教育的功利化倾向严重，家长认为学习

是为了取得好学历，找到好工作，因而一味地关注孩子的学习成绩，忽视学生心理素质的培养，部分家

长心理育人意识不足，将育人职责框定在学校和教师身上，认为与自己无关，这种心理育人意识的缺乏

使得家长没有承担起家庭教育的基础责任，家庭教育频繁出现“缺位”现象；社会教育同样如此，其介

于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之间，没有明晰职责定位，社区的功能和服务体系虽不断完善，但其心理健康体

系仍不够成熟，其主要表现在心理治疗资源不足和心理教育专业人员匮乏层面，难以提高心理健康服务

体系质量。此外，社会教育机构很难融入并参与到学校内部的心理教育活动中去，无法借助学校教育资

源进行心理育人活动(殷飞，缪建东，2023)，社会心理育人地位的缺失，其所承担的职责也出现可有可无

的现象。 

3.2. 协同心理育人面临沟通困境 

协同心理育人主张家校社之间的沟通交流，其中家校沟通是重点。家校沟通可分为正式沟通和非正

式沟通，二者的区别主要是在形式上，家校沟通关注的不应是形式上的沟通，更应是沟通的效果(齐彦磊，

周洪宇，2022)。然而，家校沟通面临沟通内容单一、家校沟通反馈滞留等困境。 
一方面，家校沟通内容单一，部分家长仍认为孩子的唯一出路是学习，只有学习成绩提高，才能读

好大学，找到好工作，最终出人头地；教师绩效与考核以及学校的升学率与学生的成绩直接挂钩，在这

种唯分数论的教育环境下，家校沟通的主要内容围绕着如何提升学生的成绩进行，较少地关注学生的心

理发展和综合素质的提高，加上家校沟通不足，如学校和家庭往往只会在学生出现心理问题之后才加强

沟通频率，一旦问题解决，各自回归原位形成割裂，这种“救急式”的合作关系难以达成育人效果，缺

乏对学生的提前预防进而陷入被动境地。另一方面，家校沟通反馈滞留，部分家长由于工作原因，难以

抽出时间对学生进行心理教育，无法及时地将学生的成长状况反馈给教师；“双减”政策出台后，课后

服务时间的增加，教师的教学任务和工作负担加剧，使得教师面临诸多压力，身心疲惫，没有充足的时

间和精力及时与家长沟通，影响了对学生心理状态的了解和响应；此外，家校教育理念和价值观的不同，

加上缺乏有效的沟通渠道，导致信息传递不及时、不准确，难以形成共识和合力，影响了心理育人工作

的顺利开展。 

3.3. 协同心理育人资源匮乏，整合不足 

一方面，心理教育资源匮乏，从学校层面看，学校缺乏足够数量和专业素质的心理教育人才，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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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求帮助却无法开展针对性的心理支持和辅导，导致学校难以有效保障心理教育服务质量；从社会层面

看，社会各界对心理育人的支持和关注力度不够，缺乏对心理育人资源的投入，导致资源的孤立化、分

散化，影响了心理育人的深入开展和有效实施；从家校合作机制层面上看，家校缺乏有效沟通机制，存

在信息交流不畅、合作资源利用不充分等问题，无法形成有效的支持网络和帮助机制。另一方面，心理

教育意识不足，一些家庭可能缺乏心理健康教育知识，进而无法有效引导学生的心理发展，如部分家长

在心理认知层面存在偏差，不愿承认学生出现心理问题，认为学生只是情绪不稳定，过几天就好了，没

必要进行心理咨询，长此以往，学生的心理问题得不到治疗反而进一步加剧；又如部分家长忽视学生的

心理需求，对学生的心理教育避而不谈，导致无法及时发现和解决学生的心理问题(王媛媛，2024)。 

4. 基于生态系统理论的家校社协同心理育人建设机制 

4.1. 微系统：明晰各方职责，厘清责任定位 

首先，学校要发挥心理育人的主导作用，学校具有专业性和社会性的特点。其一，学校要充分发挥

专业性的优势，努力开设心理教育相关课程，教导学生如何管理情绪、处理压力、建立健康的人际关系

等技能；建立心理咨询中心或专门机构，聘请专业教师提高师资队伍水平，提供心理咨询、心理测评等

服务，教师要及时关注学生的情绪，在充分了解学生个性基础上，结合学生心理需求实施因材施教。其

二，学校要加强家庭心理教育指导，将家庭心理教育指导纳入工作范畴中，组织心理健康活动，如心理

健康周，定期开设家长会普及心理教育相关知识，及时与家长沟通，了解学生的心理状况；此外，建立

健全家长委员会等制度，充分发挥家委会的作用，明晰其工作职责，完善其工作制度。其三，学校要充

分利用校外资源，拓宽校外活动路径，积极与校外机构合作，有针对性地开发实践课程，如日本开展亲

近大自然的活动、德国开展挫折教育“磨难营”等活动，对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产生了重要影响。各学

校可以相互借鉴，因地制宜开发实践活动，鼓励学生参与志愿活动，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意识，增强学

生的自我价值感。 
其次，家长要履行家庭教育基础责任。其一，注重家庭建设，营造良好的家庭氛围，有研究指出家

庭亲密度低、家庭冲突多的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更多(杨革非，陈益华，叶妙，等，2023)；家庭气氛越好，

越利于学生积极情绪的表达(李岚，2019)。因此，家庭建设至关重要，家长应倾听孩子的需求，鼓励他们

表达自己的情绪和思想，建立良好的沟通关系，并提供积极的情感支持。其二，家长要注重培养孩子的

良好品德和生活习惯，要掌握正确的教育方法，给孩子更多的关心和陪伴，做到平等沟通，尊重理解，

通过鼓励尝试新事物、赞扬努力和成就等方式，帮助孩子培养积极的心理素养。其三，家长要积极参与

学校组织的活动，有研究结果表明，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水平与家长参与学校活动的程度呈显著正相关(俞
国良，王勍，2015)。家长应主动参与家委会的工作，积极配合学校对学生的心理教育工作，如发现学生

存在心理健康问题，不应避而不谈，应及时寻求专业心理咨询师的帮助，及时与学校沟通。 
最后，社会要有效支持服务全面育人。社会支持影响着中小学生的健康行为(朱雪丽，赛雪莹，耿耀

国等，2019)，其中，主观支持和对支持的利用度积极影响着学生的心理健康状态(管佩钰，王宏，郭靖，

等，2016)。因此，社会要积极参与到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中来，其一，推进社会资源开放共享，整合社会

资源，提供多样化的心理健康教育机会，建立心理咨询和支持服务机构，提供个体咨询、心理测试、心

理干预和康复辅导等服务，为学生和家长提供心理辅导和支持。其二，加强宣传教育，如媒体播放心理

健康教育相关节目和广告，发布心理健康教育内容和知识，提高公众对心理健康教育的认识和重视；宣

传的同时应净化社会环境，加大网络监管力度，严格查处违规网络平台，为青少年成长营造良好的网络

环境；其三，加强与学校和家庭的合作，如校外机构到校宣传、社区与学校共办心理育人互动等，使家

–校–社三方发挥合力，达到良好的育人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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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中系统：建立沟通机制，实行联动共育 

首先，丰富沟通内容，体现全面性。家校之间的沟通，其内容不应只局限于学生的学习情况和成绩

的优劣，更应将多元化的生活方式融入其中，如学生的在校生活、校外生活等内容，以便学校和家庭从

全方位的角度了解学生的状态，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学校可以定期向家长发送家校联系册或心理档案，

记录学生在校表现和学习情况，家长可以通过联系册向学校反馈孩子在家的情况，尤其关注学生情绪变

化，做到提前预防；学校可以组织学生到校外参观，通过环境变化以净化心灵，以美润心，也可以与社

会资源单位合作，促进资源共享，如开设相关活动，以体强心，以劳健心；社会机构在合法性和合理性

的前提下，可以进入校园参与心理育人活动，如邀请社会各领域的心理专家到校进行心理指导，贯彻以

德育心。 
其次，建立信任机制，形成育人共识。从学校层面，学校应提高教师素质，造就高水平的师资队伍，

聘请的教师应强调严选、精选，开展心理健康教育活动的同时进行家庭教育指导，保证家校信任有力，

沟通有效；在开展心理育人活动的过程中，学校应保障家长和社区的知情权，参与权，学校既可以作为

主体承办活动，邀请家长和社区共同参与，也可以作为支持者，欢迎社区来校开展活动；从家长层面，

家长应加强与学校、教师之间的信任意识，积极配合学校心理健康教育的安排，主动承担育人职责并将

学生的心理状态反馈给学校。同时引导孩子积极参加社区活动，丰富实践生活，增强家校社之间的信任

关系。此外，实行联动共育，完善合作组织机制建设。国外建立了家校社协同育人组织，且相对规范，

如美国成立伙伴行动小组，开展家校社协同育人活动(曾汶婷，2022)。新加坡组建了社区与家长辅助学校

咨询理事会，重视家校社三方合作。在我国基础教育阶段，最常见的家校合作组织便是家委会，但存在

家校双向沟通工作机制不健全等问题(齐彦磊，周洪宇，2022)，因此，开展联动共育需完善合作组织机制

建设，成立全方位的协同育人委员会，强调多主体参与，形成育人共识。 
最后，以数字化赋能沟通机制。数字化背景下，建立家校社沟通机制离不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完善。

其一，充分利用数字化技术，提供沟通载体，实现不同主体之间的互联。一方面，传统的教师家访、家

长到校等方式不可或缺，另一方面，学校需整合利用多种沟通媒介，利用互联网技术，建立家校社协同

心理育人的在线平台，如学校的门户网站、学校官方微信和微博等平台，为家长和社会输出学生发展的

信息，如图片、视频等(顾理澜等，2022)。其二，利用数字化技术，注重建设开放型教育资源，从学生需

求出发，丰富教学形式，因地制宜开发心理教学资源，如将心理教育课程教案、教学设计和教学视频等

上传到开放教育资源平台，同行评审，互相学习，推动高质量教学资源走入学校课程教学和家庭教育场

景(陈晓慧，2022)。 

4.3. 外系统与宏系统：整合多方资源，营造健康环境 

首先，加强资源整合。韩国革新教育区项目发展至今，为保障协同育人的顺利进行，其主要措施包

含了法律体系的构建以及建立健全青少年心理咨询服务体系(房晓飞，曹彦杰，2024)，这些措施在家校社

协同育人上发挥了重大作用，为我国开展协同心理育人提供了有益参考。一方面，政府部门需制定和完

善心理健康相关政策法规，保障心理健康服务的合法性和规范性；教育部门可以推行心理健康教育课程

进课表，科学设置课程，按照学段的不同需求设置教育目标和教学内容，同时，严格教师选拔机制，通

过公开招聘严格选拔以及专业培训等方式充实心理教育资源，打造高水平的心理健康教育教师队伍，提

高学生心理教育质量；另一方面，卫生部门应在各级医疗卫生机构中加强心理咨询门诊的建设，建设本

区域中小学生心理辅导中心，面向学生提供心理健康测评，定期评估学生的心理状态；也可以与企业合

作，利用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赋能，构建学生心理预警干预系统，或引进数字技术资源和专业的心

理咨询方法，为学生提供针对性的心理健康服务；此外，各部门应相互合作，开展心理健康教育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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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办公益性的心理健康教育项目，加大公众对心理教育的认识，必要条件下可以联合社区建设家庭心理

教育指导服务站，向有需要的家庭提供心理咨询辅导、培训等支持，确保资源整合工作不断优化。 
其次，营造健康环境。一方面，正确引导心理观念，及时纠正心理健康认知误区，如认为心理疾病

是古怪的、不可治疗的，患有心理疾病是丢脸的等认知不仅使学生避讳就医从而加重心理问题，而且会

形成部分学生排斥患有心理疾病学生的困境(谢宇，2023)。因此，需要加强心理健康知识普及，利用电视、

网络等媒体平台和渠道，广泛开展学生心理健康知识和预防心理问题的科普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2023)，打破对心理疾病的误解和偏见，减少歧视和排斥。另一方面，营造开放、包容的社会氛围，尊重

文化多样性，在鼓励和支持个人表达情感的同时需严格规范网络健康标准，对负面情绪所产生的不良社

会心态应及时疏导，加强舆论引导，改善不良现象，努力倡导积极向上、从容乐观等正能量的社会心态

和正确的社会价值观，强化对学生心理教育的潜移默化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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