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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新时代教育现代化背景下，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的协同育人逐渐成为提升教育质量、促进学生全面发

展的关键路径。本文旨在探讨构建科学、高效的家校协同育人机制，以回应当前教育实践中的现实需求

与政策导向。在研究方法上，文章通过文献梳理与政策分析，从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合作的必要条件、

协作的价值基础，以及家校合作联系渠道的构建路径三个维度进行系统阐述。研究结果表明，推动家校

协同育人需要家庭与学校在责任认同、育人目标、沟通机制等方面达成共识，并通过制度化、常态化的

沟通平台和多元参与机制实现高效协同。结论指出，家校协同育人不是教育资源的简单叠加，而是理念

融合与实践互动的深度协作过程，是构建育人共同体、推动学生健康成长和教育提质扩优的重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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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educational modernization in the new era, the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of 
family and school has gradually become a key path to improve educational quality and promote the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This article aims to explore the construction of a scientific and 
efficient mechanism for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between family and school to respond to the prac-
tical needs and policy orientations in current educational practices. In terms of research methods, 
the article systematically elaborates on three dimensions: the necessary conditions for co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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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tween family and school education, the value basis of collaboration, and the construction path of 
the connection channels between family and school through literature review and policy analysis.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promoting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between family and school re-
quires consensus between family and school in terms of responsibility recognition, educational 
goals, and communication mechanisms, and can be achieved through institutionalized and regular 
communication platforms and multi-participation mechanisms for efficient collaboration. The con-
clusion points out that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between family and school is not a simple superpo-
sition of educational resources, but a deep collaboration process of concept integration and practi-
cal interaction, which is an important means to build an educational community, promote the 
healthy growth of students,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and expand the scale of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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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家校协同育人是当前教育改革的重要举措，是新时代教育“扩优提质”的必然要求。随着社会环境

的深刻变迁和教育理念的持续更新，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的协作日益成为实现学生全面发展的关键路径。

然而，现实中家校协同仍面临诸多挑战，包括时代环境变化带来的教育观念差异、学生成长需求的多样

化、协同机制尚未健全等问题，影响了协同育人实效的发挥[1]。 
为深入了解中小学家校协同育人的现状与改进路径，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与半结构式访谈相结合的

方法，聚焦家校沟通频率、协作方式、家长参与度与教师态度等核心问题。问卷共发放 400 份(家长 300
份、教师 100 份)，回收有效问卷 380 份，有效率达 95%。内容涵盖沟通方式、家长参与现状、教师协作

态度、机制满意度等，量表维度包括沟通频率、协作信任感与参与积极性等。 
调查结果显示：87%教师表示当前沟通主要依赖微信群，面对面互动较少；72%认为家长参与不足是

主要障碍；68%希望设立如家长理事会等制度化协同机制。家长方面，82%期望获得有效支持孩子发展的

指导，65%有“过度干预”的顾虑，超七成支持引入“家庭教育指导师”角色。访谈进一步指出：教师虽

有协同意愿，但期待制度支撑；家长普遍善意，却缺乏系统协作能力；“共情”与“信任”是双方互动的

关键。 
综合数据表明，当前家校沟通尚存浅层化倾向，协同育人需在家长教育素养、教师协作培训与沟通

机制建设方面持续发力。 
在此背景下，推进家校协同育人，首先需具备一定的合作条件，如双方理念上的高度认同、制度层

面的政策支持以及彼此之间的信任与尊重。其次，家校合作还需建立在共同育人目标、稳定沟通机制和

教育资源整合的基础之上，确保协作过程的有效性和持续性。最后，开通多元化的家校联系渠道和协同

模式是实现有效合作的关键手段，包括利用信息技术平台、组织共育活动、搭建沟通桥梁等，形成常态

化、制度化、高效化的合作格局。 

2. 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合作的条件 

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的有效合作，需要具备一定的外部环境和内部支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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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政策支持与制度保障 

自 2021 年 3 月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

要》正式发布，明确提出“健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机制”，指出家校合作的根本目的是实现育人协

同，并要求各方由原本松散、偶然的沟通合作逐步转向制度化、常态化协作[2]。 
同年 7 月，国务院印发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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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

步强调“完善家校协同机制”，提出“推进协同育人共同体建设”，为构建育人合力提供了政策方向[3]。 
2022 年 1 月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再次明确：“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

育应当紧密结合、协调一致”，并要求“建立健全家庭学校社会协同育人机制”，从法律层面夯实了家校

协同育人的制度基础[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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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到

2035 年，形成定位清晰、机制健全、联动紧密、科学高效的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机制”，进一步勾画

了家校协同育人机制的发展蓝图[5]。 
综上可见，学校和家庭协同育人已成为我国教育改革发展的重要趋势，蕴含深刻的价值内涵与鲜明

的时代意蕴，对于构建全环境育人体系、实现学生全面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2. 双方角色认知清晰 

家校合作的前提是家长与教师明确各自的职责与边界。家长是孩子生活习惯和品格养成的第一责任

人，而教师在知识传授与规范引导方面具有专业优势。只有双方定位准确，才能建立有效的合作关系。 

2.2.1. 家庭的主体责任 
家庭教育是儿童社会化的起点，家长在其中承担着传授生活经验、行为规范和价值观的重要责任。

然而，长期以来部分家长存在认知偏差：有的将教育责任全部转嫁给学校，忽视自身应有的育人责任；

有的则过度依赖学校，弱化了家庭教育的主体地位；还有的家长盲目追求学业成绩，忽视孩子的德育与

心理健康，导致亲子关系紧张。这些现象反映出“家庭责任缺位”和“重智轻德”的错误观念，削弱了家

庭教育的作用。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的实施，家庭教育的重要地位日益凸显，家长

应转变观念，从单一的施教者变为孩子的陪伴者与成长合作者，积极履行育人职责，注重家庭文化建设，

传承优良家风。在“双减”背景下，家长更应通过亲子陪伴、共同学习、营造良好家庭氛围等方式，促进

孩子全面发展，切实发挥家庭教育在协同育人中的基础作用[6]。 

2.2.2. 学校的指导责任 
从教育生态系统视角看，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虽属两个独立子系统，但在育人目标上高度一致，需

协同互补。家庭教育不是学校教育的附属，学校也不能替代家庭的功能，但作为专业教育机构，学校在

家庭教育中承担着指导与服务责任。 
《家庭教育促进法》明确要求学校开展公益性家庭教育指导，提供科学方法和专业支持。教育部相

关文件也提出要充分发挥学校在家庭教育中的引导作用，构建家庭教育支持网络。为此，学校应从四方

面发力：开展系统的育儿知识培训，组织多样化家庭教育活动，完善沟通机制，及时干预家庭教育中的

问题。在“双减”与素质教育背景下，学校应通过制度化、专业化路径，引导家长履行责任，构建协同育

人新格局。 

2.3. 相互尊重与信任的氛围 

在家校合作过程中，家长不仅是学生成长的参与者，更是沟通的桥梁与纽带，肩负着重要责任。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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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高效的协同育人，关键在于教师与家长之间建立相互理解、尊重与信任的合作关系。教师应尊重家长

对孩子成长的关注，理解其教育诉求；家长也应信任教师的专业判断，避免干预教学或产生对立情绪。

只有在平等基础上破除“教师权威独大”与“家长过度干涉”的极端倾向，家校双方才能形成合力。家访

作为常见而有效的沟通方式，有助于教师深入了解学生家庭情况，提供针对性教育建议，同时提升家长

的育儿能力和家庭教育质量。 
更重要的是，家校双方需在认同彼此角色的基础上推进“共情式协作”，通过换位思考化解认知差

异，在理解中增进信任，在合作中寻找育人的“最近发展区”。因此，家校合作应建立在常态化、多元化

的联系机制上，推动协同育人从形式走向实质，实现学生全面而有个性的成长。 

3. 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合作的基础 

3.1. 统一的育人目标 

家校合作必须以学生的全面发展为共同目标，这是协同育人的核心所在。然而，在实践中，家庭与

学校在育人目标上的偏差仍然存在。许多家长受应试教育和社会竞争压力影响，过于关注孩子的学业成

绩和短期成果，忽视德育、身心健康、审美能力和劳动素养的培养，导致学生成长路径单一，甚至引发

亲子关系紧张、心理问题等隐患。而学校作为专业教育机构，更强调“五育并举”和核心素养的提升，力

求实现学生全面、可持续的发展。 
同时，社会也愈发重视教育的公共价值，强调责任意识、文化传承与社会担当。因此，实现真正的

家校协同，必须从“唯分数论”转向“以生为本”，回归教育的本质。该理念强调尊重学生的个体差异，

兼顾共性发展与个性成长，既能统一家庭与学校的价值追求，也能推动双方在实践中实现理念融合。家

庭应据此调整教育预期，科学育儿；学校则需倾听家长期望，优化服务，构建起双向共赢的合作机制，

共同促进学生健康成长[7]。 
因此，无论是家庭教育还是学校教育，最终都应回归到一个共同的目标——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

面发展，实现其身心健康与人格健全的协调统一。这种价值共识既是家校合作顺利开展的前提条件，也

是推进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力。只有当家校双方都确立起面向学生全面发展的育人共识，家校协同

机制才能真正发挥实效，助力学生成长为全面发展的人才[8]。 

3.2. 沟通与信息的共享 

家校协同育人的有效推进，离不开顺畅、高效的信息沟通机制。为了确保教育目标的一致性和教育

过程的连续性，家庭与学校之间应建立常态化、双向化的沟通模式。这不仅是信息传递的过程，更是家

校共育理念和策略深度融合的重要手段。通过涵盖学生在校表现、家庭环境、心理健康等多维度内容的

沟通，教师和家长可以共同制定更具针对性和个性化的教育方案，实现真正的因材施教。 
然而，在现实中，家校沟通仍存在单向传递、被动响应等问题，导致家长参与度不高，教师负担加

重，难以形成良性互动。建立常态化沟通机制，需要依托多元平台，如微信群、家校 APP、家访、家长

会等，实现实时性与系统性兼顾。特别是在“双减”政策背景下，家访作为温情沟通的有效形式，重新焕

发生命力，有助于增强理解与信任。 
此外，家校沟通还需基于相互尊重与换位思考。学校应增强教育过程的透明度，让家长充分了解教

学安排与评价标准；家长也应尊重教师的专业性，避免过度干预。唯有在尊重、理解与信任的基础上，

家校双方才能建立起深度融合、情感互联的合作关系，共同营造科学、和谐的育人环境，促进学生的全

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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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教育理念的融合与互补 

在家校协同育人过程中，教育理念与方法上的差异是影响合作效能的重要因素。尤其在育人目标、

教育方式和价值取向等方面，家庭与学校常存在认知不一致。若未及时沟通与协调，这些分歧不仅会削

弱教育的一致性和稳定性，也会对学生成长产生负面影响。因此，推动理念融合，是实现有效家校合作

的关键。 
现实中，一些家长仍坚持“惩罚教育”或“唯成绩论”等传统观念，强调严厉管教和学业成绩，忽视

孩子的身心发展和个性成长。对此，学校应主动发挥教育引领作用，借助家长会、主题班会等平台，向

家长传递学校的育人理念与教学方向。同时，通过专家讲座、家长课堂、家庭教育指导中心等形式，引

导家长掌握科学育儿知识，提升教育能力。 
理念引导还需注重情感支持和沟通方式，尊重家长的教育焦虑，避免居高临下的说教式交流，构建

“共育而非替代”的合作关系。在相互理解与信任基础上，家校双方才能实现理念协同，建立统一、协

调的育人观，从而为学生营造健康稳定的发展环境，促进其全面成长[9]。 

4. 开通家校合作联系的渠道与模式 

4.1. 多元沟通渠道的建构 

在家校协同育人机制中，构建常规化、信息化的沟通机制是实现高效协作的关键。智慧家校平台依

托互联网技术，集通知发布、成绩查询、行为反馈等功能于一体，突破了传统沟通的局限，提升了信息

传递的效率与互动的深度。通过系统化的信息共享，教师能更好了解学生家庭背景，家长也能及时掌握

孩子在校动态，从而实现教育理念与方法的深度融合，形成协同育人的强大合力[10]。 
当前家校沟通多依赖微信群、电话、校讯通等日常工具，但这些方式多为“信息通知”式沟通，互动

深度不足[11]。建议结合学校实际，建立以下几类沟通渠道：即时型渠道：微信群、家校 APP，用于日常

提醒与即时反馈；定期型渠道：家长会、家访、“一对一”谈话，用于阶段性总结与关系建立；机制型平

台：设立“家校共育委员会”“家长议事会”“成长导师制”，实现制度化协同；专题型活动：开展“成

长论坛”“家长开放日”“亲子共学计划”等主题活动，提升家校协作的内容质量与情感粘性。 
传统研究多聚焦于制度层面或单一沟通方式，而本研究从“技术赋能”与“情感信任”双维视角切

入，强调在数字化环境下，智慧平台不仅提升了沟通效率，更应成为构建“信任型关系”的媒介。通过信

息透明、互动及时、反馈精准，增强家长对学校的认同感与参与感，进而推动深层次的家校协同。 

4.2. 家校协同“五步推进法” 

在沟通渠道畅通的基础上，还需配套系统性的操作路径，以确保协同过程的规范性与实效性。结合

实践探索，本文提出如下“五步法”： 
第一步：建机制，明确协同架构 
设立家校合作组织架构，界定教师、家长、学校管理者的职责与权限，为合作提供组织保障。 
第二步：搭平台，畅通信息交流 
打通信息壁垒，实现信息对称。既包括对学生在校表现的及时反馈，也包括家庭教育动态的适度分

享。 
第三步：设主题，共建育人内容 
围绕“学业发展–心理健康–行为规范–价值引导”等主题，策划共育项目，增强家校合作的针对

性和可参与性。 
第四步：强培训，提升沟通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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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家长提供科学育儿指导，为教师开展家校沟通能力培训，双向赋能，增强协同效能。 
第五步：做评估，形成反馈闭环 
构建多维评估机制，包括家长满意度、学生行为变化、教师沟通负担感等指标，定期反思优化协作

策略。 

4.3. 典型案例：我校“成长三联单”制度实践 

我校自创“成长三联单”制度，每月由学生、家长、班主任三方共同填写反馈表，内容涵盖“成长亮

点–存在困惑–改进建议”。学校设立“家校协调周”统一处理反馈，并据此优化班级管理与个体支持。

此举不仅增强了家长参与感，也促成了教育过程中的角色互信与任务共担，显著提升了育人实效。 
本研究首次系统梳理并概括地方学校探索出的“成长三联单”实践案例，将“学生–家长–教师”

三方反馈整合为周期性沟通工具，兼具自我反思、亲子互动与教师引导三重功能，为家校协同提供了一

种低成本、易推广、高互动性的微机制创新路径。 

5. 结语 

家校协同育人并非简单的教育资源叠加或任务分工的重组，而是家庭与学校在育人理念、价值导向、

实践路径等方面的深层协同与系统融合。它强调的不仅是信息的沟通、职责的划分，更是目标的一致、

理念的共鸣与行动的联动。在新时代教育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学生的成长面临着更加复杂多元的挑战，

单一教育主体已难以满足其全面发展需求。在生态系统理论、社会资本理论与教育合力理论的指导下，

本文构建了“家校协同育人影响机制模型”，以揭示家校协作的内在逻辑与关键要素。该模型由四个层

面构成，分别是认知基础、情感纽带、行动机制与制度支撑，彼此联动、共同作用，构成协同育人的核心

机制。 
首先，认知层面是协同的起点，家长与教师需在教育理念与育人目标上达成基本共识，这是建立合

作关系的思想基础。其次，情感层面强调信任与共情在家校互动中的关键作用。只有在相互理解与情感

支持的基础上，合作关系才能稳固持久。第三，行动层面涉及具体的沟通频率与协作方式，是理念转化

为实践的桥梁。良好的互动机制有助于协同行为的顺利开展。最后，制度层面提供组织保障与政策支撑，

学校管理机制的健全与相关政策的引导，为家校协同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 
整体来看，该模型既能有效解释现实中家校协同困境的根源，也为今后的优化路径提供理论支撑。

协同质量的提升，应以“关系信任构建”与“制度平台建设”为双轮驱动，从临时性的“应对式合作”走

向稳定长效的“共建型协同”，真正实现家庭与学校在育人中的深度联结与共育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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