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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社会的发展，家校合作愈发受到重视。本文首先依据时间线索梳理了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家校合作的

相关法律，进一步明确了家校合作在法律体系中的地位变迁。可以划分为三个时间段：初始阶段，家校合

作的边缘地位与法律缺失；发展阶段，家校合作地位提升与法律保障初现；以及完善阶段，家校合作受到

重视与法律保障完善。然后进一步分析了当前家校合作相关法律的不足，如法律体系的不完善、法律执

行与监管的困境。为应对这些挑战，可以通过完善家校合作相关法律，提升法律执行与监管效力以及借

鉴家校合作相关立法以期推动家校合作法治化进程，为构建更加和谐的教育环境提供坚实的法律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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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ociety,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is paid to home-school cooperation. This 
paper first sorted out the relevant laws of family-school cooperation since the founding of 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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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according to the time clue, and further clarified the status change of family-school coopera-
tion in the legal system. It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periods: the initial stage, the marginal status of 
home-school cooperation and the lack of law; in the development stage, the status of home-school 
cooperation is promoted and the legal protection is emerging; and in the improvement stage, home-
school cooperation is valued and the legal protection is perfected. Then it further analyzes the 
shortcomings of the current law on home-school cooperation, such as the imperfection of the legal 
system, the dilemma of law enforcement and supervision. In order to deal with these challenges, we 
can improve the laws related to home-school cooperation, enhance the effectiveness of law enforce-
ment and supervision, and learn from the relevant legislation of home-school cooperation to pro-
mote the process of the rule of law of home-school cooperation, and provide a solid legal guarante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a more harmonious educational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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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23 年，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学校、家庭、社会要紧密合作、同向发

力，积极投身教育强国实践，共同办好教育强国事业。”[1]这一重要论述，不仅为新时代教育事业的改

革发展指明了方向，也进一步强调了家校合作在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中的重要作用。家校合

作本身并非一个新概念，历史上众多教育家们早已对其有了一些阐述。如著名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在《给

教师的建议》一书中写道“两个教育者——学校和家庭不仅要一致行动，向儿童提出同样的要求，而且

要志同道合，抱着一致的信念，始终从同样的原则出发，无论在教育的目的上、过程上还是手段上，都

不要发生分歧。”[2] 
家校合作强调家庭和学校两大主体，通过协同作用以实现教育效益的最大化。在这一过程中，法律

作用逐渐凸显。尽管家校合作在实际操作中取得了一定成效，如何在法律层面保障家校合作的有效性与

可持续性，仍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当前家校合作的相关法律主要散落于教育法及未成年人保护相关

法律之中。为此，本文着重梳理与分析其中的相关法律条款以明晰家校合作在法律体系中的地位变迁，

分析当前法律框架下家校合作的不足，进而提出合理的改进建议，为今后家校合作提供更加牢固的法律

保障。 

2. 家校合作在法律体系中的地位变迁历程 

通过追溯，涉及家校合作精神的相关法律文件一共有 5 份，结合我国当代发展历程，将家校合作的

法律地位演变划分为三个阶段，即初始阶段、发展阶段以及完善阶段。 

2.1. 初始阶段：家校合作的边缘地位与法律缺失(1949 年~1978 年)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便加紧对于人才的培养。但是由于国家成立之初这一时期的特殊性，我国政

治、经济、教育等仍处于初步探索阶段。在这一背景下，家校合作的概念未获得充分的重视，尚未出台

相关的法律用于指导和规范家校合作。尽管如此，教育部门仍然积极采取行动，通过颁布一系列教育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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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文件来推动家校合作的发展。如 1952 年颁布的《小学暂行规程(草案)》第三十八条指出“小学应成立

家长委员会，由家长代表、教育委员、校长等组成。定时举行会议，反应家长对学校的意见，听取学校的

工作报告，以密切家庭和学校的联系，并协助学校解决困难。”[3]同年，《中学暂行规程(草案)》中对每

学期开家长会次数做出规定，各校须在学期开始和结束时召开家长会议[4]。虽然这些文件尚未上升到法

律层面，但是却为家校合作的规范提供了政策依据与指导。 

2.2. 发展阶段：家校合作地位提升与法律保障初现(1978 年~2000 年)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治、经济、教育等方面稳步前进，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局面。家校合作也逐

渐受到了重视，法律层面主要体现在《未成年人保护法》《教育法》以及《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三大法

中。《未成年人保护法》于 1991 年 9 月 4 日通过，并分别于 2006 年 12 月 29 以及 2020 年 10 月 17 日进

行两次修订。该法通过法律手段保护了未成年人的基本权利，并且进一步明晰了家庭和学校对于未成年

人健康成长的共同责任。本法二十三条与三十三条分别指出“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及时

将委托照护情况书面告知未成年人所在学校、幼儿园和实际居住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加强和

未成年人所在学校、幼儿园的沟通。”“学校应当与未成年学生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互相配合，合理

安排未成年学生的学习时间，保障其休息、娱乐和体育锻炼的时间。”[5]该条款不仅丰富了未成年人保

护法体系，还体现了家庭和学校两大场域相互配合对于未成年人成长的重要性。更是在法律层面强调两

大主体的有效沟通对于构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必要性。这种合作模式的建立，不仅有助于未成年人学

业成绩的提升，更在于其心理健康、社会适应能力及道德品质培养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教育法》于 1995 年 3 月 18 日通过，1995 年 9 月 1 日起正式施行，其中第五十条指出“未成年人

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配合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对其未成年子女或者其他被监护人进行教育。”

“学校、教师可以对学生家长提供家庭教育指导。”[6]此条款明确规定了家长在未成年人教育中的法定

责任，强调了家长应主动配合学校的教育方针与活动，共同参与并促进孩子的知识学习、品德培养及能

力发展。该条款亦赋予了学校及教师向家长提供家庭教育指导的职责。这不仅意味着学校需承担起教育

资源与经验的分享者角色，协助家长提升教育能力，优化家庭教育环境，还体现了教育体系内部各要素

间相互支持、互补共进的合作理念。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于 1999 年审议通过，2021 年 6 月 1 日正式实施，前后历经多次修正与修

订。该法第十九条、二十二条分别指出“学校应当与未成年学生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加强沟通，共同

做好未成年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未成年学生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配合学校对未成年学生进行

有针对性的预防犯罪教育。”[7]该法律条款反映了社会对未成年人身心健康、道德教育以及犯罪预防的

高度重视，并且认为家庭与学校在预防工作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通过明确学校与家长之间的合作要求，

立法旨在形成一个全社会、全方位的预防犯罪网络。从而减少犯罪率并促进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成长。 

尽管这些条款中并未直接使用“家校合作”这样的表述，但是其实质在于倡导并强化未成年人父母

或监护人与学校之间的沟通和相互配合。不仅能够促成未成年人学业成绩的提升，对于其德智体美劳等

多方面的综合提升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2.3. 完善阶段：家校合作受到重视与法律保障完善(2000 年至今) 

进入新时代，尽管与“家校合作”理念相关的法律条文在数量层面没有发生非常大的变化，但是其内

容的广度和深度上有着一定的完善与优化。如 2006 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较 1986 年

版更加细致，且增补了一些新内容。其中与家校合作相关的内容出现在第五章“教育教学”中，第三十六

条指出“学校应当把德育放在首位，寓德育于教育教学之中，开展与学生年龄相适应的社会实践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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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学校、家庭、社会相互配合的思想道德教育体系，促进学生养成良好的思想品德和行为习惯。”通过

家校社三方共同努力，为学生提供全面、系统的思想道德教育，帮助学生养成良好的品德与习惯。这一条

款不仅反映了国家对学生综合素质教育的高度重视，也凸显了新时代教育中的全人发展和协同育人理念。 
2020 年 10 月 17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二次修订版中较之前相比，新增了第五章

关于“网络保护”的相关内容，就未成年人健康上网提出相关的要求。其中第七十条指出“学校发现未

成年学生沉迷网络的，应当及时告知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共同对未成年学生进行教育和引导，帮助

其恢复正常的学习生活。”这一修订突出了在互联网时代，家校合作在未成年人保护中的新型角色，特

别是在网络健康管理方面。并强化了家庭和学校两大主体在未成年人健康上网上共同监管责任，进一步

推动了家校合作在实践层面的践行与落实。未成年人尚未形成良好的辨别是非能力，而互联网技术的普

及使得未成年人面临更多挑战。因此，学校和家庭应密切配合谨防未成年人沉迷网络。 
这一时期与“家校合作”理念最为相关的法律就是 2021 年颁布的《家庭教育促进法》。该法的颁布

不仅体现了国家对家庭教育的高度重视，也为家庭教育指明了发展方向和提出具体要求。《家庭教育促

进法》总则第五条中强调“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紧密结合、协调一致”[8]。强调了学校、社

会等各方在家庭教育中的支持和指导作用。通过加强家校合作、社会协同，形成合力，共同为孩子的成

长创造良好的环境。这不仅能够提升家庭教育的效果，还能够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实现家庭、学校、

社会的共赢。 
家校合作法律地位提升最为显著的表现在于采用了专门的表述方式。较之前的相关法律，该法首次

使用了“家庭学校社会协同育人机制”这一表述。该表述体现了教育责任的社会化和共治共管的价值取

向。除在表述方面，其在内容的广度和深度方面有了一定的拓展。家校合作不仅仅停留于知识层面，还

扩展到了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心理健康、思想道德教育等多个方面。这种跨领域的家校合作不仅推动了

教育的多维发展，也为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提供了全面的法律支持。家校合作不再是家庭和学校之间的

简单沟通，而是需要社会等多方面、全方位的协同与配合。 

3. 当前法律框架下家校合作存在的挑战 

纵观当代家校合作逐渐受到重视，其法律地位也有了一定的提升。在实践过程中也有一定的成效，

但是当前法律框架下，家校合作存在一定的挑战。主要表现在尚未出台家校合作专门法、现有家校合作

相关法的不完善以及在法律执行和监管中出现的相关问题。 

3.1. 尚未出台家校合作专门法 

自 1912 年，近代学校制度建立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家校合作，但是法律层面却未有明确规范。而法

律体系的建构本身是一个长期且复杂的过程，家校合作作为教育领域的一个子问题进入法律体系需要一

定的时间。目前我国与家校合作相关法律较为零散，缺乏一定的系统性和全面性。具体而言，现有家校

合作相关法律条文主要散落于《教育法》和《未成年人保护法》中，缺乏一个较为完整的法律框架来进

一步指导家校合作的具体实践。其次，家校合作并非局限于教育领域内部，而是需要涉及多部门协作的

综合性议题。家校合作专门法的制订需要涉及教育部门、妇联、民政等多部门从而增加了立法的复杂性。

同时，家校合作需要同时考虑家庭和学校两大主体，并且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对于家校合作也产生了

一定的影响，如何权衡三大主体，其复杂性增加了专门立法的难度。最后考虑到立法优先级，当前教育

领域尚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如如何促进教育公平、合理分配教育资源等，家校合作虽然重要但是

相较于一些更为紧迫的教育问题而言，其在短时间内不会成为立法工作的重点。因此其专门立法进度受

到一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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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现有家校合作相关法的不完善 

尽管法律层面对于家校合作的相关内容有了部分的规定，但是相较于家校合作在当前社会中的重要

性而言，这些法律规定显得不充足与不完善。首先，当前与家校合作有关立法散落在与未成年人和基础

教育相关的法律中，因而较为宽泛，难以为家校合作实践提供具体性指导。其次，随着社会的发展，家

校合作的内涵与外延得到了一定的扩展，其实践需求也有了一定的丰富。然而因为立法的滞后性以及立

法理念与目标的局限导致新时代家校合作的相关法律未得到进一步的补充与完善。现有法律法规大多从

“未成年保护”以及“基础教育”层面出发，规定了家庭和学校两大主体在监督和教养未成年人的责任

与义务。尚未关注成年学生群体，尤其是大学生的家校合作。尽管大学生作为法律意义上的成年人，初

步具备自我管理的能力，然而鉴于当前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的严峻性，必要的家校合作仍是不可或缺的。

而保障成年学生群体家校合作的相关法律目前尚未出台，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家校合作的全面实践。

此外，对于特殊群体的关注较为薄弱，如何切实为单亲家庭、低收入家庭等特殊群体在家校合作上提供

更为直接的保障与指导也是亟需考虑的范畴之一。 

3.3. 家校合作相关法律执行与监管的困境 

当下，我国家校合作相关法执行与监管困境源于资源分配不均以及法律条文的分散。我国不同地区

存在着较大的教育资源分配差异。如东部较西部地区有更好的教育资源，城市比农村地区教育资源更优。

而家校合作的真正落地需要一定的政策和资金支持。在一些地区，基础教育的普及与提升仍是首要任务，

家校合作相关法律的执行自然而然受到一定程度的制约。此外，尽管 2021 年，我国出台了《家庭教育促

进法》使得家校合作上升到了法律层面，但是却尚未形成专门法，这在很大程度上给法律的执行和监管

带来了难度。一方面，分散的法律条款在执行过程中容易导致部门之间难以把握统一的标准与尺度。另

一方面，不同的部门在执行相关法时可能出现协调等相关问题。这都会导致对于家校合作保障以及监管

出现过多或者不足的问题。家校合作法律条款的分散可能会使得相关执法人员对于内容理解的不全面与

不深入，从而对于家校合作整体的法律框架认知不足导致执行力度存在差异。家校合作相关法执行力度

较弱会使得家校合作的实践效果大打折扣；反之，则使其走向形式主义从而不利于家校合作的健康发展。 

4. 家校合作法律框架的完善建议 

鉴于当前家校合作相关法律存在的不足，笔者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4.1. 制订家校合作专门法 

首先，应该加强相关法律法规的修订与完善。宪法是我国的根本大法，要坚决把宪法规定、宪法原

则、宪法精神贯彻到立法中，体现到各项法律法规中[9]。构建家校合作系统法也应该以宪法为根本法，

从而确定该法的权威性与合法性。此外，完整系统梳理既有的与家校合作相关的法律条文并且依据实践

的需求进行创设性的整合与构建，为家校合作的有效实践打下基础。最后，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而

实施的关键在于法律能够与时俱进。因此，应该依据现实的发展需要，及时修订家校合作相关法，以确

保法律条文能够适时反映家校合作的具体实践，从而为家校合作注入新活力。 

4.2. 完善家校合作现有相关法律 

当前，我国家校合作相关法尚未进入专门法领域，因此其在法律层面规定较为笼统，缺乏针对性。

为提升家校合作相关法律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的实用性和执行力，可以参考并借鉴我国港澳台地区以及国

外家校合作相关法律。如美国在 1970 年颁布的《初等和中等教育法》修正案中的“条款 I”倡导各学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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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立“父母咨询委员会”，该委员会的成员由家长选举产生，旨在让家长参与到校委会的工作以及学校

课堂活动中，以协助学校策划并执行旨在促进低收入家庭儿童发展的相关计划[10]。上述法律对于家校合

作的指导相较于中国大陆地区已有法律更加具体且可操作，因此在未来立法中可以借鉴其他地区和国家

的相关立法经验并结合我国家校合作的实际情况进行创设性法律制订与探索。此外，家校合作相关法应

该更加关注不同群体的家校合作需求，而不仅仅聚焦于未成年和基础教育群体。如何权衡不同年龄段、

不同教育阶段的需求，切实为家校合作提供法律保障仍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4.3. 提升法律执行与监管效力 

提升法律执行与监管的效力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首先，应提高执法人员的法律素养。从家校合

作相关法律条文的解读、理解到其执行与监管，最根本的在于人。围绕家校合作法律的基本框架、核心

条款以及具体实施步骤等内容进行系统培训以确保执法人员能够准确理解和执行。这也是确保法律从制

订走向落实最为根本的一步。其次，应该加大对于资源匮乏地区的教育资金支持与保障，为家校合作法

律的执行提供基础。最后，法律的执行不应仅依靠行政手段，还可以借助社会力量。通过宣传家校合作

的重要性以及相关法律条文，从而提升公众的参与意识，以提升法律的执行力。此外，还应建立健全的

监督机制提升法律执行的规范与透明性，从而确保家校合作能够更加落地以进一步提升两大主体的耦合

性。 

5. 结语 

随着社会的发展，家校合作的重要性逐渐凸显。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其在法律上也逐渐受到重视，

法律地位得到了一定的提升。从初始阶段，家校合作的边缘地位与法律缺失到发展阶段的家校合作地位

提升与法律保障初现，最后逐步完善，家校合作受到重视与法律保障进一步完善。尽管法律层面对于家

校合作给予一定的保障，然而未形成体系化的家校合作相关法、执行以及保障效力的不足导致家校合作

在实践过程中存在一定的困难。家校合作在法律体系中的地位变迁是一个复杂且漫长的过程。需要依据

一定的社会背景以及现实需要进行创造性的改进。 
家校合作是教育中不可或缺的，而教育对于当代中国也是不可或缺的。因此重视家校合作对于祖国

的建设具有一定的推进作用。这一进程的顺利推进同样也离不开家庭，学校，社会各界的助力。只有多

方合作，才能打破壁垒，为家校合作的深入发展提供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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