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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学生的成长是一个综合、全面发展的过程，家庭、学校和社会作为促进学生发展的三大核心主体，各自

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且彼此之间的密切协同与深度合作更是不可或缺。只有三者之间形成合力，才

能够为学生提供更加全面、深入、有效的教育支持。目前，我国学界已经从不同方面对家校社协同育人

进行了深入研究。本文对2016年至2023年的家校社协同育人研究文献进行分类综述，研究发现：关于

家校社协同育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时代价值、现实困境、责任权限、路径与对策方面。文章对上述研究

成果进行了综述，并对如何推进我国家校社协同育人研究进行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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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early as the Fifth Plenary Session of the 19th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eld in October 2020, it was proposed to improve the mechanism of school family social collab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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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ive education; in the “14th Five Year Plan” and “2035 Vision Goal Outline” issued in 2021 and the 
2022 Government Work Report, the work tasks of improving the mechanism of school family so-
cial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have been determined; in addition, the report of the 20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lso put forward further requirements for improving 
the mechanism of school family social education.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between families, 
schools, and communities has become a national event, attracting more attention and research. A 
classified review of research literature on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between families, schools, and 
communities from 2016 to 2023 found that research on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between families, 
schools, and communities mainly focuses on the values of the times, current challenges, responsi-
bilities, authorities, paths, and countermeasures. The article provides a review of the above re-
search results and looks forward to how to promote research on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between 
schools and communitie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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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早在 2020 年 10 月召开的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便提出要健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机制；在 2021 年

出台的《“十四五”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和 2022 年政府工作报告中都确定了健全学校家庭社

会协同育人机制的工作任务[1]；此外，党的二十大报告也对健全学校家庭社会育人机制提出了进一步要

求[2]。由此可见，家校社协同育人已成为国家大事，引起了更多的关注和研究。教育理论界在协同育人

方面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为了更好地总结研究所取得的成绩和理性面对其存在的不足之处，文章以家

校社协同育人为主题词，以 2016~2023 年为时间限制条件，对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及中国优秀硕士、博

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进行检索，共检索到 229 篇文章(其中核心 63 篇，非核心 166 篇)和 47 篇学位论文，

经过相关度筛选，选择了 38 篇有代表性的文献(即 36 篇核心文章和 2 篇学位论文)进行综述，以期对家校

社协同育人研究有更深层、更全面的认识，并对未来相关研究提供参考。 

2. 研究成果的统计与分析 

2.1. 文献数量 

2016~2023 年，筛选到的发表在核心期刊上的以家校社协同育人为题材的文章 36 篇，硕士论文 2 篇，

总计 38 篇。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文献之中，2019 年发表在核心期刊上的论文数量较之前有所上升；

2021 年发表在核心期刊上的论文数量较之前有比较明显的变化，上升到了 9 篇，2023 年发表在核心期刊

上的论文数量最多，高达 11 篇(文献数量分布见图 1、图 2)。追其缘由，首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

大会上指出的办好教育事业，家庭、学校、政府、社会都有责任，另外 2021-2023 年相继出台的政策报

告明确了健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机制的工作任务并提出了相应的工作要求，家校社协同育人俨然已

上升为国家事业，成为国家的重点工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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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Line chart of literature publication years 
图 1. 文献数量年限分布趋势折线图 

 

 
Figure 2. Bar chart of literature publication years 
图 2. 文献数量年限分布柱状图 

2.2. 研究成果的分布 

1. 论文发表的核心期刊分布。36 篇核心期刊文章分布在 15 种期刊杂志中，类属于教育类、基础科

学类。从发表论文的数量来看，《人民教育》发表的论文最多，共计 15 篇，约占 41.7%；《中国教育学

刊》中论文数为 4 篇，约占 11.1%；《中国电化教育》发表论文 3 篇，约占 8.3%；《民族教育研究》发表

论文 2 篇，约占 5.6%；《科普研究》《中州学刊》《学术探索》《教育科学》《现代远程教育研究》《当

代教育论坛》《中国远程教育》《中小学管理》《当代青年研究》《教育发展研究》《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
文社会科学版)》《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各发表 1 篇，各约占 2.8% (见图 3) 

2. 硕士论文的地域分布。2 篇硕士学位论文来自不同类型的大学，分别为武汉体育学院和沈阳师范

大学。 
3. 研究内容分布。2016~2023 年的文献中，研究者对家校社协同育人的内容大体涉及到四个方面：时代

价值、现实困境、责任权限、路径与对策。接下来分别对这四个方面的主要观点做一综述。(见表 1、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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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3. Distribution of core journals for paper publication 
图 3. 论文发表的核心期刊分布图 

 
Table 1. Distribution of research content 
表 1. 研究内容分布表 

内容 时代价值 现实困境 责任权限 路径与对策 

篇数 7 6 8 17 

百分比 18.4% 15.7% 21.1% 44.7% 

 

 
Figure 4. Distribution of research content 
图 4.研究内容分布图 

3. 研究的主要内容和主要观点 

3.1. 关于家校社协同育人时代价值的研究 

健全家校社协同育人机制准确研判了我国教育改革发展的趋势，是对新时代教育发展的一种高站位

和战略性引导。研究者对家校社协同育人的时代价值、重要性等问题进行了广泛的研究。 
施久铭等依据 2021 年两会期间的代表委员和家长代表作出的回答指出健全家校社协同育人机制彰

显了高质量发展的战略定位[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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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晓枫等通过解读国家出台的重要的教育法律和政策并辅以举例说明，深耕新形势下的家校社协同

育人新特点、新价值。研究表明，家校社协同育人会对人的终身发展产生教育影响，同时有利于完善终

身学习体系、建设学习型社会。其次，实现家校社协同育人有利于全面提高教育的质量、建立公平优质

的教育体系，这也是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的客观要求与价值体现[4]。 
毕诚从文化视角出发对家校社协同育人的新任务新模式进行讨论研究。研究揭示，建全家校社协同

育人机制是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的重要举措，中国的家庭教育也进入了创新发展新时代[5]。杨茂庆等探

讨了在家校社协同育人的背景下文化场域影响乡村儿童价值观形成的内在机理并构建了乡村儿童价值观

教育的协同育人生态。家校社协同是完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的重要支撑，彰显了家庭教育在个体成

长发展中的重要价值和时代要求[6]。朱帅等从教育时间出发，以立体时间视角阐述“家校社协同育人”

的科学性和必要性，展示了家校社协同育人时间关怀的价值[7]。 
龚旭凌等以家庭教育政策的历史演进为脉络表明了家校社协同育人机制开启家庭教育改革发展新征

程[8]。《家校协同育人的重心与机制》在梳理协同育人的工作重心和机制时提出了对教育者和被教育者

发展的价值与影响[9]。 
关于家校社协同育人时代价值的研究是对教育发展趋势的准确把握，展示了家校社协同育人的战略

定位和多维度价值，为我们呈现了一个全面而深刻的研究画卷，研究不仅有助于我们深化对家校社协同

育人的理解和认识，更为我们在实践中推进这一机制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 

3.2. 关于家校社协同育人现实困境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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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阐明要健全学校

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机制；2021 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明确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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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政府工作报告中也确定了健全学校家庭社会

协同育人机制的工作任务；党的二十大报告更是对健全学校家庭社会育人机制提出了进一步要求。由此

可知，整合家庭、学校、和社会的力量实现协同育人已经成为教育发展的一个政策性选择。然而，如今

家校社协同育人的实施过程中仍然存在着诸多问题，面临着现实困境的考验。洞悉其问题与困境成为研

究者探讨的热门问题。 
储朝晖经过实地考察发现家长和社会在总体上参与度不够并且两者的教育工作人员专业水平还有待

提高；各地工作不均衡和已有社会教育资源针对性不强也是显著问题[10]。倪闽景从家校社协同育人需要

解决的“一方面要成人，一方面要成才”的问题考量指出了家校社协同育人存在的现实问题：家庭教育

功利主义、学校教育“越界”，社会提供解决方案少等[11]。 
樊晓燕等重视乡村场域的家校社协同育人，在肯定了我国乡村教育发展取得重大历史性成就的同时

指出了教育主体责任边界模糊、协同育人系统化建设不足、教育碎片化突出的现实困境[12]。 
齐彦磊等立足于“双减”背景，将家校社协同育人遭遇的困境进行了归纳，包括信任困境、沟通困

境、合作困境和组织困境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策略[13]。庞晓东等认为家校社协同开展科学教育存在着政

策、机制、实践三个维度存在着问题[14]。王贤德也将“双减”背景下义务教育协同育人的困惑进行阐明

并提出了应对路径[15]。 
关于家校社协同育人现实困境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视角和深刻的洞见，对于理解当前家校社

协同育人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挑战具有重要意义。明确了家校社推进过程中的困境才能更好地改进实践。

三个主体的参与度、参与水平以及三者之间的交流沟通深刻影响着家校社协同育人的实施效果。同时，

不同地区，不同条件下的家校社协同所面临的现实困境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面对不均衡的发展水平和

教育资源，家校社协同育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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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关于家校社协同育人责任权限的研究 

依据家庭、学校和社会在教育中扮演的不同角色，三者各自具有独特的责任属性。研究者对其责任

边界与划分进行了一定的探讨以期在实践过程中达到权责明确、各司其职。 
李忠琼等通过案例分析法解释了明确家校社协同育人中的责任边界的重要性并分别对家庭与学校的

责任给予界定[16]。在徐俊峰的文章中，他指出了“五育”中的家庭与学校的责任分工[17]。 
廖婧茜等从责任伦理的角度确证各方在协同育人上的权责边界，将三者的责任属性定位为最低限度

的底线责任、中间层次的契约责任、中高层次的契约与道德结合责任[18]。任胜洪等从法律政策的角度对

学校在家庭教育的协同责任进行界定与剖析。作者经过实地调研发现履责缺位、履责错位、履责越位的

家校社协同合作主体之间权责利边界混乱的问题[19]。 
根据唐汉卫的研究，他参照交叠影响阈理论提出了家庭、学校、社会是多主体共存的“主体间性”

的关系即在协同育人中共同发挥各自的主体性。研究表明厘清责任边界、平衡主体关系以做到各就其位、

各尽其力、各负其责[20]。 
李大庆从共同体及其育人价值入手论述了在共同育人中的主体结构和功能，他表明要明确每个主体

各自扮演的角色，促使共同体成员能够同域释能[21]。另外，盛毓以上海市向东中学的案例展示了一种家

校协同工作管理模式。在这个模式中，相互联动的主体各司其职、各尽其能，又统筹协作、密切配合[22]。 
麻超等基于交叠影响域的视角，围绕着家校社协同推进青少年生命教育来探讨以家校社共同在场的

格局、权利边界下家校社的平等协作来建立更加融洽、和谐、常态的家校社合作关系。研究指明了家校

社协同生命教育过程中，三方应遵循各自特定的权限和职责防止过度“越界”[23]。 
通过明确各方的责任权限，可以确保教育资源得到更加合理的分配和利用，避免责任重叠和遗漏，

从而提升教育的整体效果。同时，这种协同育人的模式也有助于打破传统教育中学校、家庭和社会之间

的隔阂，形成更加紧密的教育共同体。然而，家校社协同育人责任权限的研究也存在一些挑战和难点。

首先，不同地区的经济、文化和社会背景差异较大，如何在这些差异中找到共性和规律，制定出具有普

遍性的政策和措施是一个难题。其次，如何确保各方在协同育人过程中的有效沟通和合作也是一个需要

解决的问题。 

3.4. 关于家校社协同育人的路径与对策研究 

为破除家校社协同育人中的困境与问题，研究者对其路径与对策多所着墨，进行了广泛研究与探讨，

为家校社协同育人提供理论指导和实践关照。若将研究中的路径与对策加以梳理与分类，可以得到以下

几个方面。 
1、学校与教师作为 
窦媛等基于 2021 年 7 至 9 月对贵州省和北京市部分市县区相关单位和家长的半结构式访谈论述了家

校社协同视域下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的顶层设计。该研究也重点探讨了以学校为主导实现服务的协同

供给，给出了如建立学校“县域共同体”“城乡协作体”等的具体实施方案[24]。 
根据任晶惠等的研究成果，他们通过对我国制度基础、现实基础、专业基础角度深入分析得出结论：

班主任是家校协同教育推进主体的最佳人选。并对如何以班主任为主体推进家校协同教育有效实施作了

阐述[25]。另外，在于伟的文章里，他表示班主任工作是联结家庭、社区、社会和学生的中枢纽带，因而

激活班主任这个“细胞”至关重要，这是协同育人工作持续推进和保持活力的关键[26]。 
李家成立足于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国建设的背景，经过其调查研究他发现了家校社协同育人中校

长和教师工作时的问题并做出总结：校长和教师对于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的认识直接决定着相关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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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吁校长和教师自觉转变不适切的观念[27]。 
郑秋艳在解读《人民教育》核心议题《破题“大教育”新格局》之下提出了增强家校社协同育人合力，

教师大有可为的观点[28]。 
林晓斌从家长学校建设入手，通过浙江省温州市绣山中学作为“家校社联盟”领导者的实践经验进

行了探讨。学校要对家长课程、义工权责、片区家访、家校之约方面投入努力，搭建起家校社协同育人

的连心桥[29]。孙夕礼在他的论文中也是对学校在家校社协同育人中如何作为进行了研究，其中提到的做

法值得广大学校借鉴[30]。 
曹雪在其学位论文中，将沈阳市皇姑区 H 校作为行动研究的对象，意在为学校和教师在建设家校社

协同育人机制中提供应用指导[31]。 
2、资源整合 
万代红以江苏省南京市游府西街小学的实践为例，通过分析资源中心的顶层设计、组织架构、资源

类型、育人路径发现资源中心统整了来自学校、家庭和社会三方的优质育人力量，提升了家校社协同育

人的效果[32]。丁凤良的研究发现资源整合是家校社形成合力、共同育人的重要支撑[33]。 
韩高波等的研究表示整合资源重构家校社协同育人课程[34]。姚亮以广东省深圳中学龙岗学校家校社

协同育人的实践为例，聚焦共识、共商、共建、共筑提出挖掘城市创新资源；整合、引入、融通资源构

建育人载体[35]。 
3、运用数字赋能 
顾理澜等运用调查法展开了其研究。研究者主张通过四方面着力来提升数字赋能家校社协同育人的

应用效果：促进多元主体深度互联，促进共同目标的实现；加强资源的明晰共享，破解协同的资源困境；

形成协同治理的线上平台，破解主体的时间精力障碍与阶层限制；推动泛在学习，优化育人理念与参与

能力。研究最后对政府如何针对数字化赋能家校社协同育人的方向推动其数字化转型给出了六点建议[36]。 
陈晓慧从智能技术支持构建协同育人环境，赋能多主体协同参与时空以及智能技术优化公共教育资

源供给结构，畅通协同育人渠道两个维度阐释智能技术支撑下的“家–校–社”协同育人机制[37]。 
马曙辉认为互联网 + 技术给予了学生更大的学习自由度，可以在社会层面形成新的学习社群。同时，

学校可以利用互联网拓宽教育边界[38]。 
《办实办好家长学校，推进家校协同育人》指出可以利用在线课堂拓宽线上指导服务；将线上线下

相结合，共聚共建共享，拓展家长教育的内涵并着手微课程建设[39]。廖春林在其研究生学位论文中使用

文献资料法、访谈法、问卷调查法深入探讨了互联网数字技术支持下的家校社协同育人中的互动平台及

其优势[40]。 

4. 对研究成果的评价和思考 

通过对 7 年来家校社协同育人研究的综述，我们可以发现，伴随着教育高质量发展时代的来临以及

国家逐步推出的一系列法律政策，研究者们逐渐投入到对家校社协同育人方面的思考与研究中，他们从

学理层面和实践角度对此问题进行了较为广泛的探讨。但也存在不足之处，今后的深入研究主要关注以

下三个方面。 

4.1. 充实研究视角，拓展研究范围 

从研究的内容看，家校社协同育人研究已经从分散走向上文所述的整体的四个脉络，研究范围正朝

向多元化的方向发展。像时代价值方面的贴合时势的研究置身于新时代的前进洪流，顺应了教育发展潮

流；现实困境的研究也阐明了真实的状况。但是，现有研究多聚焦于家庭、学校视角，对社会层面协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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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人缺乏论述与研究，因此在厘清了协同育人主体的权责之后，要将三者进行系统的、深层次探讨，使

各主体在育人中并驾齐驱、协同并进，以发挥协同育人的整体功能。 

4.2. 丰富研究方法，量化推动实践 

从研究的方法来看，除了传统的现象描述和经验归纳方法，广泛采用文献法、调查法、访谈法等研

究方法，带动了研究成果的创新与发展。但是家校社协同育人研究应该提升量化研究方法的比重，比如

“县域协作体”“城乡协作体”的落地和实施需要量化、实证作为研究支撑。但在其量化研究过程中要

注意选择合适的数据收集方法，包括问卷调查、实验记录、观察等以保证数据的真实性与可靠性从而支

持实践过程中的定量分析。 

4.3. 促进多方参与，统筹协调研究 

从研究人员的构成来看，上述文献作者中只有 5 位作者来自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中国教育发展战

略学会家校协同专委会等机构，而来自各级政府包括教育行政单位的数量为 0，其余都是中小学校长和

高校学者。因此可以看出，政府行政部门对家校社协同育人的关注和参与还是不足，家校社协同育人过

程中是非常需要行政机关的带领与引导的。只有政策制定者、研究者和实践者的共同参与和通力协作，

才能推动家校社协同育人研究持续发力、深入推进。 

5. 小结 

随着国家对健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机制的政策倡导和明确要求，学界对此议题的研究热情持续

高涨，研究成果不断涌现。这些研究不仅深化了大家对家校社协同育人理念的认识，也为实际教育工作

的改进提供了宝贵的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导。 
本文全面梳理了我国中小学家校社协同育人的研究现状，为未来的研究提供了清晰的学术脉络和研

究方向。其次，通过对研究内容的深入分析，揭示了当前家校社协同育人面临的主要问题和挑战，为相

关部门制定政策、优化机制提供了科学依据。最后，文章对如何推进我国家校社协同育人研究进行了展

望，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建议，有助于推动该领域研究的深入发展和实践应用的广泛推广。相信未来随着

多样态的研究的涌现和持续深入，家校社协同育人将成为我国教育事业发展的重要支撑和推动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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