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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教育阶段家校合作机制协调性研究

柏欣彤

（淮安生态文化旅游区沁春路小学，江苏 淮安　２２３００１）

摘　要：家庭是孩子的第一所学校，家庭教育是学校教育的前提，而学校教育则是家庭教育的

延伸及补充，所以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相辅相成，密不可分。良好的家校合作对孩子的发展非

常重要，随着现代教育观念的进步，教育水平日益提高，家长与学校对家校合作的重要性有了

一定认识，但在实际的家校合作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因此，需要提高家校合作机制协调性，
给学生一个更加和谐的学习、生活环境，促进人才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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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家校合作概念

“家校合作”，从字面上理解就是家庭和学校

进行合作。而根据合作方式，又可将“家校合作”
分成“家校沟通”“家长参与教育管理”，等等。

家校合作就是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之间通过

双向 沟 通、互 相 配 合，一 起 参 与 到 学 生 的 教 育 当

中，从而促进学生的发展。

２家校合作机制现状分析

笔者通过在小学的实践调查，及对多 位 班 主

任老师的访谈，了解了家长参与家校合作的情况，
其中有３种家长参与类型：主动参与型、被动参与

型和不参与型。
家校合作机制的协调性，即家长与学 校 在 合

作过程中的协调程度。家长与学校是否都有家校

合作意识、家长与学校是否都能积极主动地参与

到家校合作中、家长与学校是否能在合作中发挥

积极作用等都能影响到家校合作机制的协调性。

２．１协调性好的家校合作机制

２．１．１协调性好的家校合作机制中的家校合作表现

在协调性好的家校合作机制中，学校 积 极 寻

求与学生家长合作机会，通过多种方式、途径与家

长进行沟通，使家长能及时了解到孩子在校情况。

家长也非常支持学校工作，积极配合参与到学校

工作中来。家校合作呈现良好状态，给学生提供

了和谐的学习、生活环境。

２．１．２协调性好的家校合作机制的意义

１）促进学生成长。众所周知，家庭是孩子的

第一所学校，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位老师。家庭教

育是学校教育的前站，学校教育是家庭教育的延

伸及补充，所以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相辅相成、密
不可分。笔者在小学实习时，发现班级中成绩优

异、学习习惯良好的学生，家长经常和老师交流学

生在校情况，也会和老师反映孩子在家学习时遇

到的问题，这样家校都对学生的情况有比较全面

的了解，从而对学生起到了双面督促的作用。

２）促进学校及家庭发展。在家校合作中，家
长可对学校教育起到辅助作用，而学校也可在与家

长的沟通中对家长进行指导从而完善家 庭 教 育。

所以家校合作可以增进家长与学校关系，对学校改

进教育教学、家庭和谐发展都有重要意义。［１］

２．２协调性差的家校合作机制

２．２．１协调性差的家校合作机制中的家校合作表现

协调性差的家校合作机制有以下几种表现形态：

１）学校希望家长配合工作，但家长积极性不

高。学校有些事务和学生有关，需要家长的参与

和建议，但是家长往往因为各种原因，只有教师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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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联系了，家长才会参与。而不参与型家长，甚
至是教师主动沟通，都拒绝参与。

２）在一些 问 题 上，家 长 想 参 与 学 校 事 务，希

望与学校沟通，了解学校工作，但是学校在此方面

没有起到主导作用，家校合作机会少。

３）学校 和 家 长 都 不 主 动 寻 求 合 作。学 校 不

主动寻求与家长交流和合作机会，而家长认为教

育孩子的责任在于学校，对孩子的教育放手不管。

２．２．２家校合作机制协调性差的影响

１）加深家校矛盾。在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中，

只有良好的沟通才能解决矛盾。在家校关系中也

是如此，家长的意识中会认为孩子表现都是好的，

所以如果 老 师 不 将 学 生 在 校 的 实 际 情 况 告 诉 家

长，一旦学生在考试中的成绩不理想，家长可能就

会把责任都推给老师，激发家校矛盾。

２）激发 家 庭 矛 盾。有 时 家 长 对 孩 子 的 教 育

未必正确，当家校合作机制协调性差，老师和家长

没有就孩子的情况及时沟通时，一旦孩子的学习

方面出现问题，家长一气之下，不会先与老师一起

商量对策，而是可能会采取粗暴的方式对待孩子，

进而伤害亲子间感情。所以需要家校的沟通，不

仅是交流学生情况，老师也要适时地对家长进行

教育方法上的指导。

３）家校之间配合不够，无法对学生的成长发

展起积极作用。如果家长和学校的交流沟通不够，

那么无论是家长还是学校，对学生的了解都是片面

的，所以对学生的教育总有不足。只有家校增强联

系，才能形成优势互补，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３影响家校合作机制协调性的原因

３．１学校层面

１）学校没有对家长宣传家校合作的重要性，

也没有鼓励家长参与进家校合作，所以家校合作

协调性差。

２）学校 的 家 校 合 作 流 于 形 式。在 实 际 班 主

任工作中发现，家长和学校的沟通主要是通过家

长学校活动、ＱＱ群等方式进行，而且家校之间的

交流往往是在学生出现问题、布置作业和发布通

知等情况下才会进行，这种活动缺乏规范性和计

划性，家校之间双向联系相对较少，以学校单方面

的通知为主。此外学校设立的家长委员会也并没

有起到桥梁作用，大部分家长与老师的交流是通

过直接联系老师进行的。［２］

３．２家长层面

１）家长 的 家 校 合 作 意 识 不 强。家 长 认 为 没

有合作的必要，觉得学生的成长全靠学校的教育

和学生的自觉。所以家长只会在教师与其主动联

系时才会沟通。如果家长没有合作的意识，那么

家校合作就无法协调。

２）家长因 为 工 作 等 原 因 没 有 时 间 及 精 力 去

参与家校合作。

３）有的家长自身水平有限，虽有意愿参与学

校工作，但能力不够，久而久之，家长就放弃参与家

校合作，全权放手给学校，导致家校合作协调性差。

４）家长 在 孩 子 教 育 方 面 上 更“重 智”。社 会

竞争的加剧使家庭教育更多地关注了孩子的学习

而忽视了孩子的全面发展。

５）对“双减”政策的误解。２０２１年９月以来，
全国各地坚决落实“双减”政策，教师给孩子布置

的家庭作业也开始减量重质，加上课后延时服务，
孩子每晚到家时，学习任务基本已经完成。部分

家长误解“双减”政策，认为这样的政策就是鼓励

“放养”孩子，对于学校的活动也就不会上心。

３．３学生层面

学生的意愿，也会影响家校 合 作。因 为 家 长

对学校的一切态度都是围绕学生的。学生对学校

活动表现出积极的态度，家长也随之会对学校活

动重视起来。当然学生的表现优异，老师就表扬

得多，家长在与老师、学校的合作中，积极性就会

提高，这就形成家校合作的良性循环。相反，有的

学生对学习没有兴趣，成绩不尽如人意，对于学校

的活动也提不起劲，老师经常会给家长提意见，批
评孩子在校的表现，这样，家长与老师间很容易产

生矛盾。［１］最终导致家校合作机制的协调性差。

４提高家校合作机制协调性的应对策略

４．１从学校角度

家校合作中起主导作用的应是学校。学校是

从事教育的专门机构，拥有大量的教育专技人员，
教师具有一定的专业能力，能按教育规律科学地

对学生施以教育。正是因为学校的这种专业性，
所 以 在 家 庭 和 学 校 中，处 于 主 导 地 位 的 应 是 学

校。［３］学校可以采取以下对策来提高合作 机 制 协

调性。

１）加强 对 教 师 的 培 训。首 先 教 师 要 转 变 观

念，端正与家长交流的态度，与家长沟通时要保持

理解宽容的心态。其次教师要增强与家长沟通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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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的技 巧 与 能 力。再 次 要 熟 悉 了 解 学 生 家 庭 状

况，让 家 长 感 受 到 教 师 对 家 校 合 作 的 热 情 真 诚。
最后教师 对 于 家 校 合 作 这 个 问 题 要 不 断 研 究 分

析，多学习。这样才能更好促进家校合作机制协

调性。

２）学校要了解家长需求，不能只考虑到自身

需要。［４］只有 在 家 校 合 作 时，站 在 家 长 的 位 置 思

考，才能让家长更加配合。

３）学校要加大宣传力度，让家长了解到家校

合作的重要性及必要性。每学期定期开展家长学

校活动，一方面增强与家长的联系，另一方面在家

长学校活动中可以教给家长好的教育方法。

４）设立家长委员会。一个班级大约有４０—

４５位 家 长，选２—３位 家 长 为 家 委 会 成 员。要 充

分利用家委会的力量，很多工作，教师甚至可以直

接放手 让 家 委 会 成 员 来 完 成。比 如 新 学 年 开 始

时，教 师 刚 接 手 一 个 新 班 级，对 班 级 情 况 还 很 陌

生，这时候就可以与家委进行沟通，了解班级原本

的制度。面对学校一些事务，可以由学校牵头组

织交流会，家长委员会成员结合全体家长意见参

与决策。班级里一定会有愿意积极参与家校活动

的家长，再让这些家长带动更多的家长，因为这些

工作可以直接按家长的意愿进行，也会减少家校

矛盾。

５）在学生的学习方面，提供途径让家长参与

监督。学校落实“双减政策”，学生的笔头作业在

学校完成，回家后就是一些口语和阅读任务，课文

的背诵，及预习时的朗读课文，可以让家长拍照、
录音并发到班级 ＱＱ群内，既让家长参与了学生

的学习过程，也方便老师检查学生的任务完成情

况。提倡“亲子共读”，通过评选“书香家庭”等活

动，督促家长在家中多参与孩子成长，在日常潜移

默化中教育孩子。

６）一些实 践 活 动 中，积 极 寻 求 家 长 的 支 持、
参与。如歌唱比赛请家长做大众评委、春游时请

家长帮忙管理班级学生、在活动准备时发动家长

一起制作活动服装及道具等。教师在活动中要善

用手机留下精彩照片，在班级群里及时反馈表扬。
家长也是有虚荣心的，他一方面看到学生在活动

中有收获，一方面又看到自己的付出有回报，就会

更加支持学校工作。

７）学校可以从教育的时效性出发，为家长提

供多样化的参与方式。随着时代的发展、科技的

进步，可以充分利用现代技术，让家长选择较便捷

的方式参与家校合作。

８）鼓励 学 生 积 极 参 与 学 校 活 动。学 生 是 教

育的主体，当学校有相关活动时，首先应该调动学

生参与的积极性，当学生充满热情时，就会带动家

长也参与进来。

４．２从家庭角度

１）增强 家 校 合 作 意 识。家 校 合 作 不 能 光 靠

学校一方努力，家长也要了解家校合作对学生发

展的重要性，增强家校合作意识，积极主动支持参

与学校工作。只有了解了家长和学校对教育子女

承担的共同责任和义务，家长才能更好地发挥在

家校合作中的作用。家长提高家校合作的意识，
不仅是对子女教育负责，更是对自身作为家长的

负责。［２］

２）提高自身素质，增强自我能力。家长作为

子女的第一位及终身的老师，自身的文化素养、行
为习惯、道德品质都会对孩子产生深远的影响，因
此为了做好孩子的榜样，要提升自身文化素养及

人格品质。［５］要增强家校合作机制协调性，家长自

身各方面也要有所提升。

３）改变教育方式，促进亲子关系和谐。多学

习先进的教育理念及方法，家长不仅要和学校加

强联系，在家庭中也要改变生硬的教育方式，因为

家校合作的最终目的是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家

长要改变态度，严慈相济，关心爱护与严格要求并

重，以宽容理解的方式对待孩子，多鼓励，让学生

在学校的学习生活中更有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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