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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校合作下的新型教育模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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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自古就重视家庭教育，从孟母三迁，到岳母刺字，

都充分体现了家庭教育的重要性，而今以学校教育为主的大环境

下，家校合作，家校共育逐渐成为新的教育策略。苏霍姆林斯基

在《给教师的建议》中曾指出：“教育的效果取决于学校和家庭

的教育影响的一致性。”因此，促进学校与家庭的有效合作，有

利于孩子的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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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校合作（school-family partnerships），是指教育者与家长（和

社区）共同承担孩子成长的责任。由于学校伴随着家庭教育功能

的部分衰退而兴起，经过大规模扩展、专业化建设以及现代制度

建构，已经成为现代世界中教育的压倒性主力，从而导致家庭的

教育职能则处于边缘和次要地位，家庭已经成为现代学校制度的

附庸工具，学校期待看到学生在家如在校一样认真学习，保质保

量的完成教师布置的作业。以实现教育的无缝对接，网络、手机、

电脑、数码照相、扫描、复印等高科技也为此提供了技术保障。

从孩子做作业着手，把时间充分利用起来；学校举办家长开放日

活动，家长可以走进课堂，了解学生上课、午休、体育活动等在

校的一些具体活动。另外老师再通过 QQ 群、微信群用视频、图片、

文字等形式向家长告知学生的在校活动、学校成绩、学校表现以

及当天作业。

家长们把班级群置顶，查看班级群成了打开手机、电脑的第

一件事，每天孩子到家，查阅当天的作业及要求，并逐条完成，

起到帮助监督检查的作用。如果孩子在校有什么值得关注的，回

家后家长可以及时与孩子沟通教育。家长在群信息里能时刻了解

到孩子在班级的位置（成绩），有些家长能及时采取有效方法弥

补孩子的不足，在学习方面起到一定的帮助作用。

学生在家校间游走，一边是老师，一边是家长，努力保持平

衡，争取做到最好。在这种新模式下的教育，需要老师、家长、

孩子的三位一体的和谐适应，既然是合作，就需要配合，找准定位，

放平心态，目标一致方可事半功倍。

这其中家长至关重要，教育始于家庭，家庭教育是一切教育

的原始与基础；家庭教育的现状决定着学校教育的起点与基础。

家长的职业背景、学历背景、家庭收入对子女学业成绩差异之间

存在直接因果关系。但在高学历家长中出现了两个阵营，大部分

高学历家长的孩子学习成绩优异，都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也有一

小部分高学历、高职位的家长的孩子却厌学到不肯去学校，走向

了另一个极端。于是社会上出现了家长训练营，一位家长反思后说：

“我总认为这么容易的事怎么孩子就做不好呢？我的孩子怎么可

以成绩这么差？”家长不能理解，因为她自身很出色，她自认为

她给孩子的教育是最好的，问题到底出在了哪里？

这一样困扰着老师们，于是老师同家长加强联系，谋求共同

教育孩子的途径，电话联系比较方便，但家访更能了解学生是在

一种什么样的环境里生活。孩子与家长是如何相处的？这一类孩

子往往表现出来的是：比较沉默，对家长的话或者反驳，或者不

予理睬，对人对事都缺少热情。如果父母管教严了，还敢跟父母

动手。他们的家庭硬件环境很好，可是气氛里透着冷漠，也是因

为父母孩子间已经很少沟通，家长已经是说话处处小心，但遇事

时还是会大声训斥，再讲上一些大道理，可是孩子以沉默对之。

专家分析，这类家庭和孩子的问题是出在家长没有给孩子空

间和自由，忽略了孩子的心理，孩子生活的很窒息，所以孩子一

直在逃避，因为没有父母那么出色，于是父母永远用批评挑剔的

方式来管教，成绩不好，去补课，每天关注学校发来的任何信息，

有一点问题回来就是一堆大道理，家长很出色自然希望孩子方方

面面都好，从小就培养各种兴趣，孩子一直在高要求，高压力下

生活，却得不到认可，因为孩子没有出色到家长的标准。于是一

直生活到了可以反抗的年龄，就在学校、家庭中成了问题孩子。

或许成绩不是最差的，但各种的不合拍节引起了老师和家长的忧

虑，于是家校联系紧密，学生在家在校都成了被关注的对象，就

产生了厌学，就想逃避。孩子如花朵，你再喜欢，想呵护它也不

能每天浇水，因为这种爱也是伤害，一周一次，有的甚至半个月

一个月才能浇一次水，一切应源于需要。

这时候的家校联系会很频繁，老师和家长都很紧张，但学生

呢？合作就会互相促进，也互相影响，双方一定要认真考虑，毕

竟教育的核心是孩子本身，教育唤醒家长的目的都是为了更好的

教育孩子。要从孩子的角度去看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这

时候家庭要起到让孩子能够放松的作用，家长要做孩子可以寻求

安慰的人。当今家长、老师都比较看重成绩，但孩子的成长不仅

仅只有学业。

另外，有些家长文化层次不高，每天又忙于生计，还要应对

孩子的教育，有时候还越帮越忙，有个孩子说：“都怪妈妈，把

作业都改错了！害我被老师批评了！”现在孩子的学习，家长要

起到助理的作用，因此家长在家校合作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家

长的自我提高对孩子的成长意义深远。然而，不同地区、不同层

次的家长，其学习需求和学习热情各异。作为教师，需要根据家

长实际，选择对应策略，唤醒家长的学习意识，促进家长“教育

者”“终身学习者”“家校协同者”角色意识的转换及行为转变。

如何保护孩子的心理，如何提高家长的教育水平，教师如何做好

有效的家校合作，还是个值得继续深刻讨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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