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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职学校家校共育的困境与对策研究
李　宜

（江苏省高邮中等专业学校，江苏 高邮 225600）

摘要：随着教育体系的不断优化完善，教育部对学生德育工

作提出了新要求、新规定。学校作为学生的“第二家庭”不仅需

要帮助学生具备文化内涵，还要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发展。在教育

的道路上，家庭和学校都起着十分重要的引导作用，如何将二者

有机结合，取长补短是现如今教育工作者需要认真考虑的问题。

本文就中职学校家校共育的困境与对策研究展开论述，分析家校

共育的重要性，阐述现如今家校共育产生的问题，并提出加强结

合的具体措施，促使学生在双方的影响下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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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社会发展与技术进步，对学校教学方式也起到了一定的

促进作用。在学生成长的过程中，离不开教师和父母的陪伴，二

者齐头并进共同发展，才会对学生的心理发展提供积极作用。如

今信息技术的普及性，又将二者紧密地结合起来，网络上丰富的

教学资源为教师和家长都提供了良好的参考价值，教师可以开展

亲子活动，帮助拉近家长和学生关系的同时，促进学生道德素质

的培养。也为今后德育工作的顺利开展打下良好基础。

一、家校共育对学生发展的重要性

（一）提高学生认知水平

现阶段中职生正处于青春期，思想处于懵懂状态，对外界事物

认知存在一定局限性，加上网络信息对学生生活的影响，若不正确

加以开导，就会导致学生思想出现偏差。目前家校共育理念作为目

前热门的一种德育教学模式，极大程度上缓和了学生与家长的关系，

教师家长全方面、多角度地对学生进行教育启蒙，能够正确引导学

生思维认知，学生通过和教师家长的多方面沟通。躁动的心情也会

加以控制，对事物的认知也会有一定的客观性。这种模式下，学生

的思想道德得到了相应的提升，促进日后身心的健康发展。

（二）培养学生感性认知

中职德育教学注重学生感知培养，通过学生现阶段认知水平，

进行情感教育，教师在帮助学生梳理正确的感性认知时，家长也

要在日后在和学生独处的时候进行情感渗透，加以深化。学生在

课上课下都在受到正确的引导，思想道德也会逐步提升，对周围

的人或事物，也会站在他人角度着想。这种教师家长共同教育的

模式，对学生思想道德、行为认知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二、家校共育工作开展存在的弊端

（一）家庭教育的不重视

当前社会发展的压力下，由于家庭环境因素，部分家庭对于

家校共育这一教学模式的提出不够重视，再加上家长工作的繁忙，

对孩子的教育也只是寄托给学校，自己专心赚钱。这种传统的理

念对家校共育教学工作的开展起到了阻碍作用，教师单方面地开

展德育工作，会导致学生接受知识的时间有限，一堂课短短的

四十多分钟，学生学习到的也只是皮毛，若课下不加以深化巩固，

日后对学生发展就会产生影响。而且加上学生自制力有限，在学

习时也只是停留在表面。这些因素都不利于教学工作的顺利开展。

（二）教师教学方式过于形式化

虽然教育部明确提出将学生德育工作放在教学工作的首位，

但部分教师对家校共育这一理念认知还过于片面，只是在课后以

布置作业的形式，让学生回家进行作业完成，然后根据学生反馈，

实现“家校共育”。由于学生现处于思想发展阶段，教师和家长

的一言一行都会对学生的认知产生影响。这种教学环境下，教师

形式化的教学对学生思维产生消极影响，阻碍学生身心发展，更

不利于日后学习兴趣的建立。

三、促进家校共育工作顺利开展的具体措施

（一）举办亲子活动，拉近彼此关系

在学生教育的这条路上，家长要体谅老师，更要分担德育工

作的压力。学校逐渐将家校共育这一理念作为培养学生良好道德

素养的最优方案。因此，教师在开展相关德育工作时，可以借助

亲子活动，帮助家长近距离了解学生想法，进而保证家庭教育的

顺利进行。以“寻物游戏”为例。教师通过游戏，让家长与学生

在活动的过程中，拉近彼此的距离，在根据地图的指示时，家长

要起到引导作用，帮助学生掌握对事物的判断能力，在遇到困难时，

要耐心给学生讲解解决过程。进而实现良好的互动教学，学生在

游戏的过程中被家长的一言一行所感染，行为习惯也得到了良好

的发展。与其传统地知识灌输，还不如将德育教学渗透到游戏当中，

学生在玩耍的同时，建立良好的思想道德素质。

（二）丰富教学模式，培养学生正确德育观念

中职作为孩子的身心成熟的关键期，行为习惯需要教师开展

德育工作时注重考虑。教师可以开展以德育为主题的班会，教师

可以采用故事教学法，将德育知识融入其中，进而引发学生思考。

以“梦游颠倒城”为例。教师通过多媒体进行故事讲解后。要求

学生回家后和家长再重新分享这个故事，并谈一谈文中孩子和家

长的行为哪些合理？哪些不妥？如果家长作为孩子会怎么做？孩

子作为家长又是怎么想的？这一系列问题也反映了当今家庭环境

下，父母与孩子之间产生矛盾的缘由。再加上和孩子沟通探讨的

这个过程中，这些问题也随之解决，家长学生之间紧张的氛围也

逐渐缓和，学生通过站在父母的角度上，也感受到了家长的用心

良苦。也逐渐培养出正确的思想道德观念。

四、结语

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家长作为学生的启蒙教师，对学

生行为认知产生直接的影响。随着社会发展需要，家校共育这一

理念也逐渐被各个中职院校所提倡。这种家长教师有机结合的教

育方式，对学生的认知、思想道德建设都起到了积极的导向作用。

教师在课堂开展相关教学后，家长也要扛起德育工作这面大旗。

只有双方共同努力，学生的未来才会一帆风顺，对日后德育工作

的开展也提供了有利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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