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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校共育是指家庭和学校携手共同承担教育孩子的重任。随

着我国社会发展和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学校的开放意识越来越

强，更加重视家长的参与，希望联手家长形成和谐、有序的教

育生态。家校共育的质量和水平与家长参与家校共育的积极性有

着紧密联系。当前，我国大部分家长在家校共育中承担的任务

比较简单，心态也比较被动。家长参与家校共育的积极性不高

是导致家校共育难以有效进行的关键性因素。因此，充分了解

当前小学家长参与家校共育的积极性现状，冷静思考如何充分调

动家长参与家校共育的积极性，发挥家长参与的作用和价值，

实现家庭与学校的协同共育，是家校共育必须面对的问题。

1　研究设计：对 16133 名家长进行抽样调查

1.1研究对象

本研究采用整群随机抽样的方法，对海南省城市、县城及

乡镇的14所小学的学生家长进行了调查。共发放问卷16133份，

回收有效问卷15598 份，有效问卷回收率高达96.7%。

1.2调查内容

本研究采用自编问卷进行调查，从家长的视角进行问卷的设

计和编制。问卷的内容主要包括三个方面：（1 ）个人基本信

息问题，如性别、学历、子女数量、子女学习情况、家庭月

平均收入等；（2）家长参与家校共育的积极性现状；（3）影响家

长参与家校共育的因素分析，包括家长、教师、学校等方面。

2　研究发现：小学家长参与家校共育的积极性存在差异

2.1学历不同的小学家长在参与家校共育的积极性上存在

差异

本次调查发现，初中及以下学历的家长占51.5%，高中学

历的家长占22.5%，专科学历的家长占15.5%，本科及以上学历的

家长占10.5%。学历不同的家长在家校共育参与积极性方面差异

显著（P<0.05），经事后检验发现，初中及以下学历的小学家长在

参与家校共育积极性方面要显著低于其他学历水平的家长。小学

家长参与家校共育积极性的总体平均得分为4.08。初中及以下学

历、高中学历、专科学历、本科及以上学历的家长在参与家校共

育积极性方面的平均得分分别为4.00、4.13、4.20、4.25。由此

可见，初中及以下学历的家长在参与家校共育的积极性方面的得

分要低于整体水平，高中学历的家长虽已超过平均值，但得分并

不是很高。在小学生家长群体中，高中及以下学历的家长所占比

例高达74%。

初中及以下学历的家长往往在子女的教育方面缺乏一定的自

信心。他们相信教师是孩子教育过程中良好的引路人、是专业人

士、是权威者，他们愿意服从老师的一切安排，认为自身能力尚

未达到参与家校共育的水平，甚至害怕与教师进行沟通和交流。

学历低的家长可能从事的工作也比较繁忙，家长把大量的时间、

精力集中到了工作当中，没有太多时间来关心孩子的教育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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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导致他们参与家校共育的积极性不高。

2.2不同子女数量的小学家长在参与家校共育的积极性上存

在差异

本次调查发现，拥有一个子女的家长占18%，拥有两个子女

的家长占65.5%，拥有三个及以上子女的家长占16.5%。不同子女

数量的家长在参与家校共育的积极性方面差异显著（P<0.05），经

事后检验发现，拥有一个子女的家长在参与家校共育积极性方面

要显著高于拥有两个子女的家长，拥有两个子女的家长在参与家

校共育积极性方面要显著高于拥有三个及以上子女的家长。小学

家长参与家校共育积极性的总体平均得分为4.08。子女数量为一

个、子女数量为两个、子女数量为三个及以上的家长在参与家校

共育积极性方面的平均得分分别为4.14、4.09、4.02。由此可见，

子女数量为三个及以上的家长在家校共育参与积极性方面要低于

整体水平，子女数量为两个的家长虽已超过平均值，但得分并不

是很高，然而在小学生家长群体中，子女数量为两个及以上的家

长所占比例高达82%。

家庭当中孩子的数量越少，家长对孩子的教育关注程度也就

越高，同样对孩子的教育支出也越高。拥有一个子女的家长会有

更多的时间和经历投入到孩子的教育过程中来。当家庭中只有一

个孩子时，那么家长对孩子的教育期待显然也更大，家长会把自

己所有的教育期待与教育心血都放到这个孩子身上。然而拥有两

个及以上孩子的家长则有可能将这种教育期待分散到不同的孩子

身上，因此只有一个孩子的家长在家校共育参与的投入上更加专

注，积极性也更强。

2.3子女学习情况不同的小学家长在参与家校共育的积极性

上存在差异

本次调查发现，子女学习成绩优秀的家长占14%，子女学习

成绩良好的家长占45%，子女学习成绩一般的家长占36.1%，子女

学习成绩较差的家长占4.9%。子女学习成绩不同的家长在家校共

育参与积极性方面差异显著（P<0.05），经事后检验发现，子女学

习成绩优秀的家长在参与家校共育的积极性方面要显著高于子女

学习成绩良好的家长，子女学习成绩良好的家长在参与家校共育

的积极性方面要显著高于子女学习成绩一般的家长，子女学习成

绩一般的家长在参与家校共育的积极性方面要显著高于子女学习

成绩较差的家长。小学家长参与家校共育积极性的总体平均得分

为4.08。子女学习成绩优秀、良好、一般、较差的家长在参与家

校共育积极性方面的平均得分分别为4.28、4.11、3.99、3.94。

由此可见，子女学习情况较差的家长与子女学习情况一般的家长

在家校共育参与积极性方面要低于整体水平，子女学习情况良好

的家长虽已超过平均值，但得分并不是很高。在小学生家长群体

中，子女学习情况在良好以下的家长所占比例高达86%。

美国有研究表明家长的学校参与对学生成绩的影响大。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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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家校共育参与积极性与学生成绩之间是一种相互影响的关系。

子女成绩比较优秀的家长往往对孩子的教育更加有信心，因为大

家往往把孩子的成绩与父母对孩子的教育相关联，认为孩子学习

成绩好或者更方面表现优秀是家长良好教育的结果。在家长会上

的经验分享者，往往会在优秀学生家长中进行选择，这就使优秀

学生家长在家校共育过程中有着良好的体验感，这种良好的体验

感为他们参与家校共育提供了信心。

2.4家庭月平均收入不同的小学家长在参与家校共育的积极

性上存在差异

调查显示，家庭月平均收入在3000元以下的家长占41.5%，

在3001-6000 元的家长占36.8%，在6001-10000 元的家长占

14.3%，在10001-15000元的家长占4.6%，在15001元以上的家长

占2.8%。家庭月平均收入不同的家长在家校共育参与积极性方面

差异显著（P<0.05），经事后检验发现，家庭月平均收入越高的家

长在参与家校共育积极性方面要越高，且差异显著。小学家长参

与家校共育积极性的总体平均得分为4.08。家庭月平均收入在

3000元以下、3001-6000元、6001-10000元、10001-15000元、

15000元以上的家长在参与家校共育积极性方面的平均得分分别为

3.99、4.10、4.21、4.26、4.28。由此可见，家庭月平均收入在

3000元以下的家长在家校共育参与积极性方面要低于整体水平，

家庭月平均收入在3001-6000元的家长虽已超过平均值，但得分

并不是很高。在小学生家长群体中，家庭月平均收入低于6000的

家长所占比例高达78.3%。

有研究显示，低收入家庭的父母，特别是工作为小时工性质

的父母，参加学校的活动往往以牺牲收入为代价，甚至连学校规

定的家长会之类的活动也无法参加。家庭月平均收入比较高的家

长所从事的工作可能更具有灵活性，所以能够有更多的时间来参

与到家校共育当中，或者在遇到工作和子女教育起冲突的情况时

收入较高的家长可能更愿意放弃工作而选择参与到家校共育当中。

往往收入较高的家长思维更活跃，会积极地参与到家长委员会、

家长志愿者等项目中，他们愿意通过自己的这些经历来提升子女

在老师心目中的存在感，帮助孩子在学校中争取更多的机会。

3　研究建议：提升小学家长参与家校共育积极性的策略

3.1 明确共育意识，引领观念转变

在促进家长参与家校共育的积极性方面，教师承担着重要的

引领和指导作用，是促进家长参与的关键性因素，其行为会直接

影响到家长参与的积极性。在指导家长之前要充分了解家长们的

具体情况，对不同的类型的家长采取不同的措施。对于初中及以

下学历的家长群体，教师需要以真诚的态度引导他们走出自身学

历低、共育能力差的误区，并且在与他们沟通和交流的过程中，不

断地发现他们身上的闪光点，对他们进行积极地强化，让他们充

分认识到自己在家校共育方面的优势与特长，转变以往教师是权

威者、家长共育能力不足的观念，明确共育的意识与责任，逐步

提高他们在参与家校共育时的自信心和积极性。对于家庭月平均

收入较低的家长，教师应该引导他们认识到家长不仅仅是孩子物

质世界的提供者，同时也承担着丰富孩子们精神世界的重要责任。

家长要积极参与到孩子们的教育过程，主动了解孩子的情况，及

时发现并协助教师来解决问题。如果教师能够充分了解家长们的

具体情况，不断引导家长们提高共育意识，达成家校一致的共育

观念，就能有效促进家长参与家校共育的积极性。

3.2 提供共育机会，丰富共育形式

提供丰富的共育形式和充分的共育机会是提高家长参与家校

共育积极性的重要前提。家长参与家校共育的积极性不高的很重

要的原因在于学校没有或很少为他们提供参与的机会并且家校共

育的形式单一。家长参与学校教育往往局限于家长会、校园开

放日等频次较低的传统模式，而且往往流于形式。学校要不断

思考家校共育的相关问题，不断反思：什么样的家校共育方式

会调动家长参与的积极性、怎样组织家校共育活动能够更吸引家

长来参与等等。在充分了解家长情况的基础上，努力家长提供

多样化的家校共育形式。对于家庭月平均收入较低、学历水平

不高或受工作时间限制无法顺利参与到家校共育活动中的家长群

体，教师要发挥自身的主动性来创造机会与这类家长进行沟通和

交流。对于学历较高、收入较高、时间相对自由并且拥有丰富

资源的家长群体，教师可以为他们提供家长助教、家长大讲堂

等形式的共育参与方式，提高家长们在家校共育中的主体意识与

参与意识。在传统的家长会、家访等共育形式的基础上，要不

断丰富家校共育的形式，可以开发一些新颖的共育活动。也可

以对传统家长会的形式进行创新，改变单一的开会形式，把家

长会开成学生喜欢、家长愿意参加，且对家校共育有较大促进

作用的研讨会、交流会、培训会、联欢会。总之，在共育形

式的选择上要考虑到家长的具体情况，各种共育形式交替使用，

充分调动家长参与家校共育的积极性。

3.3体验共育成果，促成共育行为

让家长体验到家校共育的成果，是提高他们参与家校共育积

极性的有效途径。教师可以记录同学们在家校共育以来的表现，

对比学生前后的变化，定期通过家长微信群定期发送孩子的优良

表现。可以利用线上平台，针对孩子成长，家校联手建立电子成

长档案，共同记录并分析孩子真实的长短版。当家长感受到自己

的孩子在不断地成长和进步，并意识到孩子的一系列变化和成长

都源自于家校共育的推动时，他们自然能够对参与家校共育产生

极大的兴趣。对于学习成绩较差的学生，教师要更加努力地去发

现他们的闪光点和进步之处，并及时通过微信、电话等方式与他

们的家长沟通，让这些学生的家长感受到家校共育给孩子们带来

的成长，从而增强学习成绩较差学生的家长参与家校共育的自信

心与积极性。教师也要关注非独生子女的学生的成长，并将他们

的进步分享给家长，让家长将子女的进步看在眼里，不缺席和忽

视家庭中任何一个子女的成长。因此，让家长们体验到家校共育

对孩子成长的帮助，并不断培养他们家校共育的成就感和自信心，

能够充分调动他们参与家校共育的积极性。充分调动家长的积极

性，才利于能动地、创造性地进行家校共育，才能凝聚成巨大的

教育合力，最终切实促进学生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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