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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校配合，抓好学生养成教育初探
刘朝阳

（江西省九江市永修县梅棠镇中心小学，江西 九江 332000）

摘要：小学学习是学生生涯中的重要阶段，小学中段的教育内容更是极为重要，所以要通过开展多种多样的活动，促进小学生在能力、

技能、情感、态度等方面的全方面发展，真正完成小学学习的过渡阶段。在这个过程中需要学校与家庭的共同合作，学校是学生成长的地方，

家长则是学校最为重要的合作伙伴，只有做好家长的工作，使家长与学校相结合。学生在家庭与学校共同作用下，才能够得到理想的发展。

本文从目前家校配合对小学生的重要性入手，提出几点家校配合教育的具体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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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在学生的教育过程中存在着这样的知识误区，不少人认

为学校才是进行教育的主要场所，而家庭对孩子更多的是生活上

的照顾。孩子学习不好主要是教师的“不会教”所导致的，这种

错误的认知导致家庭在学生教育中的作用不断被削弱，家校配合

不能够得到有意义的开展。小学三、四年级的学生，脱离家庭进

入学校的时间较为短暂，不能很好地完成对自我的规划。这时，

仅靠学校与教师的努力是不够的，只有实现家校配合，才能真正

完成教育任务。

一、家校配合的重要意义

教育是一项极其复杂的工作，绝对不是靠家庭单方面付出或

者学校单方面教育就能够实现的，必定是要双方进行有效合作，

才能够发挥教育的真正作用。一些学校忽视了家长在儿童教育中

发挥的作用，家庭与学校双方面对家校联合都缺乏一个正确的认

知，导致家校联合工作不能得到有效开展。每个人都生活在社会中，

一个孩子不能完全脱离其家庭的束缚而独立发展，父母对其的影

响肯定是长久而深远地根植于他的性格之中。父母对孩子的影响

有好有坏，那么家校配合就是将其好的部分继续发扬下去，将坏

的一部分剔除掉。要想实现小学中段教育的真正成功，势必要发

挥先天教育家庭的作用，同时也应发挥后天教育学校的重要作用，

可以说家校配合是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必然道路。

二、家校配合，养成学生良好习惯的措施

（一）正确认识家校配合

在日常的教学活动中，就是由于许多教师与家长没有正确认

识到家校的关系及其重要性，才导致了学生在某些方面不良习惯

的逐渐形成。家校配合需要家长与学校教师之间保持良好的合作

关系。每一位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可以成长为全面发展的孩子，

可是在与学校合作的过程中，有可能是由于工作忙碌，也有可能

是缺乏孩子不良习惯的应对，或者是对学校教育的理解有偏差等

问题，这就导致了家长不可能很好地配合。教师属于家校合作的

主动方，承担起领导家校合作的责任，教师是受过专业训练的。

如果在家校配合的过程中，家长和教师都能够合理地认识到此重

要性，那么家校配合开展起来就会比较容易。

（二）合理运用沟通艺术

教师在与家长的沟通过程中，一定要合理运用沟通艺术，这

是家校合作能否顺利进行的一大要素。每一个家长由于职业或者

性格等多方面的因素都有着不同的特征，教师一定要根据各位家

长的不同特征进而选择合适的沟通方法。

现实中许多教师只知道如何上好一节课，却不知如何管理学

生。在正确的氛围导向作用之下，教师受到其潜移默化的影响，

自然不自觉地将教育教学融入日常的教学管理工作当中。在传统

的教师管理模式中，教师代表着绝对的权威。但是，这种传统的

管理模式往往忽视了学生的个体差异性。在这样的管理模式下，

教师看到的自然是学生的缺点，然后对“差生”进行批评教育、

输出“正确观点”。这样的管理模式抹杀了很多学生的优秀能力，

运用沟通技巧，教师可以在班级管理工作中充分挖掘每一个学生

的优点，使得学生获得教师的肯定和赞扬。当学生感觉到自己受

到肯定时，会促进和激发学习动力和态度。

（三）促进小学生的全面发展

当下所提倡的素质教育得以顺利进行的前提是学校具备先进

的管理办法，因而，在实践教育管理的过程中，学校一定要注重

对学生进行全面的教育。在这期间，家校合作就发挥着重大的作

用。首先，学校在开展工作时应该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其次，学

校还需借鉴和学习其他学校的先进经验，推动素质教育的实施；

最后，学校在实施工作时要结合小学生的身心发展特征，小学生

的年龄比较小，他们很容易受到外界环境的影响，所以在小学教

育管理中注重养成良好的习惯，通过这样的方式促进小学生的全

面发展。

三、结语

综上所述，教育教学管理是促进小学生身心发展的重要课程。

学校是学生接受教育的主要场所，家庭是学生教育的根源。家校

联合可以有效地帮助家长了解孩子在学校的具体表现，同时也可

以帮助教师更好地理解学生心理，了解每一个孩子的性格。家长

对孩子的学校教育提供了有力的支持，教师对学生的家庭教育也

给予有力的指导。通过家校配合，真正更大意义地抓好学生养成

教育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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