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752022 年第 4 卷第 03 期 教育前沿

核心素养下的家校共育构建，良好和谐的教育环境营造
张来高

（江苏省赣榆中等专业学校，江苏 连云港 222100）

摘要：在开展中职机电专业核心素养的教学过程中，教师除了关注学生的职业素养外（职业态度、职业道德、职业行为以及职业习惯），

更为注重培养中职学生的综合素质，比如他们人文底蕴、实践创新、责任担当、健康生活、学会学习等，真正让学生在实际的家校共育

的环境中学会处理个人与个人、与他人之间的关系，更为科学地进行相应问题的思考，真正促进学生综合素质的提升。为了达到这种效果，

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教师注重采用家校共育的方式，为学生营造良好的家庭环境以及社会环境，促进他们的全面成长，提升教师个人

的教育教学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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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为了促进学生核心素养的形成，教师在开展学生

教育的过程中，仅仅依靠教师以及学校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为此，

教师需要充分发挥学生、学生家长的力量，构建相应的家校共育

模式，真正让学生在实践过程中逐渐形成相对科学的思维方式，

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促进他们核心素养的形成，

充分发挥中职教学立德树人的作用，获得良好育人教学效果。在

具体的执行过程中，教师注重从如下几点进行此部分内容的论述：

一、核心素养下开展家校共育的意义

（一）家长的影响

通过开展家校共育，教师可以让家长真正认识到开展家庭对

于学生思维方式、价值观形成的重要性，促进家长正确教育观念

的形成。与此同时，教师可与家长进行沟通，让家长掌握相应的

教育方法，改变部分家长在家庭教育中的陋习（粗暴型的管理方

式、溺爱型的管理方式）等，真正让学生在良好的家庭环境中成长，

促进家长家庭教育能力的提升。

（二）教师的影响

教师通过开展家校共育活动，可以了解每一位学生的家庭成

长环境，真正构建属于每一位学生的成长立体图形。与此同时，

教师可结合对学生的理解，更为科学地执行相应的学生管理方式，

促进班级管理质量的提升。与此同时，教师可以真正赢得学生家

长的支持，并在家长的支持下更好地进行相应教育活动的开展，

提升个人的教育教学管理水平。

（三）学生的影响

通过开展家庭共育教学，教师可真正为学生打造适合他们学

习的校园环境以及生活的家庭环境，让学生通过多种方式与教师

沟通，与家长交流，解决学生在成长过程中的小疙瘩，促进他们

正确价值观念的形成。与此同时，通过运用这种途径对学生进行

教育，教师真正为学生搭建师生、亲子交流舞台，真正让学生加

深对家长以及教师的认知，真正让教师以及家长成为学生的朋友，

促进学生心理建设，促进他们的人格健全。

二、核心素养下开展家校共育的原则

（一）方向性原则

本文中的方向性原则，即为主体共识性原则。在开展家校共

育的过程中，教师在执行相应的教育目标以及教育策略时，一方

面需要考虑学生的实际状况，从他们的成长实际需求入手，另一

方面需要征求家长的同意，促进相应目标的达成以及政策的贯彻，

真正提升整体的家校共育教学质量。

（二）主体性原则

本文中的主体性原则，注重从学生的现阶段、未来的成长两

方面入手。在现阶段的成长中，教师应结合中职学生在青春期常

见的问题开展相应教育内容、目标以及手段的制定。与此同时，

教师在关注班级整体的同时，需要关注个别学生的成长状况，真

正搭建兼顾整体和个体的教育模式。在未来发展方面，教师应注

重从提升学生的心理调节能力、人际交往能力、职业目标制定和

执行能力以及学生职业素养等多个角度入手，真正围绕学生设置

相应的家校共育模式，在为学生营造良好学习、生活空间的同时，

真正让他们受到接近个人实际的教育，促进学生综合素质的提升，

增强家校共育教学质量。

（三）实践性原则

在构建相应家校共育路径的过程中，教师应遵循实践性原则，

既要将相应的活动落地，又需真正让学生在相应的活动过程中获

得全面的成长，真正增强家校共育教学的实效性。在具体的落实

上，教师可注意如下几点：第一，从学生的实际入手。教师可结

合中职生现阶段可能出现的心理问题，进行相应教育策略的制定。

第二，从学校实际着力，教师在开展家校共育路径的探究过程中

应考虑本校的实际，在量力而行的基础上达到良好的家校共育效

果。第三，从家庭环境切入。由于每位学生的家庭成长环境不同，

教师在落实家校共育路径的过程中，应注重结合学生的家庭环境，

针对每位学生在成长中的性格特点，灵活设定相应的家校共育路

径，促进他们综合素质的提升。

（四）系统性原则

在开展家校共育的过程中，教师需遵循系统性原则，即将家

校共育看成一个生态系统，完成相应的闭环控制。在具体的执行

中，教师需制定相应的教学内容和策略。与此同时，教师应注重

结合具体实践中的问题，灵活转变家校共育模式。在活动结束后，

教师需要结合具体的结果，一分为二地看待在家校共育中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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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以及解决相应问题的策略，并真正积累家校共育的经验，改

正其中的不足，并这些总结运用在下一次的家校共育实践中，真

正将实际上到理论探究的高度，并将通过实践的方式不断验证和

完善家校共育理论，真正提升家校共育路径执行的系统性，提升

整体的家校共育教学质量。

三、新时代家长在家校共育具有的素质

（一）树立责任意识

家庭是学生人生旅途中第一所学校，父母是学生的第一任教

师。学生性格、思维方式的养成离不开父母。为此，在家庭教育

的过程中，父母应履行好教育下一代的责任，并真正树立责任意识，

真正承担起教育学生的责任。在具体的落实上，中职学生父母可

从如下的角度入手：

角度一，树立责任意识。在实际的家庭教育过程中，父母需

要树立照顾学生的责任意识，既要重视学生的学校教育，又需履

行家庭教育责任，真正从意识上重视对学生家庭教育，比如在接

人待物、为人处世方面，真正让学生更好地与他人相处，促进他

们适应能力的提升。角度二，重视交流意识。众所周知，中职生

已经具有一定的独立意识，他们已经有个人的看法和价值观。在

进行亲子相处的过程中，父母首先需要尊重学生，尊重他们的人格，

真正以平等的态度与学生交流。其次，父母需将学生看成是朋友，

懂得站在学生的角度思考问题，获得学生的认同，更为深入地了

解学生的想法，进行相应的家庭教育。角度三，真正关注学生。

在日常的家庭教育过程中，父母应多关注学生，关注他们的情绪

变化，真诚地与学生交流，了解他们的兴趣、爱好等多项内容，

真正成为学生成长过程中的“好拐杖”，助力学生在性格、心理

以及品格方面更为健全地发展。

（二）发挥榜样作用

榜样的作用是无穷的。在家庭教育的过程中，家长应真正树

立“言传不如身教”的意识，严格要求个人的言行举止，为学生

树立榜样，真正让学生效仿家长，促进学生行为约束能力的提升，

促进他们优良品格的构建。在具体的落实上，家长可以从如下的

角度入手：角度一，情绪控制。家长应真正提升个人的情绪控制

能力，尽量不要在学生面前发脾气，也不要将怨气发泄在学生身

上。更为重要的是，家长可以向学生分享情绪控制的方式，让学

生懂得控制个人的情绪，使他们遇事冷静、清醒地分析问题，促

进学生的情绪控制能力。角度二，与他人和谐相处。在日常的家

庭生活中，家长之间，尤其是亲人之间要懂得相处之道，尽量避

免大吵大闹情况的发生，为学生营造和谐、温馨的家庭环境，促

进学生的身心健康发展。角度三，养成良好的节约习惯。家长在

日常的生活、工作中需要养成良好的节约习惯，为学生树立好榜样，

真正使学生在日常的生活中懂得节约，促进他们正确价值观念和

行为方式的形成。角度四，形成进取勤奋的精神。在进行日常的

生活过程中，家长需要树立勤奋进取的精神，并通过日常的生活

表现出来，真正让学生认识到勤奋的重要性，使他们在生活和学

习中积极勤奋，懂得进取，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三）形成学习理念

在开展家校共育的过程中，家长需要树立正确的学习理念，

并将这些理念运用在家庭教育中，为学生营造良好的家庭教育环

境，让他们懂得担当、负责，促进学生的全面成长。在具体的落

实上，家长可从如下两个角度学习家庭教育理念。方式一，与“有

字处”学习。家长可从“有字处”学习。在具体的落实上，家长

一方面可以阅读相应的书籍，学习书本中优质的家庭教育理念，

另一方面可以在网络上观看家庭教育的视频，真正从视频中纠正

个人错误的教育观念，将正确的观念落实在家庭教育过程中，为

学生营造良好的家庭环境，促进他们的全面成长。方式二，于“无

字处”学习。家长可从“无字处”学习。在实际的执行上，家长

可借鉴如下的措施。其一，家长可以参加相应的家庭教育讲座，

并与讲座中的家庭教育专家交流，让专家解答个人的教育问题，

促进家长正确教育理念的形成。其二，家长可以与优秀的家长交流，

向优秀家长学习家庭教育的理念和方式，促进个人家庭教育能力

的提升。通过树立学习理念，家长可以在学习中纠正个人的家庭

教育理念，并从学生的角度落实多种家庭教育方式，促进学生的

全面成长，为家校共育途径的构建创造良好的家庭条件。

四、核心素养下家校共育路径的探索

（一）线下模式

1. 家长课程与家庭教育专题讲座

教师可以学习相应的家庭教育课程，并开展家庭教育讲座，

真正让家长了解更多关于学生的相关知识，促进家校路径的形成。

在具体的落实上，教师可从如下的角度入手：第一，布置家庭教

育课程。教师在布置家庭教育课程的过程中，一方面可以咨询家

庭教育专家的意见，另一方面与家长交流，了解他们在家庭教育

中的困惑，构建具有针对性的家校共育课程，真正让家长掌握基

本的家庭教育尝试。第二，开展家庭教育讲座。教师在确定家庭

课程后，可开展针对性的家庭教育讲座，并结合学生的实际成长

状况，进行教育内容的确定。比如，在最近的一次家庭教育开展

过程中，教师主办了“如何与青春期的中职生相处”的家庭教育

讲座，让家长了解青春期徐瑟恒的心理和生理特点，并讲授常见

的家庭教育方式，让家长真正在日常的生活中掌握与学生的相处

之道，懂得尊重学生，并通过合理的方式，纠正学生在青春期中

的错误，促进他们健全人格的形成，真正发挥家庭与学校之间的

合力，为学生营造良好的家庭环境。

2. 形式多样的家校沟通

本文中的形式多样的家校沟通方式主要从家长会、面谈以及

联系手册三个角度介绍。在开展家长会的过程中，教师着重从整

个班级的角度入手，针对学生在学校中的共性问题，与家长进行

探讨，并结合家长的意见，制定相应的家校管理策略，在争取家

长同意的前提下执行相应的策略，为学生营造良好的家校环境，

促进他们的全面成长。在面谈的过程中，教师注重从学生个体的

角度入手，从正反两方面对学生的学校表现进行评价，既让家长

了解学生的优势，又让家长知晓学生的不足，并结合学生家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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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状况制定相应的家校共育策略，真正让学生改掉自身的小毛

病，促进他们的全面成长。在联系册的构建过程中，教师可从如

下几点入手：

第一点，记录学生的成长历程。学校可设置家长记录栏和教

师记录栏，让双方填写学生在接受家校共育的变化。第二点，记

录学生的评价。教师可在相应的册子栏中对学生的表现进行评价，

注重从一分为二的角度对学生进行评价，既要让家长了解学生的

短板，又需让家长了解学生的优势，更为积极地配合相应的家校

共育路径的开展，提升整体的家校共育水平。

3.“请家长”

本文中的“请家长”是指，教师让家长观看教师的教育方式，

一方面让家长了解教师的教学方法，并让家长与个人的家庭教育

进行对比，使家长真正掌握相应的家庭教育方法，另一方面可让

家长观察孩子，真正了解孩子在学校中的表现，比如，学习表现、

与他人相处状况等，真正结合自家孩子的问题，设定相应的家庭

教育策略。

4. 家访

教师可以采用最为常规的家访方式，与家长进行沟通，在了

解学生成长环境的过程中，真正更为全面地了解学生性格形成的

关键性因素。与此同时，教师也可加深对家长的了解，促进日后

家校共育工作的顺利开展，为学生营造良好的家校共育环境，提

升整体的教育质量。

5. 开展感恩教育系列活动

教师可开展多种形式的感恩实践活动，并聘请专家开展相应

的感恩实践讲座，真正让学生理解父母的爱，即通过父母与孩子

诉说心理话的方式，了解父母与孩子之间的真实想法，在消除亲

子误解的同时，加深他们彼此之间的理解，真正让学生理解亲情

的伟大，促进学生感恩意识的形成。

（二）线上模式

1. 线上的家校共育主要内容和要求

（1）线上的家庭共育内容

本文中的线上家庭共育内容重点从专业知识学习以及学生生

活两个角度入手。在专业知识学习方面，教师可构建家校交流群，

与家长和学生交流学生所学专业问题，以及未来的就业问题，真

正让家长和学生了解所学专业未来从事的岗位，并对学生进行职

业方面的规划，让他们的机电专业知识学习更具有方向性。在学

生生活上，教师注重从学生的生活习惯、为人相处的方式入手，

与家长进行沟通，并结合他们的实际问题，和家长商讨相应的策略。

（2）家校共育要求

在家校共育要求的制定中，教师一方面需合理调整家校的沟

通时间，另一方面要注重交流的简约化，还应与家长进行及时沟通，

第一时间解决学生在学习和生活中的问题，促进他们的全面成长。

2. 基于线上的家校共育途径

在具体的路径实施过程中，教师可以使用多种沟通工具，比

如钉钉、微信，并构建相应的群聊方式，真正让家长和教师进行

有效沟通，并结合学生的实际状况制定相应的策略，促进学生的

健康成长。

五、核心素养下家校共育路径的实例

（一）班级规划阶段

在班级规划阶段，教师注重培养学生的冷静、沉着面对各种

突发事件的能力，开展书法教学课程。与此同时，教师定期开展

此项课程，注重让学生通过控制毛笔笔尖，更好地完成自控，真

正使他们冷静地处理问题。

（二）活动教育阶段

在具体的书法教学过程中，教师注重每周周三下午，以及周

五上午开展书法训练课。与此同时，教师注重为学生提供相对安

静的学习环境，让他们真正潜心研究如何进行控笔，促进他们自

我控制能力的提升。

（三）家长互育阶段

在家长共育阶段，教师注重让家长交流学生在练习书法这段

时间的心态、行为变化，并注重让家长通过沟通方式了解书法对

学生精神、品格塑造的积极作用。更为重要的是，教师引导家长

为学生树立良好的书法学习环境，让他们在家庭中更好地练习书

法，促进学生正确思维意识的形成。

（四）开展共读活动

在开展共读阶段，教师主要采用“无字处”读书的方式，让

学生和他们的家长交流在书法学习中的新变化，使他们真正在交

流的过程中，更好地了解彼此，并以书法为交流着力点，进行相

应的家庭教育。在此，教师展示一位学生的看法。学生说：“势

在不疾而速，则得笔；时在不湿而润，则得墨；形在无意矜持，

而姿态横生，则韵全。”通过开展家校共育，教师在促进学生继

承传统文化的过程中，提升整体的家校共育质量。

总而言之，在开展家校共育的过程中，教师需要考虑多个因素，

真正立足学生、家长以及家庭教育环境，灵活设置相应的家校共

育路径，让学生真正在相应的路径中获得全面的成长，促进他们

核心素养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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