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理论探讨 

 234 

疫情防控下乡村培智学生家校共育 
武娜娜 

(渭源县特殊教育学校  甘肃  平凉  748200) 

摘要：国内疫情反反复复，导致学生有时不能正常到校学习，需要进行线上教学，然而乡村培智学生的家庭由于种种因素的制
约，导致家校配合度低。本文通过阐述疫情防控下乡村培智儿童家校共育的研究背景、原因剖析、解决措施，为今后的教育教学提
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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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 
自从 2020 年春节新冠肺炎病毒蔓延以来，国内外疫情反反复

复。在本地疫情特别严重的时候，为了保障全体师生的生命安全和

身体健康，学生的校园生活会按下暂停键，居家抗疫。为了培智学

生“停课不停学，成长不止步”，秉持“不让任何一个培智学生落

下”的理念，学校积极响应上级部门号召，从学生实际需求出发，

改变了以往传统的教学模式，和家长、学生进行了积极的线上互动。

但是在线上教学的过程中，培智学生的家庭会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

不愿意配合学校工作，家校共育的作用没有体现，导致有的学生不

能接受到良好的教育，阻碍了他们的发展，这就需要老师想办法解

决家校配合的问题，提高家校共育。家校共育无论是在班级管理中，

还是孩子的个人发展中，都存在积极影响。只有做好家校共育，才

能让培智学生得到全方位的照顾，最大程度让其具有生活自主能

力，提升学生生活质量，丰富学生的精神文化生活，尽可能地为培

智学生进入社会、适应社会打基础。 

二、原因剖析 
（一）学生自身问题 

培智儿童的认知水平、思维能力、适应能力普遍偏低，学习能

力较差，知识接触面窄，还未形成良好的学习习惯，自律意识差，

听指令能力弱，不能给家长帮忙，反而会因为无法正常到校，活动

范围受限，家长不好管理，导致家长压力增大。 

（二）家庭的问题 

乡村大多数培智儿童家庭条件差，有的还是单亲、留守儿童，

家庭情况极度贫困，依靠低保和打工维持生计，没有电脑和学习机，

仅有一部手机，教育资源匮乏，缺乏学习的硬件设施和软件资料。

大多数家长文化水平低，对新冠肺炎病毒的相关知识了解甚少，对

其严重性认识不足，不重视防控，也不给孩子传输疫情相关知识，

教育理念落后、片面，更倾向于普校就读孩子的文化知识学习，对

培智孩子信心不足，不愿给其投资精力、物力，忽视其教育，加大

了家校配合的难度。而且在后疫情期间，家长忙于生计，更加无暇

顾及孩子教育。 

（三）老师的问题 

老师的专业理论水平欠缺，知识面狭窄，对于线上资源的整合

不够，设计的内容不太贴合学生实际，教学质量难以保证，教学互

动效率低。老师缺乏沟通技巧，对家长没有系统的指导，导致家校

互动受限，老师无法及时掌握学生动态。 

三、解决措施 
通过近几年特殊教育理论学习和教育教学实践，总结出了一套

行之有效的家校共育方法。 

（一）沟通协商，获得支持 

班主任和代课老师掌握沟通技巧，学会换位思考，反复与家长

沟通，获得家长信任和支持。及时和家长通过电话、微信群、线上

家长会、视频、直播等方式沟通，向家长传输正确的教育理念，让

家长重新认识培智儿童，重拾信心，认识到家庭教育在培智教育中

的重要性。给予疫情期间的心理疏导，缓解家长压力；积极和家长

交流培智孩子存在的问题，指导家长走出家庭教育的误区，从而配

合学校教育。 

（二）多措并举，整合资源 

首先，老师不断学习先进的教育理念，提升自身专业素养，做

到各科老师之间分工协作，密切配合，根据学生实际情况制定符合

学生能力水平的线上教学计划、周计划，按计划认真备课并开展线

上教学。第二，班主任每天以电话、微信的形式和家长沟通，了解

学生思想动态、身体状况、学习情况、外出情况、接触外来人员情

况、居家生活等，从而不断调整教学计划以适应学生的需求。第三，

以各种途径搜集适合学生的儿童读物、绘本，或打印网络图片并设

法送到学生手里，提供充足的线下学习资源，充实学生宅家生活。

第四，鼓励家长们在班级群里分享孩子宅家的学习生活情况， 以

便相互借鉴学习、取长补短。第五，后疫情期间不定期家访，了解、

监测学生学习生活情况，督促家长指导孩子干一些力所能及的家

务，积极参与社区活动，注重生活实践，坚持康复锻炼，为步入社

会打下良好的基础。 

（三）精准施策，加强合作 

每学期开展家长开放日、家长会、亲子运动会等活动，让家长

充分了解学校教育的优势和孩子在校的学习生活情况，通过这些活

动，让家长亲自和孩子互动，切实感受到孩子的成长与进步，感受

到孩子的快乐，同时拉进家长、老师和学生之间的距离；建立班级

家校群，为老师和家长建立良好的沟通渠道,以便老师及时推送相关

的特殊教育知识、展示学生的学习活动情况，也为家长互相交流经

验提供平台，一定程度上提高家长的参与意识，初步实现家校互动；

成立家长委员会，家长们就平时教育孩子方面遇到的问题、困惑进

行面对面的沟通和交流，对学校管理、教师教育提出具有指导性的

意见和建议，初步实现民主管理和家校共育；定期家访，深入学生

家里面，主动了解学生生活、学习条件，和家长交流意见，相互探

讨教育方法，以达到同步教育的目的； 学校专门设立了家长意见

箱，家长可以随时将学校和班级管理中存在的问题以及对学生教育

的建议投入意见箱，学校及时对意见归纳整理并进行反馈交流，增

加管理的透明度，加大家校共育的力度；学校定期对家长进行培训，

聘请专家或校内资深教师就学生的安全、家庭教育、行为习惯、康

复训练、学习技能、职业规划等问题提供直接有效的指导服务，提

高家长在特殊教育方面的理论水平，转变观念，让家长意识到家校

共育的重要性；学校制定家校联系记录表，通过面谈、电话联系等

方式就学生当前存在的问题、家庭教育问题、今后的发展方向等进

行商讨，提出切实可行的意见和建议，然后进行记录、归纳、整理，

最后反馈给家长，拉近家长和学校的距离，对良好家校关系形成起

到良好的促进作用。 

培智学生的教育是不断发展、变化、渐进的过程，需要良好的

家校共育模式，让每一个培智学生都能在疫情期间得到更好的发

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