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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减”视阈下开展小学家校共育的有效路径探究
刘冠玉 陈逸菲 黄怡萍 杨 宇 修丽萍*

福州外语外贸学院 福建福州 350202

摘 要：本文聚焦于“双减”政策背景下小学家校共育的重要性及面临的挑战，深入探讨了开展小学家校共育的有效

路径。通过对相关政策的解读、现状的分析及实践案例的研究，提出了包括更新教育观念、加强沟通与合作、优化家

庭教育指导、丰富共育活动形式以及建立全面的评估体系等具体策略，旨在促进小学家校共育的高质量发展，营造有

利于学生全面发展的良好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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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双减”政策旨在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作业负担和

校外培训负担，强调教育的公益属性，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在家校共育方面，其重要性愈发凸显，不仅确保学生在家庭

和学校的共同关注下获得必要的学术指导和资源，还有助于

情感稳定、社交能力提升以及正确价值观的培养。本研究将

深入探讨“双减”政策下小学家校共育的有效策略，以提升

共育质量，促进学生全面成长。

一、理论基础

家校共育的理论基础涉及教育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等多

个学科领域，强调家庭和学校协同合作，共同促进学生全面

发展。教育学中的社会文化理论认为，学习是一个社会互动

过程，家庭和学校是儿童社会化的主要场所；心理学中的依

恋理论指出，家庭关系对儿童的情感发展和学习动机有深远

影响；社会学则关注家庭与学校在社会结构中的角色，强调

两者在教育平等和文化传承中的责任。

“双减”政策的理论基础在于促进教育公平和学生全面

发展，通过减轻学生过重的学业负担，让学生有更多时间参

与体育、艺术等活动，培养综合素质。同时，政策强调教育

的公益性，反对将教育商品化，确保每个孩子都能享受到公

平而有质量的教育，并推动教育评价体系改革，从单一的分

数导向转向更全面的评价，以促进学生个性化发展。

国内外家校共育的研究现状表明，家校共育正逐渐成为

全球教育发展的重要趋势。我国家校合作起源于上世纪五六

十年代，近年来得到了快速发展，但基础理论研究相对薄弱，

缺乏大量实践项目和系统规划。国外研究起步较早，注重实

践探索，如美国的 WSCC 模式提供了学校健康教育的体系建

构及经验启示。当前，家校共育面临的新挑战包括沟通不畅、

教育观念差异等，提出了加强家校沟通、提升家长教育能力、

构建协同育人机制等对策。

在“双减”政策下，家校共育面临着新的挑战与机遇。

挑战方面，家校共育意识淡薄，家长和学校在合作意识上有

待提升，沟通不畅也是一个问题，部分家长由于工作繁忙等

原因，与学校的沟通渠道并不畅通，导致信息流动受限，此

外，家长的教育焦虑和对教育的功利化追求也是实施“双减”

政策的障碍。而在机遇方面，“双减”政策为家校共育提供

了新的合作平台和模式，强调了家校合作的重要性，促使家

庭和学校形成合力，政策的实施也为家庭教育提供了更多的

时间和空间，家长有机会更深入地参与孩子的教育过程，同

时，政策鼓励学校和家庭探索新的合作方式，如建立家校共

育平台，构建各方面联动配合的家校育人大格局。

二、"双减"政策下家校共育的现状分析

（一）政策实施的双向效应

"双减"政策实施两年多来，基础教育领域呈现出显著的

双向变革效应。根据教育部 2022 年教育统计公报显示，全

国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课后作业时长平均缩减 42%，参加学科

类校外培训的学生人数下降 91.8%。这种结构性调整倒逼学

校教育质量提升，推动北京市海淀区等教育强区率先开展"

课堂革命"，全区 90%以上教师完成项目式教学培训。但政

策红利释放的同时，家校协同育人机制建设滞后的问题日益

凸显。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 2023 年家校共育调研数据显示，

67.3%的受访教师认为家校沟通频率虽增加但有效性不足，

58.6%的家长仍存在"学校责任无限化"的认知偏差。

（二）主体认知的结构性矛盾

家校双方在协同育人理念上呈现多维认知差异：其一，

角色定位模糊化。北京市某区家校共育调查显示，83%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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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将家庭教育等同于作业辅导，而 72%的教师期望家长承担

品德培养职责。这种错位导致家校合作陷入"责任推诿"与"

过度干预"的怪圈。其二，教育观念代际断层。新生代家长

（80/90 后）与教师群体（70/80 后）在数字素养、教育方

式等方面存在显著代际差异。华东师范大学课题组研究发

现，家长群体中"数字原住民"（35 岁以下）与"数字移民"

（45 岁以上）的教育信息化接受度相差达 42 个百分点。

（三）实践层面的机制性障碍

当前家校共育面临三重机制困境：首先是制度供给碎片

化。尽管《家庭教育促进法》已明确家校责任，但 31 个省

级行政区中仅 9个出台实施细则，地市级配套政策覆盖率不

足 40%。其次是沟通渠道单向度。典型表现为学校通知类信

息占比达 78%（教育部基础司 2023 年数据），而家长诉求反

馈率不足 15%。第三是支持系统薄弱。全国范围家庭教育指

导师缺口达 200 万人，县级行政区域专业服务机构覆盖率仅

为 23.6%。这种结构性缺陷导致家校合作停留于"微信群通

知-家长签字"的表层互动。

三、"双减"视阈下家校共育的有效路径

（一）制度建构：三位一体协同机制

家校共育的深化亟需构建制度化的支撑框架。在深圳罗

湖区某小学的家长接待室，墙上悬挂的《家校责任边界清单》

格外醒目，其中"禁止要求家长批改作业""不得指派家长承

担安全教育主体责任"等条款，正是深圳市《家校共育工作

指引》中 12 项负面清单的具象化呈现。这种"国家立法-地

方条例-学校章程"三级制度体系，如同为家校共育搭建起稳

固的三角支架：国家层面出台的《家庭教育促进法》确立基

本原则，省级教育部门制定实施细则，学校则结合实情形成

可操作的章程。浙江某地市教育局负责人透露："过去家校

纠纷中 65%源于责任模糊，如今负面清单就像划定了教育'

斑马线'，各方权责一目了然。"

（二）能力建设：双主体素养提升工程

教师家校沟通能力的专业化转型尤为关键。北京市朝阳

区开展的"教师家访技能工作坊"，颠覆了传统家访的程式化

模板。参训教师需要完成"倾听力测试""非暴力沟通演练"

等 12 个模块培训，现场模拟处理"家长质疑教师偏心"等典

型冲突场景。数据显示，完成认证的教师家校冲突化解率提

升 37%，家长满意度达 92%。更令人惊喜的是，某小学教师

将家访中学到的家庭故事转化为教学资源——在讲解《背

影》课文时，引用学生父亲凌晨送外卖的真实经历，让文本

解读更具生命温度。

家长教育素养的提升则需"量体裁衣"。广州市"羊城家

长学堂"构建的课程体系，如同教育版的"精准营养方案"：

针对幼小衔接家长开设"游戏化学习设计"课程，面向中学生

家长研发"青春期对话技巧"模块，为新市民家庭定制"文化

适应性指导"。外卖员张师傅在选修"碎片时间教育"课程后，

发明了"配送路线数学游戏"，利用接单间隙教孩子计算最优

路径。这种差异化赋能催生了 85%的年度学习达标率，更孵

化出 200 余个家庭自创的教育微实践。

（三）模式创新：四维联动实践体系

课程共建打破校园围墙的尝试充满创意。上海静安区某

小学家长开发的"小小金融家"课程，将枯燥的数学概念转化

为股票模拟游戏。银行高管爸爸设计的"家庭财务报表"实践

任务，让孩子们在记录水电费支出中理解小数运算。该课程

不仅获评全国精品课例，更催生"家长课程资源库"，累计收

录 287 个特色课案，形成独特的家校课程生态。

活动共创则让教育在真实情境中生长。成都成华区"城

市探索者"项目，家校社联合开发的 52 条研学路线各具匠

心：在"菜市场的经济学"路线中，家长志愿者化身导赏员，

带学生调研蔬菜价格波动；"老厂房变形记"路线则由社区规

划师指导，孩子们用 3D 建模技术为旧厂区设计改造方案。

这种沉浸式学习带来意外收获——参与家庭中，78%的家长

表示开始关注孩子课堂外的成长维度。

空间重构正在重塑家校互动形态。深圳南山区学校的"

家长工作坊"里，3D 打印机嗡嗡作响，家长正与学生合作制

作桥梁模型；"亲子阅读角"的智能书柜记录着每个家庭的借

阅轨迹，自动推送个性化书单。这些物理空间的创新使用，

使 320 ㎡的共享空间衍生出无限可能：某校将天台改造成"

星空观测站"，家长中的天文爱好者定期组织观星会，竟带

动全校科学课成绩提升 15%。

评价体系的革新更具深层意义。江苏省试点的"家校共

育 KPI"，将"家长提案采纳率""家庭教育活动丰富度"等纳

入评估，倒逼学校改变"重传达轻互动"的惯性。某中学为提

升"亲子沟通质量"指标，开发"家庭会议工具包"，提供议程

模板、倾听技巧等支持，半年后该校家庭冲突率下降 41%。

这种发展性评价如同教育改革的导航仪，指引家校共育向纵

深推进。

四、实践创新的多维启示

（一）制度创新维度

福建省教育厅联合妇联等七部门出台《家校共育质量提

升三年行动方案》，首创"五联机制"（组织联建、阵地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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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伍联育、活动联办、考评联动），该模式已被教育部列为

全国推广案例。数据显示，方案实施后家校矛盾投诉量下降

63%，家长满意度提升至 91.2%。

（二）技术创新维度

南平邵武市研发的"无纸化评价系统"具有示范价值。该

系统通过 AI 算法实现过程性评价，建立学生成长数字画像，

家长端可实时查看 13 个发展维度数据。应用后学生焦虑指

数下降 28%，教师评价工作效率提升 40%。

（三）模式创新维度

泉州市培元中学构建的"三维同心圆"模式值得借鉴：核

心层（家委会）、协作层（家长学校）、支持层（社区资源）

形成协同网络。该校家长参与课程实施的比例达 73%，开发

校本化家庭教育案例集 126 个。

（四）文化创新维度

永春县第三实验小学"1+3+N"课程体系蕴含文化创新逻

辑："1"指国家课程校本化实施，"3"为三类家长资源课程（职

业启蒙、传统文化、生活技能），"N"代表动态生成的特色项

目。该模式获评全国"家校共育"优秀实践案例。

（五）机制创新维度

晋江市养正中学的"弹性工作制"包含三大创新点：错峰

调配（早班/晚班教师）、任务置换（课后服务积分）、智能

排班（AI 调度系统）。实施后教师工作满意度提高 22 个百

分点，家长对课后服务质量好评率达 94%。

这些鲜活的实践案例如同多棱镜，折射出教育改革的深

层启示。在福州某校的"成长能量站"，教师们为每个学生建

立动态档案，记录着"能用树叶吹奏民谣""擅长调解同伴矛

盾"等个性化特质，这种对个体差异的珍视，让教育从流水

线生产回归到园丁育苗的本质。晋江养正中学的"弹性工作

制"则像一把精巧的钥匙，既解开了教师超负荷工作的枷锁

——通过课后服务积分兑换学术假期的设计，又保证了教学

质量，某位数学老师在调休期间研发的"生活数学"案例集，

反而催生了意想不到的教学创新。

评价体系的革新更在悄然改变教育生态。南平邵武市的

"无纸化评价"并非简单取消考试，而是构建起"成长能量图

谱"，将社区志愿服务、家务劳动等 30 余项生活实践纳入评

估，当四年级学生小轩帮环卫工人推车的画面出现在数字档

案时，引发的家校讨论远超传统成绩单的效应。这种评价转

型如同拆除了家校之间的单向玻璃，让教育回归到共同观

察、共同参与的透明空间。

家校社协同育人的实践则展现出教育生态的更多可能。

在厦门某社区，学校联合图书馆开设的"星空夜读会"，企业

赞助的"小小工程师"工作坊，与家长自组织的"非遗传承营"

交织成课后服务的立体网络。这种资源整合不是简单的物理

叠加，而是产生了奇妙的化学反应——银行职员家长开发的

财商课程，意外激发了学生对数学的兴趣；退休工程师带领

的航模社团，竟成为物理课堂的最佳延伸。

这些探索揭示出，教育的深层变革需要多方合力的交响

共鸣。政策如同指挥棒，为创新划定安全区与试验田；学校

犹如主旋律，在坚守育人本质中寻求突破；家长恰似和声部，

将生活智慧注入教育实践；社会资源则像丰富配器，为成长

谱写出多元乐章。当教育真正成为一场没有围墙的共舞，"

双减"政策所期待的学生全面发展图景，终将在这样的协同

共振中徐徐展开。

五、总结与展望

“双减”政策为小学阶段的家校共育领域注入了新的活

力，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挑战。通过更新教育理念、加强家

校沟通与合作、优化家庭教育指导、丰富共育活动形式以及

建立全面的评估体系等关键路径，可以为提升家校共育的质

量提供有力支撑。这些措施共同作用，旨在营造一个有利于

学生全面发展的教育生态。展望未来，学校与家庭应持续深

化合作，不断探索创新的教育模式，以实现家校共育工作的

持续进步，为培养具有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新一代社会主

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打下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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