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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际传递效应视角下的技工院校学生

家校共育现状调查与分析
——以山东工业技师学院为例

王效香　卢红喜　牛绿洲　曹永刚

山东工业技师学院　山东潍坊　261000

摘　要：通过对山东工业技师学院在校生家庭背景情况、家庭教育情况、亲子状况、家校沟通情况、学生职业生涯

规划情况等方面以及省内8所技工院校在职教师有关情况进行调查，分析现阶段技工院校在家校共育方面所面临的

共性问题，探索优化和整合现有教育资源路径，力促技工院校和家庭更好地合作与沟通，逐步弱化代际传递负向影

响，以有效帮助学生健康成长成才，同时为技工院校在学生教育管理工作上提供有益借鉴。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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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先生指出“家庭者，人生最初之学校也”，由

此可见，良好的家庭教育对于学生成长，特别是处于特

殊地位的技工院校学生成长而言，具有更加特殊的现实

意义和重要作用。技工教育在我国还在一定程度上处于

“兜底”教育地位，面对的生源比较特殊，“技工学院学

生的生源多数由高考落榜生、中考落榜生、分流学生、

中途辍业学员、社会失业人员等基础较差的人员组成
[1]”，目前这一生源状况在一定时期内不会改变。技工院

校目前本身所处的职业教育地位也比较弱势，优质教育

资源分配还难均衡。在此情形下，如何有效发挥有限的

技工学院教育资源和家庭教育能力，促进家校共育工作

稳步提升具有研究价值。为了直观了解技工院校学生家

庭教育现状和家校共育状态，笔者以山东工业技师学院

为研究对象，随机抽取 4000 余名在校生，近 3000 名学生

家长和省内 8 所技工院校约 160 名技工院校在职教师进行

调查。我们在充分尊重调研结论的基础上，试图浅析技

工学院学生家庭教育现状，探讨代际传递因素对技工学

院学生健康成长成才的制约和影响，指出技工院校在家

校共育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奋力探索构建有技工教育

特色的家校共育人才培养模式，以期实现“家庭和学校

以沟通为基础，相互配合，合力育人，使孩子受到来自

两个方面系统一致、各显特色、相辅相成的教育影响力，

形成多种终身受益的必要素质 [2]”，有效弱化代际传递影

响，促进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的深度融合。

一、调查对象与方法

1. 调查对象的选择

截至 2020 年年底，全国有技工院校 2423 所（技师

学院占 496 所）[3]，山东省截止 2021 年底共有技工院校

194 所（技师学院占 43 所），全省技工院校数量和在校

生数量都位居全国前列 [4]。其中山东工业技师学院作

为山东省省属 6 所技师学院之一，坐落在誉为“职教高

地”的山东省潍坊市，本调查选择研究该校具有广泛的

代表性。一方面该校学生主要来自教育改革较为先进的

潍坊市，调查出的家庭教育状况更具参考价值；另一方

面该校近年来教育教学管理成果丰硕，师生在省级以上

技能大赛中获得三等奖以上奖项 434 项。其中，世赛金

牌 1 枚、国赛金牌 2 枚，银牌 4 枚，铜牌 2 枚，一定程度

上也可证明该校家校共育成果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和推广

应用前景。

2. 调查工具与方法

本调查采用课题组自编的《技工院校家校共育现状

调查问卷——学生篇、家长篇、教师篇分别对 8 所技工

院校在校生、学生家长和在职教师进行调查。其中学生

篇问卷主要调查学生家庭状况、父母文化程度、父母职

业、家风家规、亲子关系、家校沟通现状、职业生涯规

划等方面内容；家长篇问卷在印证学生调查问题的基础

上，侧重于对家庭教育的观念、家庭教育方式、家校共

育的困惑态度期望等方面进行调查；教师篇问卷主要调

查教师对家校共育认知、家庭共育途径、家校沟通现状、

家校共育建议等内容进行调研。

二、研究过程

1. 样本基本情况

本调查采用自编的调查问卷。共收回学生篇问卷

4026 份，家长篇问卷 2981 份。基本情况如下：性别上

学生中接受调查的男生占 62.85%，女生占 37.15%，与

在校生性别比例结构一致，家长中父亲占 40.67%，母

亲占 55.54%；家长文化程度大专（含）以下占比约占

98.4%，其中初中文化程度占比最高约 58.3%；工作性质

上父母务农约占 39.6%，城市务工约占 15.9%，私营业主

约占 11.1%，工人约占 11%，事业单位或国家机关约占

3.87%，其他约占 14.46%；家庭结构上学生和家长调查

相互印证，双亲家庭约占 87%，单亲家庭约占 8%，再婚

家庭约占 3.5%。收回教师篇问卷 165 份，基本情况如下：

性别上教师中男教师占 48.48%，女教师占 51.52%。从教

时间 3 年以内占 44.24%，4-10 年占 35.15%，10-20 年占

17.58%。从事学生管理工作情况，未从事过班主任工作

的占 10.91%。

2. 被调查者对家校共育的认识和态度

为了解被调查者对家校共育的认识和重视程度，设

计出了多道客观题供选择，调查结果显示出以下几个特

征：一是家长对家校共育的关注程度随学生入学年限

逐年递减。第一年关注度约为 26.7%，第二年关注度约

为 12.3%，第三年关注度约 6%。二是母亲对家校沟通的

重视程度高于父亲。母亲平均综合得分 5.81，首位约占

70.81%，父亲平均综合得分 3.95，首位约占 26.48%。三

是家长普遍认为应加强家校共育。81.92% 的家长认为要

加强家校共育，78.73% 的家长认为家校合作对学生成长

成才很重要，16.86% 认为比较重要，81.31% 的家长愿意

参加有关家校共育培训沟通活动，17.54% 的家长持观望

态度。四是在职教师高度肯定家校共育价值。89.7% 的

教师认为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同等责任，96.36% 的教师

认为有必要加强家校合作。

3. 家庭教育现状

学生与家长在有关家庭教育调查结果有以下趋势。

一是家规家风上还有很大空白之处。38.88% 的学生认为

自家无家规，32.74% 的家长认为未明确家规。二是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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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失之于宽失之于松。70.09% 的学生，79.6% 的家长，

认为家庭教育氛围比较宽松。三是亲子交流还不够充分。

约占 19.2% 的学生，20.3% 的家长认为亲子之间交流不足，

4% 的学生和家长认为亲子关系紧张。四是家庭关注点上

有所偏颇。学生的未来打算（职业规划）均是学生和家

长的第一关注热点，学业成绩、校园生活分列其后。

4. 家校沟通现状

在家校沟通现状方面，存在以下几个特征：一是家

校沟通本末倒置。家校之间教师主动沟通约占 3.89%，

家 长 主 动 沟 通 约 占 20.49%， 家 长 主 动 询 问 学 生 约 占

47.34%，学生主动反馈约占 26.35%。二是家校沟通阻

碍重重。其中制约家校沟通因素排名第一的为家长工作

忙约占 49.75%，没有适合的方式约占 24.31%，怯于找

教师沟通约占 16.49%。三是家校沟通频次不足。以最近

一学期为例，家长反馈家校偶尔联系（3-4 次 / 学期）占

33.55%，较少联系（1-2 次 / 学期）的占 27.76%，未联系

约占 4.84%，学生调查数据基本佐证。四是沟通内容单

一。从综合调查结果看，反映学生在校情况特别是违纪

情况占家校沟通内容的主要部分，其次是传达上级通知

精神，深层次沟通不够。

5. 被调查者对家校共育的期望

家长与学生对家校共育的期待有所不同，家长中有

81.91% 的认为需要加强家校协同，95.6% 的认为家校合

作对学生成长重要，81.3% 的愿意参加家校共育活动，

学生中仅有 66.87 认为需要加强家校协同，38.93% 的非常

愿意家长参加家校共育活动，有 52.12% 的教师认为家长

不配合、不理解老师难以开展家校沟通，在家校共育上，

目前还呈现出家长热、学生冷、教师困惑的差异。

三、研究结论

1. 家长、教师和学生对待家校共育的态度积极

由此次问卷调查的结果来看，绝大多数家长、教师

和大部分学生都能够充分认识到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融

合发展的重要作用，对学校教育处于指导地位、家庭教

育处于基础地位和学生本身处于主体地位的关系更为认

同，家长、教师和学生都有积极的意愿参与到家校共育

的工作探索中去，这表明三方的努力方向和目标是一致

的，都是为了培育出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2. 家校共育在技工教育阶段出现下滑现象

从问卷调查的结果中很容易看出，技工教育阶段和

基础教育阶段相比，无论是对家校共育理念的贯彻、家

校共育平台的搭建、还是家校沟通渠道的保持、频次内

容的保持，都突显出技工院校在这方面还有很大的改进

空间。特别是居于指导地位的院校以及施教者地位的教

师，尚未完全发挥出应有的作用。家校沟通的任务性、

目的性、功利性较为突出。广大教育者调动学生家长参

与学生教育、参与学院建设的热情和动力不足，家长虽

然有强烈的沟通意愿，但因一些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制

约，导致沟通的主动性、广泛性、常态性都远远不够，

双方在一定程度上相互制约、相互掣肘，反倒是学生承

担起了家校沟通的任务，但作用有限。

3. 教育代际传递影响较为明显

从问卷调查结果中较为明显的可以分析出，教育的

代际传递影响不容回避，父母的受教育程度不可避免地

对子女是否能够接受优质教育以及对待教育的态度存在

显著的负向影响，教育代际传递现象在技工院校尤为明

显，“学渣二代”现象需要引起广大教育工作者的高度正

视，特别是技工院校学生中占绝大多数的低学历、低技

术工作的家庭已经难以独立支撑起有效的家庭教育，阻

断代际传递负向影响的任务任重而道远。

4. 家校共育亟待进一步加强

2022 年 1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施

行，国家要求教育行政部门统筹协调社会资源，协同推

进覆盖城乡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建设，并按照职责

分工承担家庭教育工作的日常事务，其他有关部门在各

自的职责范围内做好家庭教育工作，保障畅通学校家庭

沟通渠道，推进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相互配合 [5]。从中

可以看出，未来理想的家校共育模式是家庭、学校、社

会三方教育资源的整合和融合，但学校教育的地位并未

弱化，仍旧是未来我国家校共育工作的重要关节，起着

主要的引领和助推作用。而对于技工院校重技能轻素养

现状和技工院校学生家庭的先天局限而言，开展好家校

共育工作对于阻断低学历、低技能、低成长的代际传递

效应，尤为显得更加重要和急迫，这需要广大技工教育

工作者给予我们的学子及其家校共育更多的关注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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