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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背景下地方高校家校信息互通机制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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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互联网的发展促使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的信息互通模式急需变革，新型的家校互通机制亟待构建。本研究通过问卷调查和

实践探索的方式探究高校家校信息互通新模式。研究表明，目前地方高校家校信息互通存在互动单一、滞后性、被动性等问题；基于

微信的“三区一组”家校互通模式能帮助家校双方有效改善上述问题；该模式可为构建“互联网+”背景下家校互通新模式提供可借

鉴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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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工作的意见》中指出，高校要主动探索建立与学生家庭沟通的机

制，家校相互配合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意见》要求高校

与家长、学生之间互为补充，形成合力，共同推动大学生思想政

治教育工作，而工作的着力点之一在于探索三者间有效的沟通机

制。心理学家布伦纳(2016)提出了生态系统理论，系统分析了贯

穿人一生的间接、直接、显性、隐性等各类环境对人心理发展的

影响，其中最直接的影响是家庭因素与学校因素，二者既独立又

交互影响着学生的发展，由此，家校沟通对于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和全面发展至关重要。

同时，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互联网+教育”逐步兴起，

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交流信息化，促使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的互通

方式变化很大，创新家校信息互通机制显得尤为重要。因此，本

文通过问卷调查分析了地方高校家校互通存在的问题，阐述了

“文理家校通”的运作模式，最后提出更好改善家校互通的策略，

以期为创新“互联网+”背景下家校信息互通提供一定的启示。

1 家校信息互通存在的问题

本文以某地方高校为例，对外国语学院、化工学院、体育学

院等学院的部分学生进行问卷调查。由问卷星发布问卷，收回有

效问卷 200份，男生 87份，女生 113份。问卷有 13个问题，

内容涉及家人对孩子在校情况的了解、对家校合作认识、学生心

理健康状况等。问卷结果显示，家长对子女在校情况不太了解的

占 50%，了解的占 34%；家长不太了解子女心理健康教育的为

46%；家长没有参加过学校组织的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与家庭教

育培训的占 70%；学生认为在家长的支持与鼓励下可以有效缓解

学业与就业压力的占 91%；认为有必要建立家校信息互通方式的

为 45%，学生认为建立家校互通机制不太必要的为 31%，学生认

为完全不必要的占 9%。

对调查结果进行分类定性分析发现，学校与家长沟通方面存

在多方面问题：高校与学生家庭沟通缺少互动环节，具有单向性；

学校与家庭沟通方式大多为电话和微信家长群，且微信群的作用

并不大，沟通形式具有单一性；学校联系家长通常是在较大问题

出现后，如学生心理问题极大，旷课严重等，具有滞后性；学校

有关学生情况的各项工作安排很少主动告知家长，多数情况是家

长联系询问有关情况，被动性突出。这与叶志锋（2009）指出我

国高校家校信息互通机制普遍存在的问题有些共同之处。通过数

据分析，学生、家长和学校存在如下问题：

从学生认知角度看，少数学生片面理解家校合作。大学生个

性鲜明，遇到事情喜欢独自面对，不愿意与家人老师沟通，片面

认为家校合作是一种“学校向家长告状”，不期望家长与学校合

作。从学生心理角度看，部分学生存在心理问题，易产生离家的

迷茫感，心理矛盾复杂，存在考试压力、就业压力、感情问题等，

而这些问题处理不好，就会造成心理问题。

从家长角度看，一半家长不了解子女在校情况，带有滞后性。

家长平日虽与子女有沟通，但对其在校的真实情况，如专业成绩、

综合表现、心理健康、学业压力，不了解。多数家长对家校沟通

机制不了解，意识淡薄。家长对家校合作的意识停留在单向被动

沟通中，只是对学校安排有疑问或联系不到子女等情况下会主动

联系学校，而学校没有主动促进家校合作，所以家长的合作意识

不太强。

从学校角度看，家校合作表现为被动性和间歇性。学校联系

家长往往是有突发事件，学生请长假等，若没有重大事情，则不

联系或很少联系。学校没有定期邀请家长参与校内活动，比如学

生心理健康教育、家庭教育指导、学校管理等，至今没有一个固

定的机构来推进学校、学生和家长的联系与沟通。

2 “文理家校通”模式的实践探索

基于调查问卷发现的问题，本文构建了多元互动化、主动化

和情感化融为一体的家校互通模式—“文理家校通”。问卷调查

显示，学生常使用微信与家长联系占 90%，所以本文构建以微信

公众号为主体，微信家长群、电话、书信形式为辅的协同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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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包括投稿区、活动区、学院区和三方共同参与的家校合作小

组。

投稿区包含家长树洞、学生树洞、分享欢乐与意见箱四个主

题。在家长树洞主题中，家长可以把与子女间存在的沟通问题进

行投稿；在学生树洞主题中，学生可分享在校生活遇到的心理方

面或与家长相处存在的问题；在分享欢乐主题中，家长和学生可

投稿家庭温馨故事与感悟；意见箱收集家校信息互通机制运行的

意见。各学院对四个主题的信息整理后，对有价值的分享进行推

送，对问题投稿进行单独指导或集中解决。

活动区包含专题学习、学生风采、家校风采三个主题。专题

学习主题根据投稿区问题设计并定期开展活动，对家长给予家庭

教育、心理健康方面的培训与指导，其形式可以是线上录播课、

文章推送、直播互动交流或线下讲座等；学生风采以推送学生在

校丰富多彩的生活学习为主，让家长了解孩子在校情况；家校风

采内容涉及家校合作活动展示，家庭故事投稿分享，并开通互动

留言区。

学院区有学院专业细况、办学特色、最新通知与学生综合成

绩单四个主题。前三个主题可以让家长了解子女专业概况、最新

消息。成绩单内容丰富多样，除期末学科成绩，还应加入学生综

合素质表现，比如社会实践、志愿服务、兴趣特长、竞赛获奖等，

并给予评价。

成立家校合作小组，家长、学生、学校三方共同参与管理。

家校合作虽是学校主导、学生主体、家长参与，但在管理方面，

三方均有同等责任，从校级到各二级学院到各专业及各班集体展

开，各层面均设立专门管理小组，明确各自职责，实行联系制、

小组制的方式。

3 进一步改善家校信息互通的策略

3.1 更新学校、家长、学生三方的观念和认知。

学校要更新观念，主动向家长宣传普及家校合作观念，比如

将家校合作宣传册随录取通知书一并寄到学生手中，培养家长意

识，在新生家长座谈会时进行宣讲，邀请家长参与建设，与家长

建立信任，强调家校合作机制对于学生心理健康发展的重要性。

家长要改变固有认知，让家长认真了解家校合作的意义，主动参

与到互通机制建设中，而非简单将孩子交于学校管理，让家庭教

育与学校教育互为补充，形成一股合力，培养学生思想道德、学

业、心理的全面发展，促进孩子成长成才。

学生要改变自己的心理认知，遇到问题不能自己憋着，长期

下来容易出现心理问题，所以教师和家长要与学生建立长期信任

关系，让学生认知到自己的问题是可以向家长或老师诉说的。

3.2 营造有利的心理氛围与社会舆论。

学校要多方面对家校合作进行宣传，制作宣传册、宣传海报，

利用媒体传播，召集学生、家长进行集中学习，使大家在意识上

接受认可家校合作，树立“在校大学生仍需要家庭教育”的观念，

知道其必要性和重要性；学校也可以联系社会大环境来传播家校

合作思想，展示当代高校与家庭社会三方位合作的大趋势与大氛

围，促进家校合作的开展。

3.3开展定期反馈并逐步完善。

设立评议小组，对合作机制进行多方评价，定期收取学生、

家长与教师的反馈，接纳有效意见与建议，建设奖励和完善机制，

对工作开展比较突出的学院或老师进行表扬与鼓励。

3.4吸取成功经验，设置家长观察员制。

陶磊(2018)指出，南京医科大学自 2003年至 2019年，邀请

71批近 700余位家长观察员进驻学校，围绕学校思政教育工作、

校园建设与管理等方面提出意见建议，家长观察员制度的效果显

而易见，受到学生与家长的支持和肯定。这是家长合作机制成功

且具有代表性的案例，学校要善于学习与借鉴。

4 结语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家校互通呈现了新的发展变化，

创新家校互通的机制对于促进学校的治理体系建设、学生的全面

发展及家庭的和谐共处意义重大。本文通过问卷调查分析其存在

的问题，构建了一个多元互动化、主动化和情感化的家校信息互

通模式并提出了具体的优化策略，对于促进家校互通模式的探索

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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