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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小学家校共育核心素养的实践讨论 
◆赵胜光 

（唐山市曹妃甸区第四农场中心小学  河北唐山  063204） 

 
摘要：目前，学术界更多的关注于核心素养与课程标准衔接转化，缺乏
对如何在家校合作中提高核心素养的研究。在具体实施这项研究的过程
中，仍然只片面注重考试成绩，忽视了核心素养。当地小学家长主要以
耕种为生，因此缺少文化教育，以孩子的考试成绩为重心，对教育热点
问题漠不关心，对核心素养的具体内容一概不知，在这种情况下，家长
与学校合作培养核心素养简直是天方夜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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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有关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的条例已经正式发布，然而，
学校的老师还是对核心素养一知半解，更别说是广大的农村家长
了，这也是实现家校合作共同提高学生核心素养所必需要跨越的
一道难关。同时，就这一目标，家校双方对核心素养的认知也该
达成一致。所以，学校目前正在推动对核心素养相关知识的教育，
促进学校与家长在这方面达成共识。为完成目标，学校以制定各
种具有针对性的办法，加强家校合作，共同提高学生核心素养。 

校本培训，提升共育意识 
（一）加强对教师的校本培训 
教师是家校合作的主要践行者，因此，教师对核心素养的认

知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家长与学生对其对了解。在有关发展
学生核心素养的条例发布后，学校立即发动所有教师积极响应，
同时，还综合考虑问题，以立德树人为根本目标，以学生全面发
展为落脚点来制定每个环节的培育内容，划清了家长与学校在这
一教育中应该要负的责任。高强度的核心素养意识已经成为了教
师的主要观念，这也是家校合作共同提高学生核心素养的重要基
石。 

（二）加强对家长的校本培训 
除了教师以外，家长的核心素养意识也是促进学生核心素养

提高的重要因素之一。为了提高家长核心素养意识，学校在培训
教师的同时也注重对家长的导向教育。多数家长在学生的发展过
程中过分关注考试成绩，对学生的未来十分茫然，也不知道学生
的发展还缺少怎样的核心素养。 

家本课程，丰富共育内容 
（一）亲子共读课程 
以发展学生核心素养为立足点，学校建立了更加合适的教学

体系。在栏目设计板块，亲子活动是重点，阅读任务需要亲子双
方共同参与，提高双方核心素养；在板式设计板块，学校留下一
定空间，为亲子之间完成阅读任务提供条件。同时，学校还注重
建造良好的环境氛围，提倡加强家庭阅读氛围。学校还会根据实
际情况汇总精美诗文做成教材，考核家庭的阅读氛围，促进亲子
之间阅读活动。为此，学校要求，家长应该重视学生的阅读，尽
可能为学生提供阅读条件，尽力打造书香家庭，并且，这也将是
学校考核书香家庭的重要标准。 

（二）习惯养成课程 
养成教育的关键环节之一就是良好的行为习惯，同时，这也

是发展学生核心素养的基础。父母是学生行为习惯的榜样，家庭
更是学生养成良好行为习惯的原生场所。学校特地引导家长了解

新版本的《中小学生守则》，并且，为更好的指导家长，学校
还做成了相关材料。为了能够学生提供一个良好的家庭环境，这
些材料主要引导家长注重自己平时行为习惯，为学生提供榜样。 

（三）家庭美德课程 
注重家庭、家教、家风是习近平总书记所提出的重要指示，

为积极响应总书记指示，学校更加重视家庭的作用，以家庭美德
为完成任务的着手点。为了完成目标，学校专门举办了相关讲座，
指引家长注重在日常生活中的品德教育。除此之外，学校还深入
分析了习近平总书记的指示，提倡学生树立积极向上的价值观，
同时，还制定了相关的考核标准考核家庭的家风情况，并且，还
为众多家庭提供交流平台，让更多家长学习到优秀的家庭教育经
验。学校举办的这些活动不仅有利于学生的全面发展，而且还推
动了家庭美德的传承与发展。 

完善制度，构建共育机制 
在家校合作的过程中，还是有部分家长未能给予充分重视。

有许多家长在对核心素养有足够认知的情况下，还认为这是学校
单方面的责任；同时，还有一些家长或是能力不足或是没时间而
对家校合作敷衍了事。在这些原因的影响之下，家校合作成了不
具有实际意义的一项工作。为解决这一问题，学校从文化理念方
面着手，健全家长参与规定，推动家长积极参加，促进家校共同
培育核心素养，为学生未来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一）完善制度引领家长有序参与 
组织家长委员会，指导家长有秩序地加入到学校工作中，这

不仅是中小学教育的普遍要求，更是成为了现代学校制度不可或
缺的一部分。家长委员会是为了完善学校管理制度的存在，这也
是完成家校合作培养核心素养的重要条件之一。为此，学校加强
了对这方面的建设，充分激发家长的教育潜力，重视对家长的培
训，指导家长正确加入学校相关的管理工作，使家长委员会能够
更加充分的发挥其作用，提高了家长对该组织的认可程度。同时，
在家长委员会的正面影响下，学校家长的相关信息正在日渐加
强，家长们为学校的管理工作提出了宝贵的建议，推动了学校的
发展。较为完善的家校共育体系，能够有效促进学生核心素养的
发展。 

（二）有序参与促进制度更加完善 
对于学生所缺失的核心素养，家长是更为了解的，因此，家

长参与到学校的教育管理工作中，可以为学校的管理工作提出具
有针对性的意见，从而健全学校的管理制度。询问家长委员会的
意见已经成为了学校制定规章制度的流程之一。培养学生核心素
养的方案是由学校与家长一同决定的，该方案反复研究修改，能
够有效保障家校共育学生核心素养。其中有条款要求，家长应该
和学生一同参加首次新生见面会，让学生充分了解教师与家长在
集体生活方面所达成的共识。同时，在见面会上，教师与家长沟
通后一致决定：学会文明，保持会议安静，给孩子好的印象；学
会尊重，要全心去做好一件事。 

夯实基础，畅通共育渠道 
然而，受到环境限制，教师与家长人在多个方面仍然无法达

成共识，这也阻碍了家校合作工作的进一步完成。家校双方都容
易对双方存在不满，从而阻碍了家校合作。例如，某位教师在收
学生作业时，有学生无法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作业，教师不仅通知
家长，还要求学生完成相应的作业后才能回家。 

（一）充分利用现代沟通媒介 
在这个信息大爆炸的时代，传统教育在受到影响的同时，家

校合作也拥有了一个良好的沟通平台。学校建立起了相关的校园
网，班主任为更好的与家长沟通，也建立了相关的沟通平台。这
些信息平台成为了学校指导家长做好家庭教育的重要手段，学校
通过这些信息平台知会家长多方面的信息，在实现家校沟通的同
时，也完成了对家长家庭教育的引导。 

（二）构建家校互访沟通机制 
学校的沟通机制主要是由教师家访，与家长校访这两个环节

构成。为了实现学校与家长之间的良好互动，学校要求教师的家
访活动内容要充分全面。因此，教师在家访时，不只是要对学生
家庭情况有个大概了解，还要让家长能够及时了解学生学习情
况，同时，教师还要向家长介绍学校的管理制度以及教学方案，
并且收集家长对于这方面的意见，实现学校家校共同培养学生核
心素养。 

结语：培育学生核心素养并不是一件短期任务，这需要日积
月累，需要家长与学校的通力合作。学校会更加积极与家长互动
沟通，以探求更多优秀的教育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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