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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科研 

小学阶段家校沟通的有效途径 
◆黄小玲 1  潘展文 2 

（1 广州市番禺区实验小学；2 广州市番禺区北片教育指导中心） 

 
摘要：苏霍姆林斯基曾说过， 完美的教育是学校与家庭的结合。教师

在学校做再多的努力，如果得不到家长的配合和支持就会事倍功半，和

家长联系、沟通，取得家长的支持和理解，在教育孩子的理念、方法、

实际操作上达成共识，形成教育的合力，是学校教育的一项重要工作，

我们应该找到改善家校沟通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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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由于种种认识上的偏差，学校与家庭之间形成了
不合作或者是形式上合作的现状。孩子有了问题，总是相互推卸
责任，很多学校在改善家校沟通的途径上作出了很多尝试，经实
践总结，发现小学阶段家校沟通有效途径如下： 

一、通过“家庭面对面活动”，有效改善家校沟通 
中国现代家庭中主要存在以下几种形式的家庭：独生子女家

庭、单亲家庭、个体户家庭、下岗家庭、隔代教育家庭、重组家
庭等等。由于多种形式家庭的存在，给家庭教育带来了更大的挑
战。 

为此，学校可开展学生及家长“面对面”交流对话活动： 
1.“家庭面对面”活动。 
活动分为年级与班级两个层面的面对面活动： 
（1）年级面对面活动由级长组织，同级班主任将本年级学

生及家长按不同家庭类型进行分类，组织相同类型家庭的学生与
学生、学生与家长、家长与家长参与现场对话，针对孩子们和家
长共同关注的问题进行坦诚交流。 

（2）班级面对面活动，由班主任组织，大家在一起畅谈家
庭教育的优势和弊端，畅谈家庭教育的矛盾和解决办法，同时将
许多家庭方面现实的问题摆在眼前，家长们发表意见和建议，起
到了相互借鉴、取长补短的作用。 

2.开放日活动。 
可以围绕教学或德育主题活动开展，家长通过开放日近距离

地接触了老师，更多地理解老师，观察学生课堂状态，对学生的
学校生活有更多的体会和了解。 

二、通过组织开展主题活动，有效改善亲子沟通 
活动是 好的体验，体验就会带来成长。在寒暑假期间，我

校组织学生开展以体验教育为内容的社会实践活动如下： 
1.邀请家长进校园，参与学校大型活动。 
学校组织大型活动，可以给家长发去邀请涵，请家长到校共

同参与，共同见证孩子的成长。如庆“六一”义卖活动，家长与
孩子一起准备，一起布置摊位，一起义卖；又如元旦艺术节和体
育节开幕式上，家长共同参与，家长与孩子共同演出的，会一起
商讨节目，一起排练，一起选服装等，这些都是美好的亲子陪伴
时光。 

2.开展寒暑假亲子系列实践活动，促进亲子沟通。 
寒暑假亲子实践活动，既丰富了孩子的假期生活，又是对学

生进行社会实践教育的极好题材，同时还能达到家校沟通的目
的。学校可以有意识地组织开展，如诗歌”创作比赛活动，“手
拉手 送温暖”服务困难少年儿童群体活动，利是封 DIY 亲子活
动，贺卡亲子制作活动，“优秀传统文化在身边”五个一亲子活
动——参加一项传统民俗活动、参观一个历史文物古迹、阅读一
篇传统文化经典篇目、学讲一个传统文化故事、做一件孝敬父母
长辈的事”，“书海飘香”亲子共读活动等。 

3.组织家庭教育论坛活动。 
组织家庭教育论坛活动，让嘉宾现身说法，更容易引起听众

的共鸣。组织活动前定好主题，发布相关调查问卷，了解家庭教
育中亲子沟通的具体问题，了解他们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然后
有针对性地找到相应的发言嘉宾，可以是有成功教育案例的家长
或一线老师，或者这方面的专家，参与到论坛活动中。活动过程，
可以加入视频、热点新闻等展开讨论。为使活动中有更好的碰撞，
避免嘉宾发言重复， 好在活动前有专人负责收集观点并梳理，

形成脚本，这样就能提高活动效果。 
三、通过家长讲堂活动，有效提升家长素养 
很多学校开展专题讲座的随意性很大，有什么专家，专家擅

长讲什么主题，那就定下了学校这个学期的主题。我们应该思考
如何提高针对性和实效性，可根据学生的心理特点，分年级分学
期定主题，形成系列。如小学六个年级可以这样安排： 

一年级学生对小学生活既新鲜，又不习惯，因而一时难以适
应，好奇、好动、喜欢模仿，但很难做到专心听讲，特别信任老
师，并且有直观、具体、形象等思维特点，建议学校开学前开讲，
有效指导家长帮助孩子顺利过渡到小学生活，可以安排主题为
《孩子上小学了，我们如何做父母》和《孩子的心理营养》的专
题学习。 

二年级学生是小学生形成自信心的关键期，情绪不稳定容易
冲动，自控力不强。培养爱阅读的孩子很容易，孩子积累了一定
的识字量，进入自主阅读，家长引导孩子养成良好阅读习惯很重
要，学校可安排主题为《家庭教育的智慧——激发孩子学习兴趣
与动力》，让孩子增强自控力，保持学习动力，提高自信心。 

三年级是学生情感发生变化的转折时期，从情感外露、浅显、
不自觉向内控、深刻、自觉发展。但在学习和人际交往中，情绪
控制能力有限。普遍出现马虎大意，做作业磨蹭等不良习惯，需
高度重视及耐心纠正，学校可安排主题为《做情绪的主人》，家
长做情绪的主人，才能减少亲子冲突，建立良好亲子关系。 

四年级学生是儿童成长的一个关键期，处于儿童期的后期阶
段，处于过渡期，生理和心理变化明显，是培养学习能力、情绪
能力、意志能力和学习习惯的 佳时期。孩子已经从被动学习向
主动学习转变，有了自己的想法，但辨别是非的能力还有限，社
会交往经验缺乏，经常会遇到很多难以解决的问题，是不安的开
始，如果不注重引导，孩子可能会因为一些小的困挠干扰了学习，
逐渐对学习失去兴趣，这是可以安排主题为《正面管教，做和善
而坚定的父母》，帮助改善亲子沟通，帮助家长建立更好的亲子
关系。同时还可以安排主题为《家庭教育的智慧 ——激发无限
学习潜能》，有效帮助家长激发孩子的学习潜能，保持学习力。 

五年级的学生竞争意识增强，不甘落后。更关注学习成绩，
对于学习优秀的同学开始产生敬佩之情。独立能力增强，喜欢自
发组成小团体。不轻信吹捧，自控能力逐步增强，那就可以安排
主题为《冰山下的秘密》和《做教练式父母》，帮助家长透过现
象看到问题的本质，才能让家长读懂孩子，指导家长学习多角度
解决问题，做“有温度”的家长。 

六年级学生开始进入青春早期，青春期是少年向成年过渡的
阶段，相当于小学后期和整个中学阶段。学生的自主意识逐渐强
烈，喜欢用批判的眼光看待其他事物，有时还对师长的正当干涉
感到反抗抵制，自我意识、评价和教育的能力也得到了充分发展，
初步形成了个人的性格和人生观，但意志力仍不够坚定，分析问
题的能力还在发展中，所以遇到困难和挫折容易灰心。孩子面临
小升初的压力，父母在这个阶段非常焦炉，更是容易影响孩子的
学习状态，所以要指导家长放下焦虑，调整心态，学校可以安排
主题为《放下焦虑，活出好人生》，指导家长帮助孩子找到 好
的学习状态，更好地迎接小升初。 

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的合力，使孩子养成正确的世界观、人
生观。“取得家长的支持就是工作成功的一半”，我们应该探讨研
究家校沟通的新途径、新方法，真正实现学校与家庭的良好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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