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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让学校教育成为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的桥梁 
——以园区八中德育工作为例 

◆卢玲玲 

（苏州工业园区第八中学  江苏苏州  215125） 

 
摘要：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三者之间，是相互独立的，又是

相互联系的。教育作为一项系统工程，如将三者有机结合，更好地发挥

教育培养人、塑造人的功能，值得我们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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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教育是子女教育的基础。家庭教育是指在家庭生活中，
由家长尤其是父母对其子女实施的教育。即有意识地通过自己的
言行身教和家庭生活实践，对子女施以一定教育影响的社会活
动。学校教育是子女教育的核心。学校教育是由专业人员承担，
在专门的机构，进行目的明确、组织严密、系统完善、计划性强
的以影响学生身心发展为直接目标的社会实践活动。社会教育是
子女教育的关键。社会教育是指一切社会生活影响于个人身心发
展的教育，狭义来讲是指学校教育以外的一切文化教育设施对学
生进行的各种教育活动。 

一、家校携手  共育成长 
教育者应与家长共同承担孩子成长的责任，加强家校合作。

马忠虎认为，家校合作就是指对学生最具影响的两个社会结构—
—家庭和学校形成合力对学生进行教育，使学校在教育学生时能
得到更多的来自家庭方面的支持，而家长在教育子女时也能得到
更多的来自学校方面的指导。家庭与学校的良好关系并不能保证
学生一定会成功，但可以让孩子更阳光更积极地学习和生活。在
学校和家庭的联系过程中，学校应采用多种联系形式，积极创设
联系的良机。教师可以采用最家访、家长会、家委会、家长学校、
家校活动等，向家长汇报学校教育教学的工作情况及工作计划，
向家长提出教育的具体要求，听取家长的意见，同个别学生家长
交流其子女的一些教育问题。 

1.全员家访 
我校为进一步优化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形成有效教育合

力，开展了以“传递温情，家校共融”为主题的全员大家访。全
100 多位教师对 1000 多户家庭进行了全面深入的家访工作，为
期 3 个月，沟通了家庭，辐射到了社会。各班老师分别走进各个
家庭，深入了解孩子的成长环境及生活经历。在家访的过程中，
老师们与家长亲切交流，详细询问了孩子在家的表现，了解孩子
的生活习惯、兴趣爱好等；对家长们提出的问题老师进行了耐心
细致的解答。访后，老师们还对家访信息进行了整理，同时记录
了家访活动记录表，以便在今后的校园生活中根据孩子的个性差
异进行针对性的指导。 

2.家长会、家委会 
我校会定期召开家长会和家委会，让家长及时了解孩子的在

校情况，也能掌握学校的最新动态，促进家校沟通，增进家校联
系。家长会上，班主任会向各位家长展示班级风貌，汇报孩子们
近期在校的情况。接着，任课教师又分别与家长见面反馈、指导
学生的学习生活情况，共同分享孩子们学习、生活的乐趣。家委
会上，一支精英的家长团队对学校发展的信任和支持，让学生成
长的同时，老师和家长们也得到成长，学校得到更好的发展。 

3.家长学校 
我校为了给每一位孩子营造良好的教育环境，一直积极办好

家长学校，定期邀请教育专家来给家长们做讲座，让家长们认识
到家庭教育的重要性，并学习如何与孩子相处。我校曾特邀了国
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著名萨提亚导师林文采博士助教靳亚妮老
师，靳老师在讲座中特为家长们讲授了男生与女生青春期生理发
展特征和行为特征。靳老师结合一些教育理念，重点从几方面着
手给予了家长指导：如何面对叛逆的孩子，如何管理手机等。我
校还曾邀请了真涵教育创始人、苏州大学大学生促进就业项目特
聘讲师金君红老师来我校为初一、初二家长做了主题为《青春期
孩子的家庭养育》的家庭教育讲座。在讲座中，金老师提出正面

管教是和善而坚定的养育，所有孩子的首要心理需求是寻求归属
感和价值感。 

4.家校活动 
我校会组织一些学校和家庭共同的活动，让家长来参加活动，

感受和子女一起学习，一起游戏的乐趣，从而缩短家庭和学校之
间的距离，提升家庭与学校之间的感情。比如，我校一年一度的
爱心义卖活动会招募家长志愿者，让家长与孩子一起用心助力。 

二、爱的教育  携手共行 
学生与社会接触，会碰到到很多的人和事，这些人和事对其

行为习惯，社会认知，审美标准，价值取向等都会产生重大影响。
作为学校的德育工作者，希望利用德育活动如志愿者活动、少科
院活动、研学旅行和社会实践，使学生更好地与社会连接，丰富
社会经验，且保持正能量来感染自己影响周边的人。 

1.志愿者活动——走进社区  
我校为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奉献、友爱、互助、

进步”的志愿服务精神，进一步打响志愿服务的特色品牌，推动
学雷锋志愿服务活动常态化发展，每年的 3 月份，园区八中“心
之翼”志愿服务队，进入淞潭社区进行志愿服务活动。我校教师
志愿者们主要提供家庭教育、心理健康教育等方面的咨询。学生
志愿者们捐出了爱心书籍等物品进行义卖，还发放积分入学等宣
传册子，他们将关爱他人、服务他人的精神发扬和传承。 

2.少科院活动——走进苏大 
随着苏州市的青少年科技活动迅速发展，我校启动了少科院

项目，创办少年科学院，以此作为推动科技活动开展的一个平台。
我校每年的科技节，带领队员们来到了他们向往的苏州大学开启
了一场科技之旅 -- “走近高校 追求未来”。苏大首席科学家为
队员们开设前言科学技术讲座，告知队员们“科学源于生活、需
要坚持、耐性等待机会”，勉励八中学子善于观察、勤于思考，
机会是青睐于准备好的人。苏大生命科学院李教授带领大家来到
人体标本陈列馆，这个展馆是由人体解剖学、组织胚胎学、病原
生物学和病理学形态学科共同组成。队员们对这里的一切，都充
满好奇。 

3.研学旅行——走进新加坡 
研学旅行是由学校根据区域特色、学生年龄特点和各学科教

学内容需要，组织学生通过集体旅行、集中食宿的方式走出校园，
在与平常不同的生活中拓展视野、丰富知识，加深与自然和文化
的亲近感，增加对集体生活方式和社会公共道德的体验。  

4.社会实践——走进实践基地 
我校为了丰富学生的课余生活，锻炼学生的社会实践能力，

每学期都会组织学生开展社会实践活动。活动一般由副校长带
队，德育处组织，班主任具体负责。 

活动旨在通过实践活动带领学生走出校园，参与各项游乐实
践，激发学生探究兴趣及热爱生活的情感，并引导学生实施自我
管理、自我教育，树立公德意识，加强团结协作，培养集体主义
精神。 

家庭是一切教育的基础，培养孩子学会“规矩”；学校是帮
孩子“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迈好人生第一步；社会则是需
要具备一定能力，懂得感恩，更为完善的人。学校、家庭、社会
共同担负着培养人才的任务，学校教育若能很好地成为家庭教育
和社会教育的桥梁，能更好地促进学生的健康发展。本文希望发
挥家庭、社会的教育作用，以学校为主体，形成家庭、社会广泛
参与的教育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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