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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深入探讨了家校社协同视域下如何有效提升小学德育活动的策略。在当前社会背景下,

小学德育活动面临着诸多挑战,如德育内容与实际生活脱节、德育方法单一乏味等,这些问题严重影响了

德育活动的有效性。为此,本文从家校社协同德育的理论基础出发,强调了家庭、学校与社会在德育过程

中的重要作用及其相互协同的必要性。通过深入分析,本文提出了一系列提升小学德育活动有效性的策

略。首先,加强家校沟通与合作,形成德育合力；其次,创新德育方法,注重学生的主体性和参与性,使德育

活动更加生动有趣。这些策略的实施,将有助于提升小学德育活动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为学生的全面发展

奠定坚实的道德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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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explores in depth the strategies for effectively enhancing primary school moral education 

activit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amily school community collaboration. In the current social context, primary 

school moral education activities face many challenges, such as the disconnect between moral education content 

and actual life, and the monotony of moral education methods, which seriously affect the effectiveness of moral 

education activities. Therefore, starting from the theoretical basis of collaborative moral education between 

family, school, and society, this article emphasizes the important role of family, school, and society in the process 

of moral education and the necessity of mutual coordination. Through in-depth analysis, this article proposes a 

series of strategies to enhance the effectiveness of primary school moral education activities. Firstly, strengthen 

communication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families and schools to form a joint force for moral education; 

Secondly, innovative moral education methods should focus on students' subjectivity and participation, making 

moral education activities more vivid and interest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se strategies will help enhance 

the pertinence and effectiveness of primary school moral education activities, laying a solid moral foundation for 

students'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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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当前社会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小学德育活动的有效性对

于培养学生的道德品质、促进其全面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然而,德育活动的实施并非孤立存在,它需要家庭、学校和社会

的共同参与和协同努力。本文旨在从家校社协同的视域出发,

深入探讨小学德育活动有效性提升的策略。通过分析当前小学

德育活动中存在的问题与挑战,结合家校社三方的资源与优势,

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以期为促进小学生德育素质的全面

提升提供有益参考。 

1 家校社协同德育的理论基础 

1.1家校社协同教育的概念界定 

家校社协同教育是一个综合性的教育理念,它强调家庭、学

校和社会三方在相互协调、通力合作中发挥育人合力。具体而

言,家校社协同教育是指家庭、学校和社会以落实立德树人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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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为主线,在育人过程中充分发挥学校的主导作用、家长的主

体责任以及社会的支持作用,形成优势互补、协同育人的新机制

和新格局。在家校社协同教育的框架下,学校教育不再孤立存在,

而是与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紧密相连。学校作为教育的主阵地,

负责系统地传授知识和技能,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家庭则承担

着情感教育和品德教育的重任,通过言传身教影响孩子的行为

和习惯。社会则提供了广阔的教育资源和实践平台,让学生在真

实的社会环境中学习和成长。家校社协同教育不仅强化了学校

教育的功能,还使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的主体责任更加明确,资

源利用更加有效。它有利于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培养健全的人

格、丰富的情感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同时,家校社协同教育也

是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落实“双减”政策、全面推进家庭教

育、立德树人等教育目标的重要途径。 

1.2家校社协同德育的理论依据 

家校社协同德育的理论依据植根于多个教育领域内的核心

理论,旨在通过家庭、学校和社会三者的紧密合作,共同提升小

学德育活动的有效性。首先,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强调了教育的目

标应涵盖学生的智力、情感、社交和身体等多个方面。家校社

协同德育正是基于这一理论,通过三方的共同努力,为学生提供

全面发展的德育机会。社会支持理论认为,个体的发展离不开社

会的支持。家校社协同德育通过整合家庭、学校和社会资源,

为学生提供充分的支持,有助于他们的健康成长和良好品德的

形成。此外,教育生态系统理论也为家校社协同德育提供了理论

基础。该理论认为,教育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包括家庭、学校、

社会等多个方面。家校社协同德育就是在这一生态系统中,通过

各方的共同努力,为学生创造一个良好的德育环境。社会资本理

论进一步阐释了家校社协同德育的重要性。社会资本是内在于

家庭和社区组织中的资源,有利于儿童和青少年的发展。家校社

协同德育通过增强社会资本,提升德育效果,为学生的全面发展

提供有力保障。 

1.3家校社协同德育的重要性 

家校社协同德育的重要性在于其能够构建一个全方位、多

层次的德育生态系统,促进小学生品德素养的全面发展。家庭作

为学生成长的摇篮,其氛围与教育方式对孩子的道德认知和行

为习惯有着深远的影响。学校作为德育活动的主阵地,通过系统

的课程设置和丰富的实践活动,为学生提供道德知识和行为规

范的教育。社区作为连接家庭与社会的桥梁,蕴含着丰富的德育

资源和实践机会,有助于学生将道德认知转化为实际行动。家校

社协同德育能够打破单一教育主体的局限,实现教育资源的优

化配置和共享。它强调家庭、学校和社区之间的紧密合作与互

动,共同为小学生营造一个良好的成长环境。通过家校社三方共

同努力,可以形成教育合力,提升德育活动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从而更好地满足学生多样化的成长需求。此外,家校社协同德育

还有助于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公民意识,使他们能够更好

地适应未来社会的发展。这种协同教育模式不仅关注学生的个

人成长,更着眼于社。 

2 小学德育活动的现状与挑战 

2.1小学德育活动的实施现状 

小学德育活动的实施现状表现出积极向上的态势,学校致

力于通过多样化的活动形式来培养学生的道德品质。在日常教

学中,学校开展了丰富多彩的德育活动,如德育主题班会、道德

讲堂、爱国教育影片观看等,这些活动旨在向学生传递尊重他

人、团结友爱、诚实守信等重要的道德观念。通过这些实践活

动,学生能够深刻体会到道德行为的重要性,并在日常生活中逐

步树立起正确的人生态度。此外,学校还注重将德育融入到各学

科的教学中,力求在传授知识的同时,培养学生的道德认知和情

感。例如,在历史课上讲述英雄人物的事迹,激发学生的爱国情

怀；在语文课上通过文学作品的分析,引导学生理解道德规范和

价值观。在校园文化环境建设方面,学校也下足了功夫。通过张

贴文明行为守则、开展文明礼仪教育活动等方式,营造出了浓厚

的文明校园氛围。同时,学校还积极组织社会实践活动,如参观

博物馆、参与社区服务等,让学生在实践中锻炼品德,增强社会

责任感。 

小学德育活动的实施现状呈现出全面、深入、细致的特点,

旨在通过多种途径和形式,全面提升学生的道德品质和社会责

任感。 

2.2小学德育活动面临的问题 

在小学德育活动的实施过程中,确实面临着一系列复杂而

深刻的问题。当前,部分小学德育活动的内容设计往往过于单一,

缺乏层次性和针对性,难以满足不同年龄段学生的个性化需求。

德育活动往往侧重于理论知识的灌输,而忽视了实践环节的重

要性,导致学生难以将学到的道德规范转化为实际行动。此外,

家校社协同育人的机制尚不完善,三者之间的合作深度和广度

有待提升。家庭、学校和社区在德育活动中的资源和力量未能

充分整合,形成了一定的教育孤岛现象,影响了德育效果的全面

发挥。同时,德育活动的评价体系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过于注

重结果评价而忽视了过程评价,难以全面、客观地反映学生的德

育发展水平。另外,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和信息时代的到来,小

学生面临着更加多元的价值观念和文化冲击,这对德育活动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如何在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中,引导学生树立

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成为小学德育活动亟待解决的

问题之一。 

2.3家校社协同在小学德育中的必要性 

家校社协同在小学德育中的必要性,体现在多个维度和深

层次的影响上。首先,家庭、学校和社会作为孩子成长的三大支

柱,各自承担着不可或缺的教育责任。家庭是孩子的第一课堂,

父母的言传身教对孩子的品德养成和价值观塑造起着至关重要

的作用。学校则是孩子知识学习和能力培养的主要阵地,通过课

堂教学、课外活动等多种形式,传授知识、培养技能、塑造人格。

社会则提供了孩子接触世界、了解社会的广阔舞台,有助于孩子

增强社会责任感和公民意识。家校社协同能够形成教育合力,

共同应对小学德育面临的挑战。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和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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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多元化,小学德育面临着诸多挑战,如网络社交媒体的普及带

来的信息泛滥、社会竞争压力增大导致的心理健康问题等。家

校社协同能够集合三方力量,共同制定教育策略,引导孩子形成

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观。因此,家校社协同在小学德育中不仅是

必要的,而且是迫切的。只有家庭、学校和社会携手共进,才能

为学生的全面发展赋能,培养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

律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3 家校社协同提升小学德育活动有效性的策略 

3.1加强家校沟通与合作 

在探讨家校社协同提升小学德育活动有效性的策略时,加

强家校沟通与合作是不可或缺的一环。家校双方需建立常态化

的沟通机制,确保信息的及时传递与反馈,为德育活动的顺利开

展奠定坚实基础。学校应积极搭建多元化沟通平台,如家长会、

家校联系手册、微信公众号等,使家长能便捷地了解学校德育工

作的动态与成效,同时表达自身见解与建议。通过深入交流,家

校双方可共同挖掘德育资源,设计贴近学生生活实际、符合其身

心发展规律的德育活动。在这一过程中,家长不仅是活动的参与

者,更是资源的提供者与支持者,他们的专业背景、生活经历均

可转化为丰富的德育素材,增强活动的吸引力与感染力。此外,

家校合作还能促进德育评价体系的完善,确保评价主体多元、内

容丰富、方法科学,从而全面、客观地反映学生的德育发展水平,

为后续的德育活动提供有针对性的改进方向。总之,加强家校沟

通与合作,是提升小学德育活动有效性的关键所在。 

3.2整合社会资源,丰富德育内容 

在探讨家校社协同提升小学德育活动有效性的策略时,整

合社会资源以丰富德育内容显得尤为重要。社会资源,包括公共

文化设施、社区服务项目、企事业单位的公益活动等,都是小学

德育活动不可或缺的补充。通过与社会各界的紧密联系,学校能

够将这些资源融入德育课程与实践活动中,使孩子们在亲身体

验中学习道德知识,培养道德品质。具体而言,学校可以组织学

生参观博物馆、纪念馆等场所,让孩子们在了解历史文化的同

时,感受先贤们的道德风范。此外,与社区合作开展志愿服务

活动,如环保清洁、敬老助残等,不仅能够增强学生的社会责

任感,还能在实践中锤炼他们的意志品质。同时,邀请各行各

业的模范人物进校园分享他们的奋斗历程和道德坚守,也能

为学生提供生动的道德榜样。这种整合社会资源的方式,不仅

拓宽了德育活动的视野,也丰富了德育内容的形式与内涵,使

得小学德育活动更加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学生,从而有

效提升其有效性。 

3.3创新德育方法,提高活动实效性 

在创新德育方法,提高小学德育活动实效性方面,需注重将

理论与实践深度融合。首先,可以引入情境模拟、角色扮演等互

动性强的教学方法,使学生在模拟的真实或虚构情境中体验道

德抉择,从而加深对道德规范的理解与认同。同时,利用信息技

术手段,如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AR)等,打造沉浸式德育学

习环境,让学生在虚拟空间中进行道德实践,提升德育教育的趣

味性和吸引力。此外,将项目式学习(PBL)融入德育活动中,鼓励

学生围绕特定道德主题进行自主探究、合作解决问题,不仅能够

培养他们的团队协作能力,还能在实践中深化对道德价值的认

识。通过跨学科整合,如将德育与语文、艺术等科目相结合,开

展主题式学习活动,使学生在多元文化的熏陶下,形成全面的道

德观念。总之,创新德育方法需紧跟时代发展步伐,充分利用现

代科技和教育理念,打造生动、有效的小学德育活动,以促进学

生的全面发展。 

4 总结 

本文基于家校社协同视域,深入探讨了小学德育活动有效

性提升的策略。文章首先阐述了研究背景、意义及目的方法,

接着从理论基础出发,界定了家校社协同教育的概念,并阐述了

其理论依据和重要性。文章分析了小学德育活动的现状与挑战,

指出了家校社协同的必要性。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加强家校沟通

合作、整合社会资源、创新德育方法等策略来提升小学德育活

动的有效性。文章总结了研究成果,指出了研究不足,并对未来

研究进行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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