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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社会日益发展，学生的心理问题越来越多，奋斗在一线的教育工作者常常会觉得学校的教育是完全不够的。教育不止是学校教育，

往往家庭教育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就要求教育工作者们寻求紧密的“家校合作”。“家校合作”是在家长和老师互相理解，相互合作的基

础上，为促进孩子健康发展做出的保障。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家校合作”都是顺利的。本文结合当前“家校合作”出现的问题提出一些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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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校合作”这一理念在如今社会的大背景下，变得越来越不可或缺。

信息化时代的爆发下，学生接触的社会信息越来越多，心理问题也越来

越多。往往学校的表现和家庭表现不相统一，要想更好的了解学生的想

法，不仅需要老师的关注，更需要家长的配合。著名的教育家苏霍姆林

斯基说过： 完备的教育是学校与家庭的结合。更点醒了“家校合作”

在优质教育中的地位。但往往目标是明确的，过程是充满障碍的。合作

在于互相配合，相互理解。但人都是不同的个体，往往因为家长和老师

的教育理念，教育能力的不同等原因，让原本良好的初衷打了不同的折

扣。作为一线教师，在合作的路上有一些思考。 

1“家校合作”的含义 

“家校合作”到底需要老师和家长合作些什么？深入到什么地步？往

往是一开始工作的老师和家长所面对的问题。是传达老师的教育理念？

是布置学校的任务要求？还是更注重合作这一点出发？问题就是这么来

的。 

案例：同组有一个刚入职的新老师，每天工作都很认真负责。大家

看到都夸他是一个好老师，好苗子。可以看到每天除了工作也都在班级

群里不停的回复家长的信息。但是不久之后，有家长慢慢出现了不满的

情绪。说每一天老师布置的要求太多了，而孩子还小，每项作业都需要

家长配合，好像都是家长在做作业，负担太重。老师像布置任务一样给

家长布置孩子的作业， 后都由家长来承担。大部分家长还是能够理解

这位老师的良苦用心，但是有个别家长的不满就带动了另外几个家长的

情绪。群里的氛围不是很好，这位新老师也很难过。他觉得每一天都把

今天的学习任务详细的公布到了群里，也都详细的告诉家长需要配合什

么，他指导的工作内容都很详细，觉得孩子还小，自主能力不够，就是

需要家长配合啊，孩子是你们亲生的啊，我都那么尽力了，你们做父母

的一点责任都不担么？同组老师看到后都安慰了他，但是也确实看到了

新老师的一些问题所在。 

反思：什么是“家校合作”？我想重点是体现在合作上。我们往往

还会听到一个词语，叫“家校联系”，这两个词语相当接近，但是是完全

两个概念。联系更加侧重的是通知，知晓。往往是传达孩子的近况，传

达学校的任务要求，是家长了解孩子的一个重要途径，当然也是老师了

解孩子的一个方式。但是“家校合作”真的只停留在了联系上么？这个

新老师每一天都很认真的在和家长们联系，告知他们学习的内容，要求，

期盼家长能够一起帮助孩子成长，初心相当好。但是“家校合作”的重

点在于配合。以沟通为基础，合力帮助孩子成长。并不是简单的告知家

长学校的信息，家校两者之间是以相互平等为基础，更像是合作伙伴这

样的关系，他具有互动和合作的特点。是需要激发两者之间共同的责任

需求，家长想要承担教育子女的责任，需要老师的帮助，老师想要承担

教书育人的责任，也需要家长的配合，两者互帮互助，形成强大的教育

合力，帮助孩子得到更加全面和优质的教育环境。这更多的是需要用心

的沟通和交流。我想这就是“家校合作”和“家校联系”之间 本质的

区别吧。 

2 如何取得家长的助力 

其实这是一个有些伤教育工作者心的话题。大部分教师都是勤勤恳

恳的工作态度。对待孩子也都是一颗老母亲的心。可是为什么明明是你

亲生的孩子，家长却不配合呢？相信很多一线教师都有这样的苦恼。 

当今社会，不同孩子的家庭环境各不相同，家长接受教育的程度不

同，教育理念自然也不同。相信家长都很重视孩子的教育。但往往力不

从心，没有方向等原因让原本应该和谐的“家校合作”变得不是一帆风

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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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有几个方面可以关注。 

2.1 明确家校之间的分工 

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是密不可分的，初衷一样，但是分工却不相同。

老师负责学校时间的教育培养，家长负责学校教育后的巩固与监督。两

者缺一不可。很多孩子在学校严格的规范要求下表现良好，但是回到家

后，父母的陪伴缺失，导致了学校教育的效果大打折扣，甚至出现了孩

子的两张面孔。学校是老师心目中的好孩子，回到家却是打闹天宫的孙

悟空。如此反复的落差导致孩子习惯培养的缺失，学习效果缺乏长效性，

甚至导致孩子性格的不稳定等等问题。这就需要老师和家长提前打好预

防针，明确分工的重要性，并说明“家校合作”的必要性。 

2.2 求同存异，共创未来 

老师不是教育的独裁者。家长的教育理念也不一定就不专业。往往

在“家校合作”的过程中，两方的教育理念发生冲突，导致配合不到位，

甚至不欢而散，受伤的往往是孩子。家庭和学校教育两方的有效合作是

教育得以持续的基础和保障。这时候沟通就显得尤为重要。家庭教育和

学校教育不是对立面，不是上下级，是合作共赢的合作者。家庭和学校

两方的有效沟通，把双方的教育理念和教育目的在共同努力下， 大限

度的协调一致，是发挥教育合力 大化的保障。 

2.3 以心换心，合作共育 

“家校合作”是人与人的交流沟通，人与人的相处离不开一颗真诚的

心。只有家长和老师齐心协力才会让教育变得事半功倍。 

案例：在我的教学生涯初期，带过的第一届毕业班。几年相处下来，

家长都成了我们的朋友，常常深夜都在交流孩子的问题，孩子在学校发

生的趣事。这样的关系都是平常一点一滴积累下来的，深夜信息的回复，

每一次教学的反馈，每一次家长求助的指导，每一次家校间的配合，每

一次孩子进步的收获，都能够让家长和我产生巨大的幸福感和满足感，

人是感情动物，教师是一个职业，更是一个良心职业。你用心了，你也

就收获了。在毕业后我还能常常收到家长满怀欣喜的信息，反馈孩子在

初中学习的良好状态，感谢这几年老师的辛勤培养。这大概是老师 大

的成就感了。 

可见，良好的家庭和学校之间的合作，对孩子而言是一辈子的幸福，

这种引导是积极的、正向的，具有无限的动能，会在孩子思想深处起到

长久的引导，植入他的心灵，对学生的影响是巨大的。 

3 家校合作带来的帮助 

传统观念认为，学校教育是 重要的，而家庭教育往往会被忽视。

但是家庭也是孩子成长的主要环境之一，原生家庭对孩子更是至关重要。

家庭教育往往是潜移默化的，家长的一言一行，孩子都会看在眼里，好

的家庭教育不仅能够增进父母和孩子之间的情感，更是能够通过先天亲

密的关系发挥长久且深刻的良好影响。父母 了解自己的孩子，往往家

庭教育更具备针对性，有效的发挥家庭教育的作用，可以做到真正的因

材施教。通过不断的家校沟通，互帮互助，在相同的教育目标下，可以

把教育合力发挥到 大的效果。这也是“家校合作”的初衷。 

作为教师，我们需要积极的走在教育研究中，这种研究既包括学校

教育，也包括家庭教育，则这个过程中，教师的主动学习和思考，是提

升家校合作的催化剂，也是拉近家庭和学校之间距离的纽带，支撑这个

纽带的就是教师无限的教育潜能和教育智慧。 

由此可见，学校教育不是万能的，家庭教育也具备他的局限性。只

有把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有机的整合在一起，利用两者之间侧重点的不

同，老师了解孩子在家的习惯状态，家长了解孩子在校的学习情况，两

者有机结合，呈现给家长和老师一个完整的学生个体，正确把握孩子的

心理特征，因材施教。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互补相长，才能保障孩子的

全方位成长。 

家校合作不是一句口号，实现彼此之间的优势互补，才能 大程度

的给孩子一个完整的教育，促进孩子德智体美全面发展。 

家庭和学校是引导学生健康成长的两股重要的教育力量，二者缺一

不可。一个人的成长需要多方面的促进，离开学校的家庭教育和脱离家

庭的学校教育都是无本之木，看到的都是片面的孩子，只有全方位的看

到孩子的成长，才能为他量体裁衣，引导其走向 幸福的完美人生。 

只有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进行有效的合作，协调一致，形成统一的

教育合力才会取得良好的教育效果。家校合作是沟通家庭教育、学校教

育的重要手段，要使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互相取长补短，将教育的作用

发挥到 大化，促进学校的管理和建设、学生身心健康全面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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