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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traditional education model, school and family are often regarded as independent fields, but in modern society, home-
school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has become an indispensable educational method. It involves the active participation of parents and 
teachers to pool resources to nurture students’ academic, social and emotional growth. Especially in the digital age, the development 
of technology has provided more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for home-school cooperation. The paper explores the definition, 
importance, and significance of home school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in the digital age, while analyzing existing problems and 
proposing improvement paths, in order to provide useful thinking and suggestions for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more effective 
home school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mod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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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时代下高校家校协同育人模式的路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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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传统的教育模式中，学校和家庭常常被看作是独立的领域，但在现代社会，家校协同育人已经成为不可或缺的教育方
式。它涉及家长与教师的积极参与，共同集聚资源来培育学生的学业、社交及情感成长。特别是在数字化时代，科技的发
展为家校合作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和挑战。论文探讨家校协同育人的定义、重要性以及在数字化时代的意义，同时分析现有
问题并提出改进的路径，以期为促进更有效的家校协同育人模式的发展提供有益的思考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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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家庭与学校之间的合作教育，即家校协同育人，一直

以来都被认为是学生全面发展的关键因素。这种合作教育不

仅强调了学术成就的合作，更侧重于培养学生的价值观、责

任感和对学习的热爱。

2 家校协同育人的概念与重要性

2.1 家校协同育人的定义
家庭与学校的合作教育，被界定为家庭与学校间的互利

伙伴关系，共同承担学生全面发展的责任。此模式打破传统

界限，实现学习环境的无缝融合。这不单是追求学术成就的

合作，更是一场注入价值观、责任感和对学习热爱的集体努力。

2.2 家庭与学校合作的优势

2.2.1 共同培养学生的责任心
家校合作在共同培养学生责任感方面展现出深远的优

势。家长与教师在营造合作的教育环境中，负有向学生灌输

坚定的职业道德和责任感的责任。这种共同的方法让学生能

够掌握自己的学习过程，从而在课堂之外培育起责任感。当

家长和老师调整他们的策略，学生接触到一致的期望，增强

了在学术追求和品格培养中问责制的重要性。

2.2.2 提升学生综合素养
家校合作显著提升了学生的综合素养，成为他们重要

的优势。家长和教师的共同努力，创造出超越传统学术教育

的丰富学习环境。接触来自家庭与学校的不同观点与资源，

可以培养学生全面的技能，包括批判性思维、沟通和信息素

养。这种协作模式确保学生不仅获得学术知识，还能获得实

践和社交能力 [1]。



教学方法创新与实践·第 07卷·第 03 期·2024 年 03 月

24

2.3 家校协同育人在数字化时代的意义

2.3.1 利用技术促进信息共享
通过数字化平台，家长和教师能够轻松交流关于学生

进步、成就及挑战的各类信息。实时获取教育资源与互动工

具，有助于增强双方沟通，缩小家庭与学校间的差异。技术

的融合确保信息持续流转，让所有利益相关方能够积极参与

到学生的教育过程中。从在线门户到通讯应用程序的应用，

技术的利用改变了合作教育的方式，使得信息分享变得更加

高效、透明和易于获取 [2]。

2.3.2 数字化工具提升沟通效率
数字化时代预示着家校协作教育模式的革新。其中深

远的意义在于，数字工具提供了更高的沟通效率。通过电子

邮件、即时消息和虚拟会议等数字平台，家长和教育工作者

可以就学生的进步和挑战进行及时且有针对性的讨论。数字

工具加速了信息传播，打破了传统模式中可能存在的沟通障

碍。这种高效沟通不仅节省了时间，而且促成了更频繁、更

有意义的互动。此外，通过使用协作平台，可以确保所有相

关方都获取充分的信息，从而积极主动地解决教育需求。

3 研究现状分析

3.1 国家层面
在国家层面，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将家庭教育和家

校协同育人战略性地纳入基本教育政策。党的十九届五中全

会提出健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机制，《家庭教育促进法》

规定建立健全家庭学校社会协同育人机制，教育部等十三部

门联合印发的《关于健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机制的意

见》以及《“十四五”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都确

定了健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机制的工作任务。在家校合

作理念、模式经过多年发展之后，国家对其重视程度进一步

加强，屡次强调要加强家校教育工作，推进社会支持、网络

建设，促进家庭、学校、社会的紧密合作。

3.2 社会层面
在社会层面，家校合作教育是青少年健康成长的重要

途径，横跨学校、社会和家庭等领域。尽管它的重要性是被

公认的，但它正在努力应对一种矛盾的情况，即“在言辞上

很重要，在行动上是次要的，而不是优先考虑的”，象征着

它在学生事务的无数挑战中被忽视的方面。通常被视为对学

生学术追求的点缀，缺乏对家校合作的重视，源于相互指责

的倾向，而不是培养合作精神。虽然家长的家庭教育观念和

行为总体上有所改善，但家长焦虑的普遍趋势是显而易见

的。父母对有效的养育方式、了解学生的观点以及平衡限制

他们参与学生学习和成长的工作压力表示不确定 [3]。

3.3 个人层面
在个人层面，中小学家校合作教育的格局充满活力和

多样性。然而，高校的情况就不那么乐观了，反映出学校教

育占主导地位，而家庭教育似乎缺乏结构化的作用，在两个

领域之间造成了明显的距离。从教学实践中可以发现，与学

生和家长的普遍互动通常围绕着学生的不当行为或无法解

释的缺勤等问题。有限的沟通主要集中在学生的负面表现

上，使学生、家长和辅导员之间的忧虑循环永久化。

4 高校家校协同育人模式存在主要问题

4.1 家校协同育人的意识需要加强
高等院校的家校合作办学模式面临的首要问题是急需

增强合作意识。当前，家校关系常常呈现出被动、片面的特

征，仅在学生出现异常行为或问题时才被关注，这一思维模

式对日常运作产生了负面影响。部分家长认为，学生进入学

校后，一切责任便完全由学校承担，期待学校解决问题并承

担责任。同时，教师与家长间的沟通也存在断层。在某些情

况下，教师可能采取管理者的态度与家长互动，从而妨碍了

有效的对话与合作，这种等级意识可能导致双方关系紧张，

阻碍开放、建设性的沟通。

4.2 网络互动中的舆情管控问题
高校家校合作的另一大挑战是管理线上互动中的舆论。

家校之间的常用沟通方式包括电话、微信、QQ 及偶尔的面

对面交流，如家访或家长会谈。随着新媒体的广泛使用，

有效控制突发的网络舆情成为家校协作的关键。在信息迅速

通过数字平台传播的时代，学校必须应对线上互动的潜在风

险。积极、准确地展现学校相关事宜变得至关重要，因为公

众舆论显著影响家校合作的声誉和效果。应对在线言论的策

略需纳入合作教育框架，包括主动沟通、及时信息传播及纠

正错误信息。

4.3 平台建设的可行性有待研究
高校家校合作办学模式的发展关键在于平台建设的可

行性。当前，构建专用家校协作平台的理念仍停留在理论阶

段，其实际应用尚需实践验证。该平台的实施需全面评估其

在动态教育环境中的可行性、功能性和适应性。尽管该平台

有望加强家庭与学校的沟通和协作，但其建设过程的复杂性

需经过细致审查。这包括评估技术基础设施、应对挑战并确

保平台与教育工作者及家长的需求紧密对接。平台建设的成

功依赖于其克服实际障碍并提供实际利益的能力，因此在从

概念转变为全面可操作系统前，需进行全面的可行性研究。

5 高校家校协同育人模式的路径

5.1 建立数字化沟通平台

5.1.1 家长与教师在线互动
数字通信平台的建立，是推动家校协同教育模式的核心

环节。此平台创建了一个在线空间，让家长和老师能够实现

无缝交流。利用数字工具，它消除了沟通的障碍，使得学生

信息的实时更新和交流成为可能，家长可以直接掌握孩子的

学业进展，共同构建一个透明、积极主动的合作关系。这个

平台成为共享信息、讨论教育策略、及时解决问题的重要渠道。

采用这种创新方式，家庭与学校的联系得以加强，超越了物



教学方法创新与实践·第 07卷·第 03 期·2024 年 03 月

25

理距离的限制，从而提升了整体的协作教育体验。数字通信

平台的成功实施，标志着教育通信战略向现代化、高效率和

包容性的转变，这对于推动整个教育环境的发展至关重要。

5.1.2 学校与家庭信息共享
在家校合作教育模式中，促进学校与家庭间有效的信

息共享，是其重要的支撑。这一策略包括建立起一个无缝连

接的信息流动机制，以确保教育工作者与家长都能够获取到

关于学生学业、社交及情感发展的相关细节。学校通过建立

起一个结构化的信息交流系统，能够及时提供课程、活动及

学生成绩的最新信息，从而培育出一个更加了解情况、参与

度更高的家长群体。与此同时，家长也可以分享他们对孩子

在家庭中的体验和见解，为教育过程提供宝贵的背景信息。

这种互惠的信息共享，加强了合作方法，促成了对学生整体

成长的统一理解。

5.2 制定家校协同育人计划

5.2.1 设立共同目标与价值观
制定家校协同育人计划，是建立和谐教育伙伴关系的关

键策略。这包括在家长和教育工作者之间建立共同的教育目

标和价值观，指导学生全面发展。家庭和学校在共同的目标

上达成一致，如学业成就、品格塑造和社交技能方面，共同

为孩子的成长做出协同的努力。这种合作方式确保学生处于

一个一致且强化的环境中，降低了期望冲突的可能性，明确

的沟通和共同决策是这些协调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共同促

进了学生教育旅程的塑造。通过确立共同的目标和价值观，

家校合作教育模式营造了一个全面、凝聚力强的学习环境，

让家长和教育工作者共同努力，培养全面发展和成功的学生。

5.2.2 制定家庭参与教育的具体计划
在家庭与学校合作模式中，制定具体的家庭参与教育

计划是关键所在。这要求我们拟定详尽的策略，明确父母如

何能积极参与孩子的教育过程。从参加学校举办的活动、课

外活动，到参与家庭作业和项目讨论，这些计划都为深入合

作提供了结构化的框架。教育工作者通过指定角色和期望，

使父母能够有效地贡献于孩子的学习经历。此外，量身定制

的计划还需考虑到不同家庭的特殊情况，承认参与程度可能

因个人情况而异。通过这些周到的策略，家校合作从而转变

为一个动态的伙伴关系，这种关系利用了教育工作者与家长

各自的优势，共同创造了一个有利于学生全面发展的支持和

丰富的环境。

5.3 教师家访与家长参与

5.3.1 制定家访计划
将教师家访纳入家校合作教育模式，需要精心策划和

执行。这涉及对家访的目的、频次和目标的深思熟虑。计

划中应明确家访的具体目的，无论是为了了解学生的家庭

环境、讨论学生的进步，还是为了建立更牢固的师生关系。

良好的家访计划还需要考虑到后勤细节，确保尊重家庭的时

间安排并与家长进行清晰的沟通。通过设定明确的目标和

期望，教育工作者可以最大化家访的效果，深入了解学生

的背景，从而创造更加个性化和支持性的学习体验。此外，

这样的计划还确保了家长的知情和参与，营造了一种合作的

氛围，对学生的学业和个人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综合考虑

这些因素，可以提高教师家访在更广泛的家校合作框架内的

效力。

5.3.2 鼓励家长积极参与学校活动

鼓励家长积极参与学校活动是家校合作教育模式的一

个重要组成部分。这包括培养一种文化氛围，使家长感到自

己受到欢迎和重视，成为教育过程中的重要贡献者。学校应

采取策略，提高家长对学校活动的认识，强调家长参与的益

处，并创造适应不同家庭日程的支持性环境。清晰的沟通渠

道，如定期通讯或专用平台，对传递即将举行的活动信息至

关重要。通过强调父母参与的重要性，并展示其对学生教育

体验的积极影响，教育工作者可以激发家长的积极参与意

愿。这种参与不仅局限于学术活动，还包括课外活动和社区

倡议，从而营造了一种全面的教育方法，加强了家庭与学校

之间的伙伴关系，共同造福学生。

6 结语

在家校协同育人的道路上，我们需要认识到它不仅是

学生成长的关键，也是教育体系的必要组成部分。通过建立

数字化沟通平台、制定明确的家校协同育人计划以及鼓励家

长积极参与学校活动，我们可以构建更加紧密的伙伴关系，

为学生提供更全面的支持和教育体验。家校合作教育模式不

仅关系到学生的未来，也关系到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希望我

们能够共同努力，实现学校、家庭和社会的协同育人目标，

培养出更加优秀和全面发展的新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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