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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aims to explore how to effectively implement family education guidance in the perspective of family school community 
collaboration. Through literature review and case analysis, this study clarifies the importance of home school community 
collaboration in family education and analyzes the challenges currently faced by family education. Based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a family education guidance strategy based on home school community collaboration is proposed, including building a cooperation 
mechanism, developing educational resources, optimizing educational content and methods, and establishing an evaluation and 
feedback system, in order to provide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operational guidance for family education practice.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indicate that these strategies can effectively promote the improvement of family education quality and have a positive impact 
on the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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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减”政策背景下家校社协同视域下家庭教育指导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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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旨在探讨在家校社协同视域下，如何有效实施家庭教育指导。通过文献综述和案例分析，本研究明确了家校社协同
在家庭教育中的重要性，并分析了当前家庭教育面临的挑战，根据现状提出了基于家校社协同的家庭教育指导策略，包括
构建合作机制、开发教育资源、优化教育内容与方法以及建立评价与反馈系统，以期为家庭教育实践提供理论支持和操作
指南。本研究结果表明，这些策略能有效促进家庭教育质量的提升，并对学生的全面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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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家庭教育指导实施策略是教育研究领域中的一个重要

分支，其关注点在于如何通过有效的指导策略优化家庭教育

环境，促进孩子的全面发展。在进行文献梳理时，可以从多

个角度来探讨现有的研究成果，这些角度包括家庭教育的理

论框架、指导策略的分类与实施、家校合作的模式以及家庭

教育的效果评估。

2 文献回顾

通过对家庭教育指导实施策略研究的文献梳理，可以

看出，家庭教育是一个复杂而多维的领域，涉及理论、实践、

评估等多个方面。有效的家庭教育指导策略需要综合考虑家

庭内外的资源，采用科学的方法进行设计和评估，以实现家

庭教育的最佳效果。未来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探讨如何通过

政策支持、社会参与和科技应用来优化家庭教育指导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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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前社会背景下，家庭教育作为学生学习和发展的重要基

石，其重要性日益凸显。然而，家庭教育实践中存在着诸多

挑战，如家长教育能力的不足、家庭教育资源的匮乏、家庭

教育内容与方法的单一化等。为了有效应对这些挑战，需要

从家校社协同的角度出发，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的家庭教育

指导体系。本研究将探讨在家校社协同视域下，如何实施有

效的家庭教育指导，以期为家长和教育工作者提供有益的参

考和借鉴。

3 家校社协同的理论基础

家校社协同是一种新型的教育合作模式，它强调家庭、

学校和社区三方的紧密合作和共同参与。在这种模式下，家

庭、学校和社区不再是孤立的个体，而是相互依存、相互促

进的有机整体。家校社协同的理论基础起源于 20 世纪 70—

80 年代，当时教育界开始认识到家庭和社区对孩子的教育

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逐渐意识到传

统的学校教育模式已无法满足日益复杂多变的社会需求，需

要家庭和社会的更多参与。家校社协同的理论基础包括系统

论、社会资本论和全人教育理念等。这些理论为我们提供了

理解家校社协同的新视角和新思路。

3.1 生态系统理论
生态系统理论认为，生物与其生存环境之间存在着复

杂的相互关系，形成了一个动态的系统。在教育领域，我们

可以将家庭、学校和社区看作是一个教育生态系统，孩子是

这个系统中的核心生物。家校社协同教育就是要创造一个良

好的教育生态环境，让孩子在这个环境中得到全面、协调的

发展。

3.2 社会资本理论
社会资本理论认为，社会网络中的关系、信任和规范

等无形资产对个体的行为和成就有着重要影响。在家校社协

同教育中，通过加强家庭、学校和社区之间的联系和合作，

可以形成强大的社会资本，为孩子的成长提供更多的机会和

资源，同时也有助于培养孩子的社会交往能力和合作精神。

3.3 全人教育的理念
全人教育强调对个体全面发展的关注，包括知识、能力、

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等多个方面。家校社协同教育正是基于全

人教育的理念，通过家庭、学校和社区的合作，为孩子提供

全面的教育支持，促进他们在德、智、体、美等多方面的全

面发展。

综上所述，家校社协同教育的理论基础和核心理念是多

元且相互关联的。这些理论基础为我们提供了深刻的见解和

指导，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家校社协同教育的重要性和实施

路径。在实践中，我们应该不断探索和创新，将这些理论应

用到具体的教育实践中，为孩子的成长创造更加美好的环境。

4 家庭教育的现状分析

通过访谈等方法，我们对当前家庭教育的现状进行了

深入的分析。结果显示，近年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家长教

育意识的提高，家长对家庭教育的重视程度逐渐增强。越来

越多的家长开始积极参与孩子的教育过程，与学校建立良好

的合作关系。然而，仍有一部分家长因工作繁忙、缺乏教育

经验等原因，难以充分履行家庭教育的责任。当前，家庭教

育资源在城乡之间、不同地区之间存在较大的分配不均现

象。一些发达地区和城市家庭拥有更多的教育资源，如优质

的学校、丰富的课外辅导等，而一些农村地区和贫困家庭则

面临教育资源匮乏的问题。这种不均衡的资源分配加剧了教

育差距，制约了部分学生的发展潜力。

随着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家庭教育的内容和方法也

在不断创新。越来越多的家长开始注重培养孩子的综合素质

和创新能力，而不仅仅是追求高分。然而，在实际操作中，

仍存在一些问题，如教育内容过于应试化、教育方法过于简

单粗暴等，这些问题影响了家庭教育的效果和质量。

5 家校社协同教育的实施现状

5.1 家校合作机制不完善，沟通渠道不畅
部分学校与家长之间缺乏有效的沟通机制和合作平台，

导致家校合作难以顺利开展。另外学校与家长之间缺乏有效

的沟通渠道，导致信息传递不及时、不准确。这可能是由于

学校没有设立专门的家校沟通平台，或者家长对学校的沟通

方式不熟悉。

5.2 家长参与度低，合作内容缺乏针对性
部分家长对家校合作的重要性认识不足，缺乏参与学

校教育活动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这可能是由于家长工作繁

忙、时间紧张，或者对学校的教育方式和内容不认同。部分

学校在开展家校合作活动时，缺乏对学生实际需求的深入了

解和分析，导致合作内容缺乏针对性和实效性。

5.3 社区资源未充分利用，政策支持力度不够
社区作为教育的重要延伸，拥有丰富的教育资源，如

图书馆、博物馆、体育场馆等。然而，当这些资源未被充分

利用时，学生便失去了接触和学习这些资源的机会，从而限

制了他们的知识增长和兴趣发展。一些社区的教育资源也未

能得到有效利用，缺乏针对未成年人的教育活动和项目。政

府对家校社协同教育的政策支持力度不够。例如，缺乏对优

秀家校合作项目的奖励措施，对家长参与家校合作的激励措

施不足，都可能导致家校合作的积极性不高。

6 家校社协同下的家庭教育指导策略

6.1 构建家校社合作机制，建立多元化的沟通平台
构建家校社合作机制是推动学生全面发展、提高教育

质量的重要途径。首先需要明确家校社合作的共同目标，即

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包括知识学习、品德教育、身心健康

等方面。

目标应该具有可操作性和可衡量性，便于各方在合作

过程中进行评估和调整。搭建有效的沟通平台是家校社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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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础，学校应设立多元化的家校沟通平台，如家长会、家

校联络群等，定期发布学校新闻、教育动态和学生学习情况，

同时及时收集家长的意见和建议。此外，学校可以利用现代

通讯技术，建立线上家校沟通平台，如微信群、QQ 群、校

园网站等，方便家长随时了解孩子在校的学习和生活情况。

同时可以邀约家长面对面交流，增进彼此的理解和信任。

6.2 制定合作协议，开展合作活动
学校、家长和社区代表应共同制定合作协议，明确各

方的权利和义务，以及合作的具体内容和方式。协议应包括

合作的具体项目、责任分工、资源共享、成果评估等条款，

确保合作的有序进行。根据学生的需求和社区的特点，深入

了解学生的实际需求和发展状况。开展丰富多彩的合作活

动，如亲子阅读活动、社区服务项目、学科竞赛等。例如，

针对低年级学生的家长可以开展亲子阅读活动、针对高年级

学生的家长可以开展学习辅导和升学指导等。同时，学校还

可以根据学生的兴趣和特长，组织相应的课外活动和社团组

织，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6.3 加强社区资源整合，争取政策支持
学校应积极与社区合作，整合社区资源，如图书馆、

体育馆等，为学生提供更多的学习和实践机会。同时，可以

通过与社区组织合作，开展各类教育活动，丰富学生的课余

生活。学校和家长应共同向政府反映家校合作的重要性和需

求，争取政府在政策、资金等方面给予更多的支持。此外，

可以通过与其他学校合作，共同推动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面

对资源和政策的限制，学校还可以探索创新家校合作模式，

如线上家校合作平台、家长志愿者制度等，以适应时代的变

化和学生的需求。同时，可以借鉴国内外先进的家校合作经

验，不断完善和优化合作模式。

通过以上步骤，可以构建起有效的家校社合作机制，

促进家庭、学校和社区的紧密合作，共同为学生的成长和发

展提供支持。

6.4 提供家长教育和培训，培养家长的参与意识
在当今社会，家庭教育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为了更好

地支持孩子的成长和发展，家长需要不断提升自己的教育能

力和参与意识。因此，提供家长教育和培训，培养家长的参

与意识，显得尤为重要。

首先，通过提供家长教育和培训，可以帮助家长了解最

新的教育理念和方法。随着时代的变迁，教育理念和方法也

在不断更新。许多家长可能还停留在传统的教育观念上，而

现代教育越来越注重孩子的个性发展、创造力培养等方面。

因此，通过专业的培训和教育，可以帮助家长了解这些新的

教育理念和方法，使他们能够更好地适应孩子的成长需求。

其次，培训可以提供实用的育儿技巧和策略。许多家

长在面对孩子的行为问题、学习困难等时，可能会感到无所

适从。而专业的培训可以提供一系列的育儿技巧和策略，帮

助家长解决这些问题。例如，如何建立有效的沟通、如何设

定合理的界限和规则、如何激发孩子的学习兴趣等。这些技

巧和策略可以帮助家长更好地与孩子相处，促进孩子的健康

成长。通过培训，可以让家长认识到自己在孩子教育中的重

要角色，激发他们积极参与孩子的教育过程。家长可以通过

参与家长会、志愿活动等方式，与学校和老师建立良好的合

作关系，共同促进孩子的成长。

最后，提供家长教育和培训还有助于构建和谐的家校

关系。当家长具备了足够的教育能力和参与意识时，他们更

能够理解学校的教育目标，与学校形成良好的合作关系。这

样的关系有利于双方更好地支持孩子的成长和发展，形成家

校共育的良好局面。

7 结论

本研究通过对家校社协同视域下的家庭教育指导策略

进行深入探讨，得出了一系列有价值的结论。首先，家校社

协同是一种有效的教育合作模式，能够促进家庭、学校和社

区的紧密合作，共同推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其次，在实施家

庭教育指导策略时，我们需要充分考虑到学生的个体差异和

家庭背景，制定个性化的教育方案。最后，我们还需要不断

完善家校社合作机制，提高家长的参与度和教育能力，共同

推动家庭教育的发展。

8 展望

尽管本研究提出了基于家校社协同的家庭教育指导策

略，但在实践中仍面临许多挑战和问题。未来研究可以进一

步探索如何更有效地整合家庭、学校和社区的资源，以及如

何创新教育模式和方法，以适应不断变化的教育需求和社会

环境。同时，我们还需要加强对家庭教育指导效果的评估和

研究，为教育实践提供更加科学和可靠的依据。通过不断的

研究和实践探索，我们相信家校社协同视域下的家庭教育指

导将会取得更加显著的成效，为学生的全面发展奠定坚实的

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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