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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家社协同育人校家社协同育人
让每个孩子共享人生出彩机会让每个孩子共享人生出彩机会

■中国城市报记者 胡安华

多地建设校家社基地
呵护儿童健康成长

日前，中国家庭教育学会
专家、教育部学校规划建设发
展中心专家魏斌接受记者专
访时表示，来自北京亦庄开发
区的“小A”（化名）是一名“阿
斯伯格”特质的孩子，正是家
校社协同共育下成长的孩子
之一。小A读小学3年级的时
候转学到亦庄某学校，当时不
被新班级的同学接纳，学校生
命教育中心的心理老师温老
师得知孩子的特质后，开始帮
助家长了解孩子，引导家长给
予更多的接纳和特别的训
练。为了让小A健康成长，小
A爸爸加入了“做个真父亲”社
会组织，共建“爸爸村庄”，参
与组织“爸爸早餐会”公益活
动，加入“爸爸团学习小组”。

三年过去了，小A家庭在
“喜乐、接纳、群体身份”的土
壤中茁壮成长；小A的情感和
社交的功能已不再“刻板”和
特殊，在团队活动中开始主动
关心其他同学；小A爸爸也成
为学校的“影子”老师，帮助更
多孩子走出困境。

魏斌表示，做好下一代的
育人工作，家庭是花盆，学校
是花园，社会是土壤。孩子的
健康成长，是每一个家庭最核
心的任务之一，很多时候，面
对孩子的成长问题，广大家长
却束手无策；对此，单凭学校
一方面的力量是有限的，家长
们也需要“上课”，同时更需要
多方社会力量参与其中。

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
校家社共建基地成为对接学
校、家庭、社会资源的桥梁，在
促进家校合作、家庭教育和社
区服务方面起到重要作用。

江苏省连云港市柘汪中
心小学地处一座临海古镇，家
长多数靠出海捕捞为业，还有

部分家长外出务工，长期不在
家。“双减”政策出台后，该小
学积极探索特色家校合作之
路，搭建起家校共育暖心桥。
学校定期组织和鼓励家长分
享学习收获、孩子的变化；建
立家校微信群，老师在群里
与家长互动，引导家长说变
化、话成长；老师利用课余时
间家访，拉近家校距离；邀请
村支部书记走进家长学校，为
家长讲解村风村貌、村约村
规、家风家规，以达到协同育
人的目标。

近期，安徽省合肥市庐阳
区首批“庐小家”校家社共育
基地成立，全面加强校家社合
作，通过优质教育资源的共享
和互助，推进校家社共育体系
化规范化建设，在家庭教育咨
询、儿童和青少年德智体美劳
培育等方面开展丰富多样的
服务，把科学的家教理念推广
到千家万户，助力辖区每一个
家庭和睦幸福，每一个孩子健
康成长。

浙江省台州市依托台州
开放大学建设了台州市家庭
教育研究重点实验室，围绕家
庭教育的理念革新、模式更
新、工作创新等领域，在引领
发挥家庭、学校和社会各自优
势和研究完善家庭教育指导
相关培训体系基础上，通过社
区教育与家庭教育融合创新，
开展“立足社区、面向家长，服
务家庭建设、促进儿童心理健
康”的教育研究，为实现“大研
究、大实践、大培训、大平台”
发挥重要作用。

建立相关机制
为协同育人工作保驾护航

今年1月，教育部等十三
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健全学
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机制的
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以
法规的形式进行价值倡导、行
为规范，为各地推动开展学校

家庭社会
协 同 育 人
工作提供了重
要依据。

在首都师范大
学学前教育学院院长、教
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基础
教育家庭教育指导专委会委
员，教育部关工委家庭教育中
心副主任兼秘书长康丽颖看
来，《意见》对于“增强协同育
人共识，积极构建学校家庭社
会协同育人新格局，着力培养
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
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有着重
要的指导意义。

据悉，《意见》提出了三个
方面的重要举措：一是学校充
分发挥协同育人主导作用；二
是家长切实履行家庭教育主
体责任；三是社会有效支持服
务全面育人。

康丽颖表示，学校主导，
搭建协同育人工作平台；家庭
尽责，推动家长育人能力提
升；社会支持，营造协同育人
工作格局。其中，家校社协同
的影响必然延伸到社区社会
并促进民风的改善；通过社会
多元主体协作，形成全社会关
心支持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有
利氛围，最终促进家校社的良
性互动。

康丽颖认为，政府职能部
门，包括民政、妇联、共青团、
关工委以及卫生、文化、文明
办等部门相互支持和协同，将
带动育人环境、办学环境和家
庭环境的整体优化；基层政府
组织、中小学幼儿园、社会教
育机构、早教托育机构、医疗
保健机构、新闻媒体和家庭教
育服务机构等要协同开展家
庭教育指导服务，社会多元主
体协作要做到责任分担、相互
协调，通过清楚的责任划分，
构建权责清晰、分工明确的体
制机制，使得基层政府部门、
社会组织、教育机构等能够利
用各自的资源优势，依法依规

承担相应责任和权利。要协
调好多元主体责任分担与共
担之间的关系，共同支持协同
育人，社会协同要做到平等参
与、相互促进；同时需要专业
支撑，提升协同育人质量。

“发掘和推广协同育人先
进事例和典型经验，在公共媒
体和网络上进行宣传，促进家
长提高家庭教育水平，鼓励家
长参与子女教育，引导社会支
持学校和家庭教育，形成学
校、家庭和社会协同育人的健
康教育生态。”康丽颖表示。

拓展协同育人新途径
达成育人方式深度变革

近年来，全国各地积极推
进校家社体系建设工作，助力
更多孩子健康成长。那么，校
家社共育如何实现协同创新、
达成育人方式的深度变革？

据了解，今年，广州市教
育局开启了“携手共育 护成
长未来可期”为主题的家庭教
育宣传周系列主题活动，“线
上+线下”促进青少年儿童健
康成长与全面发展。广州多
所学校充分利用社会资源，将
专家学者“请进学校”开展讲
座，让学生和家长“走出学校”
参与研学，走出了校家社协同
的创新途径。

在陕西省家庭教育志愿
服务协会副会长雷艳妮看来，
为推动校家社协同创新育人，
一方面需要创新工作推进机
制，建立管理新模式，强化顶
层设计，以联动机制为支撑，
构建“政府、学校、社区、家庭”
四位一体家庭教育大协作网

络；另一方面，需要创新人才
共享机制，建设专业化师资团
队；同时需要创新构建课程体
系，丰富活动实施载体，由政
府牵头建立中小学幼儿园家
长课程建设标准，以家长、老
师和学生需求为依据，形成通
识课程、梯级课程、特色课程
等家长课程。

西安市碑林区建国路小
学德育处主任张维认为，亟需
构建一个“互信、互助、互补”
特征的家校合作平台，家校共
同体不仅是课程、作业、学习
的沟通合作平台，还应该调动
孩子们性格、习惯、兴趣等方
面的互动。学校可以利用课
余时间，组织学生和家长共同
参与学校的校园活动日、亲子
阅读节、亲子互动课堂等活
动，创设多种沟通机制；同时
提供丰富的课程，如家长成长
课堂、教育讲座、团体沙龙、家
长座谈会等，满足不同家庭的
需求。

此外，国家教材委员会大
中小学德育一体化专家委员
会委员、全国高校“四史”教材
编写组主要成员韩振峰认为，
通过协同打造家校社政命运共
同体，致力于构建“三全育人”
新格局，在推进“三全育人”过
程中不断开拓素质教育新境
界。推进素质教育的过程中，
既要关注教育的现实性问题，
又要关注教育的发展性、前瞻
性问题；既要处理好理论与实
践的关系，又要处理好教育发
展与时代进步的关系。

日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家校社共育基地”揭牌暨北京总站与北京景山学校战略合

作框架协议签约仪式在北京举行。根据协议，总台北京总站和北京景山学校将在新

闻宣传、主题活动、艺术教育、学校融媒体中心共建等方面开展深入合作。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加强教材建设和管理，完善

学校管理和教育评价体系，健全学校家庭社会育人机制。近日，教育部等十八

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中小学科学教育工作的意见》，这为完善家庭

教育体系等方面指明了前进道路。

目前，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已成为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构建良好育

人生态的重要之举。增强协同育人共识，将对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发挥着怎样的重要作用？如何进一步拓展协

同育人新途径，达成育人方式的深度变革？

西安市

碑林区建国路小学

开展“ 播种梦想，向阳而

生——扬帆起航团体辅导课”。

西安市碑林区建国路小学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