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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成长的环境离不开家庭、 学校和社会， 家校社协同育人的
重要性已为越来越多人所认识， 这三方应该怎样实现协同， 家长和
学校如何相互配合？ 听听专家和家长的建议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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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女士 私企员工 女儿9岁

作为家长 ， 在和老师打交道时 ，
我总是有种 “孩子在人家手里” 的小
心翼翼感， 平时， 也本着尽量不给老
师添麻烦的思想， 几乎不私下与老师
联系 。 日常了解孩子在校情况的渠
道， 就是孩子作业本上的得分， 以及
孩子回家后描述的在校趣闻。

今年，我女儿上小学三年级了，一

方面，课业任务增加了，另一方面，她也
不再像之前那样爱聊天了，我对她在校
期间的情况了解得越来越少。 上学期
末， 由于女儿的成绩实在不太理想，我
便硬着头皮给班主任发了一条私信，希
望了解一下孩子在校的状态。 没想到，
班主任很快就打来语音电话，不仅分析
了孩子学习上存在的问题，还提到：“她

上课不爱主动举手，我点名让她起来回
答时，又都能答对。 您在家时，可以让
孩子多练练表达。”老师简单的几句话，
就道出了女儿的薄弱点。 寒假中，我通
过创造当众讲话的机会、让孩子大声朗
读绘本等多种方式，有针对性地帮她提
升了表达能力。

通过这件事 ， 我真正意识到了

“家校共育” 对孩子成长的重要性。 选
择合适的机会， 向老师了解孩子在校
期间的情况 ， 并不会给老师添麻烦 ，
相反， 家长有针对性地帮孩子补足短
板 ， 也是帮老师减轻负担 。 我想说 ，
家长一定要重视与教师、 学校之间的
沟通， 通过 “家校共育” 助力孩子更
好成长。

家长莫因“怕添麻烦”而不与老师沟通
邰邰怡怡明明 绘绘图图

欧阳先生 教师 女儿10岁

作为一名老师， 同时我也是一位
家长， 我很清楚家长和学校老师合理
配合的重要性。 在这个过程中， 家长
要站在主动地位。

首先， 家长要通过各种形式了解
学校动态， 其中包括学校的教育理念
和教学方法， 以便更好地配合学校的
教育工作。 比如最近学校组织了什么
活动， 一方面这些是和孩子交流的话

题 ， 另一方面也能知道孩子的情况 ，
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 更深层次的了
解孩子， 跟学校教育同频共振。

其次， 要积极参加班级的家长会。
在家长会上， 家长还可以与老师交流
孩子的学习情况， 共同探讨孩子的学
习问题。 通过家长会， 家长可以更加
全面地了解孩子在学校的表现和发展
情况。 闺女从小到大的家长会我都会

参加， 我有一些关于孩子的困惑， 也
会跟老师交流， 总能得到老师很耐心
的反馈。 聊完之后， 我总能获得一些
很实用的跟孩子交流的方法， 自己再
面对孩子的时候就很从容了， 更重要
的是， 每次跟老师交流之后， 我就不
那么焦虑了———原来孩子都是这样的。

孩子上学后， 家长们一定要注意
跟学校教育保持一致， 培养孩子良好

的学习习惯。 有的家长认为， 孩子在
学校好好学习就行， 回到家从不管孩
子 ， 其实这种观念不对 。 在家庭中 ，
家长们也应注意培养孩子良好的学习
习惯， 帮助孩子树立正确的学习观念。
引导孩子养成良好的时间管理和自我
控制能力。

此外，家长也可以通过电话、微信
积极跟老师沟通，多关注孩子情况。

家校共育 家长要站在主动地位

孩子的发展需要将校内外资源结合起来

宁女士 家庭主妇 女儿10岁

我身体不好， 生了女儿后就不再
出去工作， 专心照顾家庭， 所以这个
孩子对我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孩子上学后， 老师不可能像家长
那样单独宠爱她， 加上她有点胆小 ，
不善于表现自己， 成绩也一般， 结果
成了班上的 “小透明”。 女儿有些失
落， 我听说后心里很难受， 就四处找
能和老师说得上话的关系， 又经常发

微信拜托班主任多关照我们， 多给女
儿展现机会， 还在教师节给班主任送
过礼， 不过被退回来了。 班主任很客
气， 和我解释教育观点， 让我多带孩
子出去走走， 开阔眼界， 不要只是学
校、 家和课外班三点一线。

刚开始我不服气， 觉得老师是在
敷衍我， 后来看到其他家长在朋友圈
发的孩子参加各种社会实践的照片 ，

我被打动了， 尝试地带着女儿参加了
小区志愿服务队， 周末在小区进行垃
圾分类等志愿活动， 去敬老院给爷爷
奶奶表演节目， 又为女儿报名了公园
和科技馆的 “小小讲解员 ”， 利用寒
暑假去义务讲解。

这样的社会实践持续了一年以
后 ， 我发现女儿的状态有了明显改
变： 看见陌生人不再害怕， 而是大方

地与之微笑 ， 有时候还能聊上几句 ；
对老人特别有耐心， 学会尽己所能地
带给老人欢笑； 为了当好讲解员， 她
还专门查阅了大量文献资料， 不仅口
才练出来了， 知识面也扩展了， 她还
被同学高票选为学习委员， 这是我之
前怎么也想不到的。 看到孩子的变化，
我明白了老师的苦心， 感谢她的指导，
让孩子凭借自己的努力发展得更好。

感谢老师的指导，让孩子成为更好的自己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附属中学校长 刘国雄

北京市家庭教育指导服务“新蕊云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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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门近年来出台多部相关文
件 ， 体现出我国基础教育观念的转
变， 就是从学校教育到大教育实现协
同育人。

家校社协同育人， 是在三者之间
建立衔接关系和互动关系， 使他们成
为一个整体 ， 发挥出 1+1+1＞3的效
果， 最终目的是育人， 落实教育立德
树人的根本任务。 学校要充分发挥协
同育人的主导作用， 比如要及时沟通
学生的情况， 要加强家庭教育指导 ，
要用好社会资源。 家长是家庭教育的
第一责任人， 要发挥主体责任， 提高
家庭教育水平 ， 要主动协同学校教
育， 还要引导子女体验社会。 社会要
完善家庭教育的服务体系， 承担为家
庭提供服务的作用， 要推进社会资源
开放共享， 为家长、 学校教育提供资
源， 还要净化社会育人环境。

家校社协同沟通是非常重要的 。
孩子在上学前一直生活在家庭里， 以

家庭为主， 孩子的发展状况父母看在
眼里、 记在心上， 是最了解的。 当孩
子上学后， 很大一部分时间都在学校
里度过， 家长这时不能仅仅根据自己
眼中的孩子形象去教育孩子， 因为他
很多时候是和同伴、 老师， 和其他人
在一起， 需要学校和家长之间进行沟
通， 告诉家长他的孩子在学校是怎么
接受教育的， 怎么交朋友的， 怎么学
习的， 他有哪些问题， 等等。 家长不
了解这些， 需要学校及时沟通学生在
学校的情况， 告诉家长怎么有的放矢
开展家庭教育。

对于家长， 当孩子上学以后， 家
庭教育方式应发生改变， 结合学校反
馈进行家庭教育， 这是一个方面。

另外一方面， 学校不可能孤立的
教育一个孩子， 他在家庭当中什么样，
他的习惯、 行为、 观念离不开父母的
影响。 学校想做个性化教育、 个性化
指导， 一定要了解学生在什么环境下

成长起来的， 他有什么特点……老师
不知道这些信息， 需要家长履行主体
责任， 主动协同学校教育提供孩子在
家中的信息， 帮助老师、 帮助学校认
识孩子， 这样才能做到协同。

家庭和学校实现双向沟通后， 还
要考虑怎么整合社会资源， 帮助青少
年教育基地开发得更好， 提供有利于
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社会环境。

在家校社协同中，还需要孩子参与
进来，让孩子发声。 父母对孩子在学校
的一举一动都非常关心，比如说“孩子
近视眼需要坐在班里中间位置”， 比如
选班干部、评优，觉得“我家孩子为什么
评不上”，会找老师问这些问题，目的是
为了自己孩子好。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
家长是不是可以反思一下，你的诉求真
的是孩子内心的想法吗？ 不管是评优
评价， 还是排座位， 有时候需要孩子
自己努力、 自己争取， 家长的介入是
剥夺了孩子的机会。

有的家长要求老师必须怎么样 ，
不满足要求就投诉， 如果事情到了这
种程度， 你想想孩子如何和其他同学
相处， 如何在学校继续生活下去？ 有
时候家长处理问题的时候可能舍本逐
末， 需要反思一下自己的行为是不是
真做对了， 不要跟自己原定目标背道
而驰 ， 所以要充分考虑孩子的意见 ，
让他们参与进来。

本报记者 任洁 张晶 杨琳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