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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是人生第一所学校，帮孩子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

家校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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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教育不具有普适性，它

是个性化的，不同的家庭需要不

同的指导，有不同的需求。而目

前的家庭教育指导常常无法满足

家长的个性化需求，在指导内容

上缺乏系统性，针对学业方面的

指导较多，针对人格培养所需要

的心理健康方面的需求满足程度

不高。

“家校社共育，核心是‘育’而

不是‘学’。”牟映雪说，人的一生，

在求学阶段，成功可能 80%是靠

学业成绩，而工作以后，成功可能

只有 20%靠学业成绩，更多则是

靠一个人的综合素养。习惯、兴

趣爱好、人际交往技能等构成了

一个人幸福人生的关键，而这一

切都需要家长来帮助孩子养成。

作为家庭教育指导者的老师则要

发挥好支持者的作用，不仅要基

于被指导者（家长）的需求为家庭

教育做出个性化的指导，也不能

忽视儿童的发展，要更多地去思

考儿童的诉求。

那么，在家庭教育指导中，如

何真正有效地满足家长和孩子多

元化、个性化的需求？

康丽颖以江西省弋阳县的制

度化家校社育人模式举例。弋阳

县经济欠发达，很多孩子的家长

去浙江和江苏打工，留守儿童的

家庭比例非常高。为了重建家校

信任，弋阳县开展了“万师访万

家”活动，还把家长会开到了浙江

义乌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帮助家

长认识到不能缺席孩子成长的重

要性，并通过线上沟通的方式解

决了家长“不在家但在场”的问

题。同时，弋阳县还把非留守儿

童家长变成了留守儿童家庭的

“合伙人”，组成帮扶小组，由学校

提供指导，点对点地帮扶留守儿

童家庭。学校也成为了乡村精神

文明建设的高地，通过孩子去牵

手家长做乡村建设，把学校的图

书资源流动到村委会或乡村阅览

室，教师定期指导开展阅读活动，

形成了有效的家校社协同育人新

模式。

牟映雪则指出，满足多元

化、个性化需求要处理好儿童中

心和家长主体的关系。教育最重

要是“育”，而“育”意味着要

更多地考虑儿童现有的发展水平

以及存在的问题背后的影响因

素。“儿童不仅活在当下，我们

需要守护他们的快乐童年，更要

保障他们长大以后能够成为一个

独立自主、具有创新意识和健全

人格的人。”牟映雪说，每个家

庭都有各自独特的儿童，家长要

从孩子的需要、未来的发展出

发，和学校协商，达成一致的培

养目标，促进每个孩子都能成为

独立的自我，成为具有获得感，

安全感和幸福感的人。在这个过

程中，家长需要学校的支持和指

导，需要科学的育儿理念，老师

也要学习一些有经验的家长科学

的育儿理念、方式，来弥补自己

在家庭教育指导中可能存在的偏

差，让有能力的家长主动参与家

庭教育指导，成为家庭教育指导

过程中的实践型专家，发挥家长

之间的交互影响力，形成家庭教

育指导共同体。

“不要只看重一池一城的得

失，要着眼于培养未来孩子深层

的能力、创造的能力、幸福的能

力。”牟映雪说。家庭、学校和社

会，共同参与到构建孩子完整的

“成长记录”中，才能让孩子知识

更完整、性格更健全，更加快乐地

成长。

周五的下午，儿子放学回到家，我像往常

一样对他说，“周末一定要先将家庭作业写

完，才可以去做其他的事，知道了吗？”

出乎我意料的是，他竟然一反常态没有

回应我。待他走到自己的房间门口时，才小

声嘟囔道，“您老是对我有这么多要求，我的

朋友们比我幸福多了。他们的家长对他们就

没有这么严格。”

听到儿子的话，我不禁有些鼻酸。没想

到在儿子身上付出了这么多时间和精力，他

却一点也不领情。我想应该找个合适的时间

和儿子沟通一下这个问题了，让他尽早明白

我对他要求高，一是在他能够接受的范围之

内，不会对他造成任何压力或负担；二是这决

定着他以后会成为一个怎样的人以及过一种

怎样的生活。

我正这样想着，就听到儿子在书房打翻

文具盒的声音，随后，摔书的声音紧跟着传了

出来。看来儿子对我在他学习和生活方面的

高要求和高标准有些反感了，这个问题不能

拖，应该尽早解决。

周六的早上，妻子做好了早餐，我们坐在

餐桌前等了儿子好几分钟，可他就是赖在房

间不肯起床。我知道他是在和我怄气，于是

放下手中的碗筷，走到他的房间逗趣道：“今

天早餐你妈妈做了你最喜欢吃的豆沙包和灌

汤包，要是你不快点起来，我就一个人吃了。”

说时迟那时快，“给我留几个。”儿子又着

急又不想妥协地喊道。

一起吃过早餐后，我和儿子决定去爬山

放松放松。

很快，我们就来到了离家不远处的一座

山。走在山路上，我们看到山的两侧长满了

青翠的竹子，它们笔直挺拔的躯干吸引我们

驻足欣赏。竹林旁边有一户农家，这家的女

主人正用竹竿晾衣服，礼貌的儿子向她问了

声好。随后，我们闲聊了几句就离开了。一

路上，我们看到好几位农户也在用竹竿晾衣

服。

大约走了 3 公里，我们面前出现了长长

的石阶，我们一步一步地向上爬着。一开始，

儿子和我都感到很轻松，但爬到半山腰的时

候，疲惫感来袭，好在我们都没有放弃，最终

顺利来到了山顶。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说的就是这

样的感觉啊！”儿子有些得意洋洋。

在山顶拍了几张照片后，我们开始往山

下走。顺着山路而下，便来到了一座展览

馆。这座展览馆不大，但里面却陈列着许多

艺术品和古玩。我仔细看了看，这里的艺术

品大部分都是就地取材，用这里的竹子抑或

是特别的石块做成的。

我看了一眼儿子，发现他正目不转睛地

盯着这些工艺品看。很明显，他非常喜欢它

们。

“爸爸，我能买一个竹笛和一个石头做的

带有自己姓名的印章吗？”儿子问。

“当然。你自己挑吧。”我说。

很快，儿子选好了自己喜欢的工艺品，我

们又继续往山下走了。和上山一样，我们再

次遇到了许多石阶。我们小心翼翼地一步一

步向下走着，走完石阶，迎面而来的是那片刚

上山时遇见的竹林。

这一次，我们看到了不一样的风景：几位

农户将几根晾衣服的竹竿扔在了大门口，准

备将它们当作柴火烧。我看了一眼竹竿，它

们显然已经不能再用了。我灵机一动，计上

心头，不如就地取材，和儿子聊聊天，消除他

对我的误解。

“如果你是一根竹子，你是想成为在展览

馆里的那支笛子，还是那根被丢弃的晾衣竿

呢？”我问儿子。

“当然是那支笛子，我才不要被随意抛

弃。”儿子想都没想就说。

接着，我问了他第二个问题。“如果你是

一块石头，你是想成为那个在展览馆里的精

美工艺品，还是我们刚走过的石阶？”

“这还用问吗？当然是工艺品，谁愿意当

石阶被踩来踩去啊！”儿子说。

“那你知道它们为什么同样是竹子和石

头，有的被放在干干净净的展览馆里让人欣

赏，有的只能将命运放在别人手中，让别人决

定它们的去留吗？”我趁热打铁，接着追问。

“这个……我不知道。”儿子边说边摇头。

我提醒儿子一边小心台阶，一边补充道，

“这是因为它们所承受的艰辛和对自己的要

求不一样。同样的一根竹子，要想用作晾衣

架，只需简单的几刀切割，但若想成为一支笛

子，就要经过无数次的刀刻。同样的道理，同

一块石头，若想成为石阶，也只需几刀切割，

倘若想成为工艺品，就需要忍受数不清次数

的雕刻与锤凿了。”

“原来如此啊。爸爸，我知道您为什么对

我那么严格了，您是想让我成为那支笛子或

那个工艺品。”儿子恍然大悟。

看到儿子明白了我的用心良苦，我仿佛

还能再爬一次山。

看见看见
不一样的风景不一样的风景

■ 刘旭东

各自到位各自到位 互相补位互相补位
当好家校社共育当好家校社共育““合伙人合伙人””

■ 本报记者 周睿

近年来，“双减”政策和《中华

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的出

台，从政策和法律的视角强调了协

同育人机制建设，以及中小学校在

协同育人机制建设过程中应该发

挥什么样的作用。今年初，教育部

携手 13 部门出台了《关于健全学

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机制的意

见》，从构建学校、家庭、社会协同

育人的新格局，着力培养德智体美

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

接班人的视角，提出了政府统筹、

学校主导、家庭尽责、社会支持的

整体顶层架构。在首都师范大学

家庭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康丽颖看

来，这在宏观的协同育人的生态建

设、机制建构、功能建设和微观的

行动者角度上都有了新的突破，明

确了家庭、学校和社会教育机构都

要具有协同育人的功能，家长、老

师、社会教育工作者、社会教育机

构等，都应该具备协同育人的能

力。

要让学校、家庭和社会更好地

发挥协同育人的合力，先要弄清

“协同育人”的含义。康丽颖对“协

同育人”做了一个界定，她认为，协

同育人是学校、家庭和社会围绕着

共同的教育目标，明确对儿童教育

的共同责任，相互配合，资源整合，

平等合作，发挥各自的优势，创设

最有利于儿童成长的教育生态环

境，实现教育目的过程和结果的统

一。“家庭是基本的社会设置，学校

是专业化的社会组织，而社会既

包括社区，也包括社会教育机

构、图书馆、博物馆、科技馆、

青少年活动中心、研学旅行基地

等社会教育机构，还包括社会教

育资源单位、企事业、高校、科

研院所等。实际上，所有的社会

成员都要承担未成年人发展的责

任。”康丽颖说。

明确了“协同育人”的含义，就

能更清晰地理解“协同育人机

制”。康丽颖指出，协同育人机制

就是国家为推动教育目的的实现，

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而建立

的由政府驱动或政府统筹、学校主

导、社会支持、家庭参与、多元主体

共建共治共享的工作系统和工作

原理，“这里面育人是核心，协同是

关键，机制是保障。”

除此之外，协同育人机制还

从生态建设和组织建设方面做了

四个关键机制的设计。一是指导

服务机制。通过指导服务体系的

建设，帮助家长提升协同育人能

力。二是责任共担机制。家庭、

学校和社会要一起承担培养社会

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职责。三

是补偿干预机制。对父母或者家

庭教育能力缺失的家庭、有问题

的家长，侧重资源的分配和资源

的倾斜，给他们提供有效的指

导。四是综合评估机制。在评价

学校、评价儿童的发展时，要把

家庭，学校和社会是不是给孩子

成长提供了健康的教育生态作为

评价的指标体系。比如，可以建

立学分银行，把孩子在家里的表

现、在学校的表现以及在社会的

表现统整起来，去评价孩子的发

展，让家庭、学校和社会都能去

跟踪孩子的成长轨迹。

资源整合，构建家校社协同育人新格局

家校社共育，核心在“育”不在“学”

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家庭

教育和学校教育虽然都是为了促

进儿童德智体美劳全面和谐发

展，但各自又存在不同的责任边

界。家庭教育更多的是做好做人

的工作，让儿童学会成为一个健

康的社会人；而学校教育则侧重

于偏重认知的前提条件下，做好

全面和谐育人的工作。“双方应厘

清界限、分清主次。”重庆师范大

学教育学教授、重庆家庭教育研

究会副理事长牟映雪说。

当下的家校社协同育人还存

在责任承担不到位、家庭养育能

力不足、社会教育不规范等问题。

一项基于我国 9 个省（市、

区）的“学校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

系现状”的调查研究显示：我国当

前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在总体上

“完全能满足”和“基本能满足”家

长需求的比例仅 9.3%和 57.7%，

38.6%的学校未组建专门的指导

服务队伍，未达到新时代对学校

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的要求。从

中可以看出，家庭教育质量参差

不齐，家庭教育制度的服务水平

更是有待提升。

那么，如何厘清中小学家庭

教育指导的责任边界，更好地发

挥学校和家庭各自的作用？牟映

雪认为，家长是家庭教育的主体，

中小学则是家庭教育指导的主力

军，家庭教育指导与一般的指导

不同，因为指导的对象是家长，指

导者和被指导者应该处于一个平

等的地位。教师要怀着主动学习

的愿望去提升家庭教育、家校合

作的专业指导能力，还要服务于

家长，成为温暖、成熟、专业的支

持者，有效发挥出家长的主动性、

积极性和创造性，把家长的理念

调到和学校相对同频的状态。

“对家长而言，则应该走出重

智轻德，重认知轻情感，重说教轻

陪伴的误区。”牟映雪说，家庭教

育具有泛在性，家长的榜样示范

胜过千言万语，对儿童的人格养

成、行为习惯和品质培养起着潜

移默化的作用。良好的道德修

养、身心健康和行为习惯的养成

才是家庭教育应该做到的最基本

的教育目标。

对此，康丽颖也特别赞同，她

表示，一些家庭可能从个人诉求

角度，更多地在意孩子的学习成

绩，对孩子品德发展不重视。而

家庭教育最重要的恰恰是品德教

育和做人教育，孩子的习惯、孩子

的人格、孩子的情绪、孩子情感培

养都是非常重要的，家长要从怎

么把孩子培养得更全面，帮助孩

子找到自己的位置出发，给孩子

成长奠定一个基础。“评价一个孩

子的发展不仅仅看他的学业表

现，还要看他的其他表现，这其他

表现更多是在家庭中形成的。”康

丽颖说。

在家校合作中，还有一个问

题普遍存在，那就是一些家长没

有摆正位置，成了老师的助手，成

了学校的督学，甚至经常给学校

提一些非专业性的问题，侵入学

校教育的领域。康丽颖特别提醒

家长，家庭和学校应该是密切的

合作伙伴关系，尽管一些家长的

学历可能比老师高，但术业有专

攻，经过多年专业学习和训练的

老师，在孩子的身体、心理、社会

性发展方面往往比家长更专业。

因此，当遇到一些专业性问题时，

家长要学会向老师求助，切记不

要挑战教师职业的专业性。

分清责任边界
给孩子成长提供更好的支持

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片

家庭是孩子成长的起点，而教师是离家长最近的家庭教

育指导者，社会则是孩子不可或缺的课堂，学校主导、家长尽

责、社会支持对孩子的全面发展至关重要。

当前，家校社三方还存在教育观念不匹配、教育责任与边

界不清、社会教育参与度不高等现象，家长的家庭教育水平和

教师的家庭教育指导能力都急需提

升。如何让学校、家长和社会各司其

职，密切配合，形成协同育人的教育

合力？首都师范大学家庭教育研究

中心主任康丽颖以及重庆师范大学

教育学教授、重庆家庭教育研究会

副理事长牟映雪分享了她们的观

点，为中小学家庭教育指导提出了

行之有效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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