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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准家校合作的基点
文 | 洪明

学校在发展中需要认真研究校情，以此确立学校发展

方向、目标、任务和策略。校情包含的内容比较多，一般

来说包括教师情况、学生情况、办学声誉、优良传统、办

学历史、社会资源等，但另外一个与学校办学息息相关的

客观因素——学生的“家情”一直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家情是校情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越来越强调家校共育的时

代，了解家庭的情况对于办好一所学校越来越重要。

所谓家情，简单理解就是学生的家庭情况，主要是指

与学生发展密切相关的家庭因素。影响学生发展的家庭因

素很多，比如家庭经济状况、父母社会角色与文化程度、

家庭人口结构与类型、家庭发展状况（如家庭稳定性、和

谐度）、家庭价值观（家风）、家庭成员健康状况、家长教

育观念与教育能力等。对于学校来说，家情的重要性主要

体现在两方面。其一，家庭是学生成长的早期环境和基础

性环境。“家庭是第一所学校”“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

家庭对孩子的影响比学校更早，影响更直接、更基础，学

生进入学校时已经深深地打上了家庭的烙印，读懂孩子其

实就是要读懂家庭。其二，家长对学校教育的支持、理解、

配合程度影响了学校的教育效果，只有家校之间同频共振、

齐心协力才能达成教育目标。

学校对家情的了解与研究重点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

方面。

一是儿童成长的家庭环境状况。家庭是儿童成长早期

最重要的环境，从教育生态学的角度看，家庭与儿童构成

了物质、能量、信息的互动交换关系。良好的家庭环境主

要包括家庭经济资源状况能够满足儿童发展需要，家庭和

谐与稳定程度为儿童成长提供安全的心理环境，家庭的文

化环境为儿童提供必要的精神营养。当下，儿童成长的物

质环境总体上已经满足儿童成长之需，但个别家庭因经济

困境给孩子带来的影响不容忽视；家庭的稳定性、和谐度、

家风状况对儿童成长极其重要，许多孩子所谓的教育问题

（比如性格孤僻、不良行为、错误价值观）往往是家庭本

身的问题造成的，许多问题孩子其实是问题家庭的牺牲品。

一项对我国有严重问题行为未成年人的研究发现，这些孩

子的家庭教育环境较差，普遍存在着家庭关系紧张（主要

指父母感情不和、经常争吵等）、父母教养方式粗暴、监护

不力、亲子关系疏离等问题。如果不能从家庭环境角度考

虑干预，把工作重点直接放在孩子身上，往往事倍功半。

二是家长教养方式调查。家庭教养方式是家长为达成

心中的教育目标在教育孩子过程中体现出的互动方式，教

养方式对子女人格发展影响极大。美国心理学家戴安娜·鲍

姆林德根据父母对孩子要求以及父母对孩子需求的回应情

况，将家庭教养方式分为四种基本类型：权威型——高要求、

高回应，专制型——高要求、低回应，放纵型——低要求、

高回应，忽视型——低要求、低回应。一般来说，权威型

教养方式下的孩子不仅规则意识强、人际关系和谐，而且

学业成绩优良；忽视型容易造成子女孤僻、冷漠、反社会的

人格特质；放纵型容易带来规则意识差、冲动、叛逆、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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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纵等后果；专制型教养方式下的孩子更容易出现焦虑、攻

击、退缩和抑郁等特质。在我看来，实际生活中的家庭教养

方式还要更加复杂，许多家庭教养方式是矛盾的，父母意见

不一、父辈与祖辈教养方式不一，这会极大影响家庭团结，

也会极大影响教育效果，应该引起学校的关注。了解家庭教

养方式既是分析孩子存在问题的基本视角，也是学校开展家

庭教育指导的基础。

三是家长教育观念调查。家长的教育观是家长开展家

庭教育的根本，体现在家长的成才观、内容观、方法观、亲

子观等层面，了解他们的教育观念才能对家长的教养方式实

施科学指导。第一，成才观。培养什么样的人是教育的第一

性问题，许多家庭教育问题的根源在于成才观上的偏向，重

智轻德，背离了立德树人这一根本任务。第二，内容观。家

庭是生活的场所，家庭教育的根本特征是生活教育，学习是

生活的有机组成，生活是学习最好的滋养。许多家庭以教育

的名义，把家庭变成了第二个课堂，很容易造成孩子的厌学

倾向和一系列心理问题。第三，方法观。由于家庭教育是做

人的教育，而做人教育的关键是知行合一，这就决定了家庭

教育的主要方法应是在亲子陪伴过程中为子女树立正确的方

向、树立做人的规范，并能够因材施教、言传身教，说教、

指责、攀比、打骂是家庭教育方法上的禁忌。第四，亲子观。

亲子观是父母对亲子之间在血缘、伦理、法律、社会、教育

意义上关系的认识以及如何构建和谐关系的理解，既要保护

和尊重，又要严格要求，反对以爱的名义剥夺。

四是家长的家校观调查。家校观直接影响着家长对学

校的态度以及处理家校矛盾的方式。现实中主要存在以下

几种家校关系。推脱责任型：许多家长不能有效履行监护和

教育子女的责任，在家往往把责任推给另一半或者是祖辈

（ 突出表现为父亲缺位或者父母缺位），上学后将教育责任

推给学校，孩子一旦出现教育问题总是认为与自己没有关

系。我行我素型：部分有主见的家长对学校教育不信任，在

学校之外另起炉灶，通过课外班或亲自教育等方式，提前学、

超量学，打乱学校教育的节奏。全权委托型：有的家长在教

育子女问题上感到无能为力，或者自认为缺乏条件，将教

育子女的责任和权利全权委托给学校，这在寄宿制学校里

面尤为突出。良性互动型：这类家长有正确的家校观，能够

与学校建立彼此尊重、责任共担、积极参与、包容信任的

关系。了解、研究家长对待学校的态度，树立正确的家校观，

厘清彼此责任，处理好可能出现的矛盾，这对于构建良好

的家校关系极为重要。

五是家庭教育诉求调查。从某种程度上看，学校是为学

生提供教育产品的专门组织机构，作为学生利益最直接相关

者，学校能否满足家长心中的教育期待是构建良好家校关系

的重要基础。学校应了解和知晓家长对学校教育的满意度与

需求，及时地发现自身问题，不断提升学校教育和管理水平，

提高教师的胜任力；学校只有调查家长的教育诉求，科学分

析其合理性与不合理性，才能捍卫教师和学校的权利，保持

健康的家校关系。此外，学校还要充分了解家长对学校提供

的家校沟通状况的满意度。许多学校虽然成立了家委会，也

开展了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但是许多活动都是走过场、走形

式，没有解决家长的困惑，亟待改进。

了解与研究家情，依据学生的家情开展工作，既是学校

全局和整体工作的需要，又是做好个别学生教育工作的需要；

不仅是校长的工作思路，还是每位教师（尤其是班主任）应

该树立的基本观念。

（作者系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