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健全家校社协同育人机制是党和国家根据教育发

展需要而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推进中国式教育现

代化的重要措施。但由于协同工作牵涉的部门较多、

流程复杂、沟通难度较大，如何厘清相关部门职责，

发挥其应有的功能，一直是合力育人落地落实的难

题。2024年11月，教育部办公厅等十七部门联合印发

《家校社协同育人“教联体”工作方案》。这是近年

来协同育人工作经验的系统总结，是进一步推进协同

育人从蓝图变成具体可操作的工作方案的重要举措。

/家校社协同的根本目的是育人。12

家教话题

/协同育人要找准重点，抓住主要矛盾。 13

“教联体”的灵魂是“教”字

   “教联体”是为了促进学生健康成长而

形成的工作机制，其根本宗旨是为学校、

家庭和社会做好“育人”工作而构建良好

的教育生态。具体来说，“教联体”就是

要紧紧围绕儿童青少年全面发展的每个环

节做好沟通协调，创设育人形式和活动载

体，把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落到实处。当今

社会普遍注重青少年教育，教育事业也取

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完善的教育生态

还没有完全形成，应试教育的倾向还很难

得到根本性扭转，保障学生身心全面健康

成长的体制机制还有待健全。成立“教联

体”，就是要让各个教育主体和资源单位

更进一步明确责任、加强沟通协同、达成

共识、共同发力，围绕学生在校内外学习

生活的时间轴和空间场，提供全方位、全

过程条件保障，形成“人人、事事、时

时、处处”合力育人的局面。

    协同育人的根本目的是育人，不是为

合作而合作。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内容非

常丰富，涵盖德智体美劳的方方面面。习

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全国教育大会上总结

提出：“要在坚定理想信念上下功夫”

“要在厚植爱国主义情怀上下功夫”“要

在加强品德修养上下功夫”“要在增长知

识见识上下功夫”“要在培养奋斗精神上

下功夫”“要在增强综合素质上下功夫”

“要树立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要全面

加强和改进学校美育”“要在学生中弘扬

劳动精神”。上述内容在主张全面发展的

基础上突出了“德”的统领地位。

    严格来说，上述每个方面的教育都需

要家庭、学校和社会的协同，但这并不意

味着三方要平均用力，而是要找准重点，

善于抓住主要矛盾。今年，全国家校社协

同育人工作现场推进会提出了六个“聚

焦”，即聚焦价值观教育、心理健康、身

体健康、家庭教育指导、学生综合素质以

及校园安全等六大方面。当然，不同学

段、不同区域、不同群体、不同学校在立

德树人工作中所面临的重点工作会有所差

异，比如留守儿童多的学校需要关注对学

生的情感关怀和家庭支持，农村地区的学

校在暑假期间更需要协同开展防溺水安全

教育，周边科技资源集中的学校在培养创

新精神上需要更多协同，以艺术等为特色

的学校就要更多借助社会艺术资源。总

之，要紧紧围绕学生发展的真实需求和突

出问题做文章，整合资源，搭建平台和活

动载体。

    明确了“教联体”的育人职责之后，

接下来就要明确“谁来联”和“联系谁”

的问题，也就是政府、相关部门、家庭和

资源单位在协同育人中分别应该负起怎样

的责任。政府首先要担起统筹领导责任。

教育是国之大计，教育事关中华民族的前

途和未来，协同育人工作当然是政府的责

“教联体”的重点是“联”字

    家庭、学校和社会的协同，其根本目的是育人，

不是为了合作而合作，也不是要平均用力，而是要善

于找准重点，抓住主要矛盾。

    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既是协同合作的对

象，也是学校和社会支持帮助的对象，提升家长的教

育素养和责任意识是协同育人工作中的关键一环。

“教联体”：
推进协同育人工作

落地落实的重要举措
文/洪明（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  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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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联体”的组建和运行须多方配合。14 /“教联体”的关键是要形成一个育人共同体。 15

任；同时，协同育人工作涉及十几个相关

部门，光靠某一个部门是难以做到的，需

要政府发挥好统筹和协调作用。政府应该

根据需要成立指导机构，做好指导工作，

领导好本地区家庭教育指导工作，为学校

教育教学和学生健康成长创造条件，确保

“教联体”的组建和运行。

    在相关部门中，教育部门和学校要发

挥好主导作用。教育部门是教育主管部

门，要在协同育人和“教联体”中发挥更

加积极主动的作用，具体来说可分为两方

面：横向上，在政府领导之下，推动各相

关部门和单位做好协调联动工作；纵向

上，统筹各个学校和教育系统内部资源，

指导学校加强与家庭和社会相关单位的联

系，推动形成协同育人工作格局。教育部

门内部不仅有中小学和幼儿园，还有高

校、成人学校、职业学校、教育科研单位

等，这些都是协同育人的重要力量。

    其他相关部门要明确自身责任，做好

配合作用。一是要强化本部门相应职责，

做好青少年健康成长有关的工作，二是积

极配合教育部门和学校做好相关工作。其

他部门中，有的部门直接负有教育责任，

有的部门涉及青少年健康成长，有的部门

具有资源但没有明确的教育责任。具有教

育责任的部门应在职责范围内做好工作，

比如宣传部门既要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还

要配合相关部门发挥协同作用。有的部门

的工作涉及教育领域，或与教育领域有交

叉，要结合本职工作开展好协同育人，如

网信部门在净化网络空间的同时，还可以

开展青少年信息素养教育。还有些部门，

虽然工作内容与教育关系不大，与青少年

关系也不大，但依然在协同育人中担负着

重要作用，比如消防部门、市场监管部

门、城乡建设部门等。它们因为能够为青

少年健康成长创造良好条件而成为协同育

人链条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家庭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家庭教育

的重点是“做人”的教育，要紧紧围绕

“道德品质、身体素质、生活技能、文化

家教话题

修养、行为习惯”而展开“做人”的教

育。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既是协同

合作的对象，也是学校和社会支持帮助的

对象。家庭教育指导虽然不直接面向儿童

青少年，但提升家长的教育素养和责任意

识是协同育人工作中的关键一环。“教联

体”要统筹协调社会资源做好家庭教育指

导工作，还要引导家长积极参与到学校和

社会教育之中，发挥其积极性和主动性。

   “教联体”的关键点是这个“体”字，

就是要形成一个育人共同体。如果说政府

的责任在于推动学校“教联体”的建设，

确保各学校“教联体”的运行，社会的责

任在于积极参与支持“教联体”工作，那

么学校的责任就是如何在上级的要求下、

在相关部门的配合下组织好、运行好、发

挥好“教联体”功能。

    其一，要做好“教联体”的组织建设

工作。

    过去开展家校社协同育人的组织主要

是家长委员会或者家长教师协会等组织，

重点在于满足家长参与学校事务、沟通家

校关系的需求。当下的“教联体”是过去

家长委员会的升级版，工作重心在于落实

立德树人，推进学校、家庭、社会在育人

上同向、同心、协力。“教联体”是围绕

立德树人而组建的共商、共建、共享的议

事机构，由学校主要领导、家长、社区和

社会相应机构与力量共同参与，要制定

“教联体”的关键是“体”字

“教联体”制度，统筹并完善好学校家庭教

育指导委员会、家长委员会、家长学校、家

访、家长开放日（接待日）等工作机制。

    其二，要根据育人需要，设计相关项

目，用好社会资源。

    “教联体”协同工作内容很丰富，但首

要任务就是根据学校育人需要，创设条件，

充分利用社会资源和家长资源，在文化学

习、体育锻炼、艺术活动、劳动教育、科学

教育、社会实践、课后服务等方面，合作开

展教育活动，搭建教育平台，创建优质的成

长环境。比如，可以利用“五老”等资源联

合组建课后服务队伍、邀请非遗传承人开设

非遗课程、号召区域道德模范组建校外德育

队伍、联合相关资源单位开展特殊儿童和困

境家庭关爱行动等。

    其三，要支持服务好社区，指导帮助社

会资源单位的教育工作。

    协同是双向奔赴的过程，是互利互惠的

行动。学校在利用社会资源的同时，要有

“反哺”意识，在共建中做大“蛋糕”，在

共享中实现双赢。一是要积极与社区共建共

享，学校资源要适度向社区开放。二是要发

挥学校育人主渠道和教育的专业化优势，指

导校外教育机构和社会相应资源单位设计好

项目，优化好资源，提升服务品质，比如与

博物馆共同开设博物馆课程，指导校外研学

基地优化相关活动等。

图/弧光动漫                   编辑 何彩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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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各学校“教联体”的运行，社会的责

任在于积极参与支持“教联体”工作，那

么学校的责任就是如何在上级的要求下、

在相关部门的配合下组织好、运行好、发

挥好“教联体”功能。

    其一，要做好“教联体”的组织建设

工作。

    过去开展家校社协同育人的组织主要

是家长委员会或者家长教师协会等组织，

重点在于满足家长参与学校事务、沟通家

校关系的需求。当下的“教联体”是过去

家长委员会的升级版，工作重心在于落实

立德树人，推进学校、家庭、社会在育人

上同向、同心、协力。“教联体”是围绕

立德树人而组建的共商、共建、共享的议

事机构，由学校主要领导、家长、社区和

社会相应机构与力量共同参与，要制定

“教联体”的关键是“体”字

“教联体”制度，统筹并完善好学校家庭教

育指导委员会、家长委员会、家长学校、家

访、家长开放日（接待日）等工作机制。

    其二，要根据育人需要，设计相关项

目，用好社会资源。

    “教联体”协同工作内容很丰富，但首

要任务就是根据学校育人需要，创设条件，

充分利用社会资源和家长资源，在文化学

习、体育锻炼、艺术活动、劳动教育、科学

教育、社会实践、课后服务等方面，合作开

展教育活动，搭建教育平台，创建优质的成

长环境。比如，可以利用“五老”等资源联

合组建课后服务队伍、邀请非遗传承人开设

非遗课程、号召区域道德模范组建校外德育

队伍、联合相关资源单位开展特殊儿童和困

境家庭关爱行动等。

    其三，要支持服务好社区，指导帮助社

会资源单位的教育工作。

    协同是双向奔赴的过程，是互利互惠的

行动。学校在利用社会资源的同时，要有

“反哺”意识，在共建中做大“蛋糕”，在

共享中实现双赢。一是要积极与社区共建共

享，学校资源要适度向社区开放。二是要发

挥学校育人主渠道和教育的专业化优势，指

导校外教育机构和社会相应资源单位设计好

项目，优化好资源，提升服务品质，比如与

博物馆共同开设博物馆课程，指导校外研学

基地优化相关活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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