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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莆田学校”为例，浅议家校教育的创新实践

◎吴江汉

苏霍姆林斯基曾说过一句让我深思的

话：“你教育孩子，也就在教育自己并检

验自己的人格。”这让我认识到了在孩子

成长的过程中，家庭教育的不可缺失性与

重要性。作为学校一方的教师，我们应该

认识到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之间的关系，

并明确：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对孩子成长

的影响，是终身的。从某种层面来讲，学

校教育是家庭教育的补充。

莆田学校自办校以来，一直都非常重

视学生在学校里的教育，同时也重视学生

的家庭教育。我们通过家访、电访、开家

长座谈会等方式，联手家长共同去教育学

生，并取得了很好的成效。然而，近年来，

因为社会环境、优生资源匮乏、教师老龄

化等因素的影响，我们的办学状态陷入了

一种困局，也导致很多教师心生困惑。

莆田学校的教育，也可以说是莆田百

姓的教育，它每时每刻都受着我们莆田百

姓的关注。同时，它也摆脱不了家庭教育

的影响。为了把我们莆田学校的办学水平

提升上去，同时也引起学生家长足够的重

视，由我们莆田学校引导的家校教育在上

级领导的关心支持下正式提出来，并迅速

地开展起来。其实，家校教育这个概念在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就提出来了，之前称之

为“家校共育”。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

基曾把学校与家长比作成两个“教育者”，

认为这两者“不仅要一致行动，要向儿童

提出同样的要求，而且要志同道合，抱着

一致的信念。”便提出了“家校共育”这

个概念，现在也称之为家校教育。

家校教育与其说是一种方式，还不如

说是一种力量，一种学校与家庭联合起来

的力量，“抱着一致的信念”。在外面很

多城镇学校，家校教育很早就开展起来了。

它的力量，对孩子的成长与教育起着很好

推动作用。

莆田学校的家校教育的提出与开展是

经过深思熟虑的，既有上面文件精神的推

动与指导，也有我们莆田学校实际情况的

需要。近十多年来，受经济发展与社会环

境的影响，很多本地居民都往外迁徙，而

大批外省民工来这里种菜或做散工，居住

简陋。他们的孩子就读在我们莆田学校，

流动性强。学生的家庭教育也受到了很大

冲击，很多学生家长都过于追求家庭物质

环境的改善，而忽略了孩子的教育。我们

学校提出的家校教育，不仅是我们迫切需

要一种有效的教育方式、教育力量推动着

学生的成长与学习，也是通过一种模式，

一种机制让我们的家长用具体的行动参与

学生的成长与学习中。

对孩子成长与学习的重视，仅仅停留

在口头上，那是很苍白无力的。

家校教育在我们学校已经推行两年，

教师与家长都是非常重视的，用实实在在

的行动来重视。其中的创新与实践，可称

之为主动脉。我们学校的家校教育创新实

践主要体现在我们的“三性”：计划性、

行动性与学习性上。

凝心聚力，家、校共同谋划家校教育

的开展。我们学校提出家校教育这一种构

思之后，以班级为单位各自推出数名家长

代表，然后与这些学生家长代表进行商讨，

制定了详细可行的方案，也称之为大的框

架。家校教育中的每一次行动的开展，我

们都是有计划性的——由学校主导，家校

共同商量制定并参与。到目前，我们的家

校教育已经推行两年有余，而且也将继续

推行下去。在这两年多的时间里，除了一

些常规管理外，我们学校围绕着学生举办

了多次大型的家校活动，像颁奖大会，重

要的监考安排，家长教师座谈会等，在每

一次活动有条不紊开展的背后，都离不开

我们周详的计划。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它也强

调了计划的重要性。家校教育，对孩子的

成长与学习来说是一股不可小觑的推动力

量。相关的活动开展之前，做好计划，一

方面是为了家校教育的 可持续性运行。试

想一下，“不预则废”了，那我们的家校

教育肯定是以失败的姿态存在，阻挠了学

生的健康成长和有效学习。它也没有继续

存在的必要性了。另一方面是为了更好地

服务我们的学生，每一次活动的开展，必

须是有效地开展，才能达到预期的目标。

任何一种教育方式的推行，都离不开

它的行动性。脱离了行动性，它就如同泡

沫一样，失去了应有的意义。我们莆田学

校的家校教育提出与开展以来，它的行动

性让它处处闪光。可以很实在地说，我们

的家校教育，已经融入了我们学校的一些

常规管理之中。周一至周五的时候，只要

我们去留意，都可以发现几乎每天都有学

生家长坐在教室里，静静地听老师讲课，

写着听课笔记。待他们听完课，还会在教

委办公室里认真地填写相关的表格，写

下相关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学校一直很重

视家校教育这一块工作，有专门的领导负

责。对家长填写的表格与写下的意见与建

议——也是对我们学校教学工作的一种反

馈，相关领导都会认真对待，发现我们教

师有存在不足的地方，及时与相关的教师

进行沟通，寻求解决的办法。因此，家校

教育，对我们教师的成长也起了很好的推

动作用。还有，有时候在一些班会课或安

全教育课上，我们还可以看到我们的学生

家长在进行一些丰富的课外知识讲座……

除了这些常规管理外，对于学校一些

重要的活动，我们也常见家校教育的身影，

体现在它的行动性上，比如月考、中段考、

期末考等重要的考试，都有我们的学生家

长进行监考，与我们学校的教师搭配，形

成了一道道亮丽的风景。

“当父亲把奖状与奖品双手递给我

时，我激动极了，也感觉比较自豪。……

我看到父亲的眼里，与我一样，写满了激

动，写满了自豪。”一个学生在作文里这

样写道。这位学生描写的就是我们学校举

行的一次颁奖大会，它也是我们家校教育

的一部分。家校教育的行动性，既可以给

学生带来敬畏之心，比如说家长深入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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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课堂听课，无形中让学生心里有一种规劝式的敬畏力量。

绝大部分学生看到有家长来听课了，都会坐得很端正，然

后认真地听老师讲课，做好课堂笔记。也可以给学生带来

自豪感，自信心。当学生在学校里表现进步了，家长会第

一时间知道，表扬他们，并一起分享他们进步带来的喜悦。

对学生来说，得到家长肯定的进步带来的自豪感、自信心

并不比受到学校老师的肯定、表扬弱。家校教育的形成与

开展，是更利于促进学生健康地成长与学习的进步。

在 5月中考里，莆田学校九年级的学生罗盈盈取得了

663.7 的高分成绩，创下莆田学校近十年中考最高分数的

记录，获得了白花镇公办学校的中考状元。然而，在这背后，

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家校教育的力量。她的父母常常活

跃在我们的校园中，监考、颁奖、座谈等，都可以见到他

们主动积极的身影，为家校教育添上靓丽的色彩。

家校教育是一种方式，也是一种力量，但方式也罢，

力量也罢，都必须依附在具体的行动中，它才能彰显出独

特的意义来。可以很肯定地说，我们的家校教育是有计划

地做出来的。

在我们的家校教育里，我们的学习是贯穿始终的。家

校教育在推动学生成长与学习的同时，也要推动我们自己

的成长。那么，我们要如何推动自己的成长呢？那就需要

我们不断地学习了。首先，我们怀以学习的心态去开展我

们的家校教育。在我们莆田学校，家校教育属于新生的幼

儿一般，对很多方面、环节我们还是不熟悉的，必须怀以

学习的态度向其他学校学习，甚至向我们的学生家长学习。

为了做好家校教育，我们学校多次派出了精兵强将到县城，

甚至是到惠州市区中心的一些学校学习他们的家校教育的

知识与经验。同时，也请了不少外面的专家来我们学校对

我们家校教育活动进行指导，我们都怀以谦虚的学习态度。

其次，无论是在一些常规管理里，还是在一些主要的活动

里，都少不了我们教师的积极参与，更少不了教师与家长

的合作互动。这些合作互动的过程就是我们共同学习过程，

群策群力，把家校教育做得更好。我们的目的也很明确，

就是为了更好地推动学生的成长与学习。这些，把学习融

化在具体的行动中，必可化成学习的力量，推动着事情往

好的方向去发展。

到目前为止，我们的家校教育已经开展了两年多了，

或许还谈不上有什么骄人的成绩，但是我们在这条道路上

所走的每一步，都是踏踏实实的，并对学生充满了爱。

我也相信，我们莆田学校的家校教育一定会越做越好。

作者单位：广东省惠东县白花莆田学校

基于家校合作理念的
“问题持续生”转化个案研究

◎黄宝玉
摘要：本文基于家校合作的理念，对一名“问

题持续生”进行个案分析，从教师的角度对家

长进行必要的家庭教育方面的指导，通过改变

家长的教育行为，间接促使该生发生较大转变。

关键词：家校合作 问题持续生 个案 

转化

问题持续生是指积习已久、对老师的批评已经习以为常，即使老

师反复批评、教育，其不良问题仍然持续发生的学生。不妨换个角度，

从家长入手，有时往往能收到奇效。本文基于家校合作的理念，对一

名“问题持续生”进行个案研究，通过调查、观察、访谈的方式，结

果发现父母的教育理念存在偏差及家庭教育知识的缺失导致了对该生

的教育效果不甚理想。班主任通过对家长进行必要的家庭教育方面的

指导，通过改变家长的教育行为，间接促使该生发生较大的转变。

一、个案的基本情况

初一级女生H，13 岁，家中有两个孩子，弟弟在读小学三年级，

和父母及爷爷奶奶、叔叔一家一起住在某城中村同一栋楼的不同楼层。

家庭经济状况良好。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父亲角色缺失，教育孩子

的重担落在母亲肩上。H比较聪明，小学时温顺乖巧，成绩尚可，但

上初中后，完全像是变了个人，性格叛逆，成绩和行为在班里均处于

下游。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上课睡觉、不认真听课

上课时，H经常打瞌睡，有时候，甚至站着也能睡着，经常被老

师罚站，但情况依然如故；除此之外，即使上课没有睡觉，H也未能

认真听课，而是课堂上自顾自地玩。对此，老师多次批评处罚，问题

仍然持续。

（二）作业情况不理想

上网课期间，H从来没有上交过作业，班里制定了欠交作业的班

规，但对于H却形同虚设；复学后，H欠交作业情况仍然很严重，有

时欠缴1科，有时所有作业都不交，有时交上来的作业很多都是空白的，

据她本人说：心情不好，不想做作业！有时，母亲喊她写作业，她也

不肯做，甚至与母亲吵架；有时，班主任会让H补做作业，她也能按

老师的要求补做并上交，催一催，好几天，不催就很少主动交齐作业。

（三）自我意识强、渴望友情

H处于青春期，自我意识强，不容他人批评和压迫，性格叛逆；

H从小和男生一起玩，与女生关系较差；关于H经常和男生玩，其父

母的态度是不允许；经了解，H也曾经主动找班里女生玩，但后来H

感觉自己被班上的女生排斥、传谣言，如整天想着玩，不好好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