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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让家校（园）共育不再难
“家校（园）共育”巡回研讨会暨安徽省首届家庭教育论坛举办
家庭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要给孩子讲好“人生第一课”，帮助
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讲话的精神，落实《教育
部关于加强家庭教育工作的指导意见》，有效推动广大中小学（幼儿园）做好“家校（园）
共育”工作，促进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同步发展、融合发展、协调发展，7月12
日~13日，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家庭教育研究中心联合安徽青年报社等相关单位，在合肥举行
“家校（园）共育”巡回研讨会暨安徽省首届家庭教育论坛，共同构建有质量的家庭教育指
导体系。
本次研讨会汇集各方教育专家，带来不同主题的讲座分享。全省各市、县（区）教育局领
导，中小学校长、幼儿园园长、分管德育或家长学校副校长，班主任代表，各市、县（区）
校外心理健康辅导中心负责人，以及相关从事家庭教育工作的社会机构负责人等500余人参
与会议，现场聆听、交流与分享。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培训部主任兼家庭教育研究中心主任许
玉乾、安徽青年报社社长汪小雅出席会议并致辞。许玉乾表示，自己是第一次来安徽参加这
样的大型家校（园）共育研讨会，希望能与各位参会人员一起，推动家校（园）共育的进一
步发展。“可以说，目前我国多地家校（园）工作处于合作状态，要想实现家校（园）共育
这种理想状态，需要教育工作者从认识上和实际行动上，不断努力和提高。”
为宣传推广教育专家的先进教育理念，分享参会代表在教育一线的教育教学实践经验，本刊
特开辟专刊，对本次研讨会进行现场采访报道。

家校共育是现代教育制度的标志
东北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家庭教育研究院院长赵刚教授，现场带来题为《家校合作：让每
一个孩子未来都精彩》的报告。他用丰富而又贴近生活的事件、图片以及影像资料给参会者
带来一场精彩的视听盛宴。“把教育寄托给学校，孩子的人生注定失败”“欠缺优秀家庭教
育的人生注定是灰色的”“家庭是重要的资源，家长的缺席同样会带来教育新的不公平”
……为了阐释这些观点，赵刚教授以深入浅出的讲课方式，通过分享真实案例与典型教育故
事，从多方面阐述了家庭教育专业化建设的必要性。
赵教授指出，传统教育强调师生关系，现在已经转变为家校关系。在互联网时代中，学校功
能在衰弱，家庭功能在加强。人类未来的教育趋势是强制化、标准化的学校教育与个性化、
自由化的家庭教育的有效结合。因此，没有家庭参与的教育体系必定问题丛生，家长没有任
何借口缺席孩子的成长。好的教育，一定是家校合作。做好家校（园）共育工作，是现代教
育的必然趋势和基本规律。

科学育儿，重在家长
“你们的孩子，从你们而来，但不是为你们而来”“成为孩子的朋友，是家长的最终归宿，
也是家庭教育的前提”“父母的品质决定着孩子的品质，什么样的家长造就什么样的孩子”
……会议现场，安徽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博士生导师孙德玉教授金句频出。
孙教授以近期发生的社会现象为切入点，用丰富的教育教学经验，结合自身的经历和当今时
代背景下教育教学的现状，在会议上分享了自己的见解。针对教育部在答复政协委员提案时
提出的：教师不得通过手机微信和QQ等方式布置作业，不得将批改作业的任务交给家长，避
免出现“学校减负、社会增负，教师减负、家长增负”等现象。孙教授表示，“事实上，禁
止微信布置作业，禁的不是家校交流，而是禁止通过这种即时通信方式，把本属于学校和老
师的责任‘推卸’给家长。办好教育事业，家庭、学校、社会都有责任。构建和谐家校关
系、形成合作共育的格局，才能保障儿童健康成长。”
他强调了家庭教育要树立正确的儿童观、人本观，提出了家长要“淡化分数、不求名次”的
原因，更指出了家长需要转变观念。只有构建和谐家校关系、形成合作共育的格局，才能保
障儿童健康成长。科学育儿，关键在家长。

家校（园）共育，一键解决
全国家校（园）共育数字化项目领导小组副组长刘强，针对家校共育的现状和存在的难题作
了题为《数字化背景下家校（园）共育的有效途径》的报告。他指出，家校（园）共育难就
难在“有共无育”，教师缺能力，家长缺方法。中央电教馆组织实施的“家园共育”数字化
项目、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家庭教育研究中心等单位组织实施的“家校共育”数字化项目，就
是要借助北京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西南大学、南京师范大学等优秀专家资源和《中国
家庭报·家长学校》、国家卫健委《青春期健康》杂志、《幼教365》等平台的专业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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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学校有抓手、让教师有资源、让家长有方向。
他强调，家校（园）共育数字化项目之所以能够实现“一键解决”，并且同时能够做到“共
育对象一个不少、共育内容一步到位、共育效果一目了然”，主要是因为依托了专业的数字
化平台，让学校一分钟就有了自己的“手机上的学校”，使得家长和学校打破空间联成一
体，通过每周专家视频直播、亲子活动和社会实践活动等具体的共育内容来实现。据了解，
全国家校（园）共育数字化项目接下来将在安徽省遴选一批试点校（园），这将有力推动安
徽省“家校（园）共育”工作的发展。

“新家庭教育”：让所有家庭都成功
会议现场，江苏省扬州市邗江区教育局局长何云峰，就区域如何推进家校共育工作分享了“
邗江路径”和“邗江经验”。“让所有家庭都成功”是何局长的核心理念。他指出，2016
年，邗江区就在全国较早的提出了新家庭教育概念，并结合各学校特点，量身定制了一系列
活动，从“千名教师访万家”活动，到百草园幸福父母学堂、幸福儿童学堂的建立，再到新
家庭教育实验的系统建构和实施……2017年11月，邗江区在全国首创“新家庭教育实验”。
2018年，邗江区先后发布了《新时代“好老师”指南》、《新家庭教育实验“好父母”指
南》和《新家庭教育实验“好学生”指南》，每一份指南，都涵盖不同部分的内容，如“好
父母”指南包括“做最好的自己”“与孩子共成长”“家庭是爱的港湾”“学校是家庭联
盟”等四部分；“好学生”指南分为个人生活篇、学校生活篇、家庭生活篇、社会生活篇等
四部分。
“充分发挥学校教育主导作用、家庭教育主体作用和社会教育参与作用，着力提升教育品
质，创响‘学在邗江’教育品牌，影响社区、社会大环境，以千千万万家庭的好家风支撑起
全社会的好风气。”何局长表示，这是“新家庭教育”的定位和目标。

和家长共同托起明天的太阳
“孩子入园，家长入校”，在会议上，宣城市第一幼儿园园长朱春华对家园共育有着这样的
清晰定位。作为安徽省第二批加入家校共育数字化项目的幼儿园，“如何抓住项目契机，多
方协力让园所‘家园共育’再上一个新台阶？如何调动家长、教师参与的积极性？如何携手
特殊家庭？如何有效利用家长、社会资源？”这些都是她要思考的问题。
在她的带领下，园所成立领导工作组、教师工作组、家长工作组，同时领导工作组每月一计
划、每月一总结、每月一交流、每月一汇报，确保制定详细实施计划，遇到问题立马解决，
在实践中不断优化机制。
朱园长介绍说，不断优化教师家庭共育专业能力，通过“幼教三六五”等宣传平台让家长意
识到家庭教育的意义和重要性，多方开展亲子活动，在开展各类亲子活动时，还充分考虑每
个孩子的家庭背景差异，督促和鼓励相结合，力争让每个能影响孩子的家庭成员都能提升育
儿水平，达成教育理念上的共识。通过项目丰富的资源和内容，和家长共同为孩子托起明
天。她坚信，家校（园）共育数字化项目，将会全面促进幼儿园的内涵发展。

家校应该像一双筷子
会议上，山东省泰安市岱岳区岳峰小学校长谢清田，对岳峰小学的家校共同体探索之路做了
深入的阐述。岳峰小学位于“五岳独尊”的泰山脚下，目前是“一校两区一园”的办学格
局，并以“峰文化”筑牢育人根基，坚持三主体育人，构建了“四级管理、区域联动”家校
共同体模式，形成了“学校家委会为引领、年级家委会为组织、班级家委会为核心、片区小
组为主体”的四级管理网络，按照就近与自愿原则，形成片区联谊小组，开展片区教育活
动。
谢校长介绍，每年的新生入校后的一周时间，首先开展家校互访行动，在交流的过程中对
比、反思。学校倡导每个片区每月组织一次片区沙龙活动，共享育儿经验、破解育儿难题。
基于数字化家庭教育的实践，学校通过智慧校园实现家校沟通的及时化。校长信箱、亲子之
声、《中国家庭报·家长学校》为平台的直播课堂等，成为交流学习的重要载体。
学校的大门永远向家长敞开，家长驻校、家长开放周、家长评教常态化运行，家长义教、家
本课程多元化助力。经过多年的实践引领，形成温馨共育的大氛围。谢校长表示：家庭教育
只有与学校教育形成合力，才能引发教育的内化、激发自我教育的力量。“家校应该像一双
筷子，孩子成长中的个中滋味，一起去品尝，他们二者不可或缺，和衷共济！”
□本版稿件由黄世凤、韩如意采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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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开幕式现场
东北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家庭教育研究院院长    赵  刚教授

安徽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博士生导师    孙德玉教授

全国家校（园）共育数字化项目领导小组副组长    刘    强

江苏省扬州市邗江区教育局局长    何云峰

宣城市第一幼儿园园长    朱春华

山东省泰安市岱岳区岳峰小学校长    谢清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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