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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中    文    摘    要 

 

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农民工举家进城务工，而他们的随迁

子女也大多正处于义务教育阶段。然而教育不能单单依靠学校教育，还需要家庭教

育以及社会教育的支持与合作，但是由于农民工自身文化素质水平较低，对孩子的

教育缺乏系统性和科学性，家校合作的问题日益突出。传统的家校合作模式像家长

会、家访、电话联系和家校联系手册等已经不能再满足当今时代发展的要求，微信

作为当今人们生活中最热门的信息传播平台之一，集发送文字、图片、语音、视频、

文件功能于一身，能实现内容分享，提供公共消息推送等功能，在人们的信息交流

中扮演着重要角色。通过利用微信平台的这些优势所建立的家校合作新模式，是家

长与学校进行沟通的重要途径，不仅对促进学生全面发展起着重要作用，而且有助

于提升家长的教育素质以及促进教师的专业成长与发展。 

通过问卷调查发现，当今家校合作的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合作意

识不高；合作沟通能力不足；合作内容和方式单一；家校合作相关制度的缺失。依

据当前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模式建构并实施，实践表明，通过微信平台下家校合作，

孩子的课堂表现有所改善，学习积极性有所提高，同时，在教师与家长沟通交流的

过程中，也增长了家长的教育经验及方法，提高了家长的素质，家长能积极的参与

到学校的教育中，更有利于学生的发展。 

关键词：家校合作、随迁子女、微信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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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ization in China, more and more migrant 

workers are working in cities, and most of their children are in the stage of 

compulsory education. However, education can not rely solely on school 

education, but also needs the support and cooperation of family education 

and social education. However, due to the low level of their own cultural 

quality, the lack of systematic and scientific nature of children's education, 

the problem of home school cooperation is becoming increasingly prominent. 

The traditional mode of home school cooperation, such as parents' 

Association, home visit, telephone contact and home school contact manual, 

can not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odern times. As 

one of the hottest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platforms in people's life, 

WeChat is one of the functions of sending text, pictures, voice, video and 

files. It provides public messaging and other functions, and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people's information exchange. The new model of home 

school cooperation established by using these advantages of the WeChat 

platform is an important way for parents and schools to communicate. It not 

only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promoting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but also helps to improve the education quality of parents and 

promote the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and development of eachers. 

Through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 it is found that the existing problems 

of the home school cooperation are mainly in four aspects: the lack of 

cooperation consciousness, the lack of cooperation and communication 

ability, the single cooperation content and mode, and the lack of the related 

system of home school cooperation. According to the existing problems, the 

model construction and implementation have been carried out. The practice 

shows that the children's classroom performance has been improved and the 

learning enthusiasm has been improved through the WeChat platform. At the 

same time, in the process of communication and communication between 

teachers and parents, the parents' teaching experience and methods have also 



 

III 

been increased, and the parents' quality has been improved. Quality, parents 

can actively participate in the school education, more conducive to the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Key words：home school cooperation; Migrated children; WeChat plat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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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1.1 问题的提出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与城市化进程的逐步推进，中国农村劳动力大规模外出就业，

举家外出的家庭化流动使得进城务工农民随迁子女的数量也在不断增加。但由于进

城务工农民随迁子女所在家庭实际情况以及父母身份的特殊性，使得进城务工农民

随迁子女的教育问题也将面临着严峻的考验，而家校合作便是提升进城务工农民随

迁子女教育质量的有效途径。然而，处在这样一个信息技术迅速发展的时代，传统

的家校合作模式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挑战，而微信作为目前最为普及的沟通工具，其

开放性、交互性以及可操作性已被大众接受与认可，微信公众平台就是伴随着这样

的教育信息化应运而生的。 

1.2 研究综述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家长意识到青少年学生的教育仅靠学校单方面的力量是难

以完成的，需要社会更方面的力量，而家庭教育尤为重要。因此，家庭教育和学校

教育是对学生成长影响最大的两个因素，而家校合作就是为了整合家庭和学校的力

量，以更好的培养社会所需要的人才。然而，进城务工农民随迁子女作为当今社会

一个特殊的群体，由于农民工自身文化素质水平较低，对孩子的教育缺乏系统性和

科学性，这就需要通过学校对家长进行教育方法上的指导、培训、策划和组织活动

等，使家庭与学校在教育观念，教育方法上达成和谐一致，形成教育合力，不仅有

利于提高孩子的学业成绩，同时能促进孩子的健康成长。 

1.2.1 已有研究进展 

1.2.1.1 国外研究现状 

大量资料表明，国外对家校合作的研究和实践早于我国很多年。美国、英国和

日本等发达国家对家校合作的研究目前已经发展到相对比较成熟的地步。这些教育

发达国家对中小学家校合作的研究本身起步就早，加之推行力度大和研究进展快，

所以在家校合作方面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并各成特色。 

（1）国外家校合作分类
①
主要有两种 

 第一种：按合作活动中家长担任的角色分类 

美国学者大卫·威廉姆斯研究发现，家长渴望在学校扮演不同的角色，从指导

孩子、课堂辅助到参加校委会制定学校章程等；学者兰根布伦纳和索恩伯格则把家

                                                              
①
刘衍玲, 藏原, 张大均. 家校合作研究述评. 心理科学， 2007, 30, 400-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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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参与学校教育的角色分为三类：（1）支持者和学习者。具体方式有家长会议、家

长小报、家长学校、家庭教育咨询、家校书面联系等；（2）学校活动的自愿参与者、

家长以这种角色身份自愿为学校提供无偿服务。家长可作为班主任的辅助人员，可

就自身经历给学生做非正式报告；可利用自己的特殊才能对学生进行课外辅导等等；

（3）学校决策参与者，家长参与学校教育决策的全过程：决策形成、决策执行和决

策监督。 

第二种：按学校合作活动的目的分类 

美国学者戴维斯从家校合作的目的来划分。家校合作有以下目的：（1）解决目

前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如约见家长，成立家教咨询委员会等；（2）促使家长参与其

子女的教育如家庭教育指导等；（3）利用社区教育资源来丰富学校教育如参观博物

馆，开辟校外教育基地等；（4）吸收家长参与教育决策如家长委员会、家长——教

师协会等。 

（2）国外家校合作模式及实践研究
①
 

日本的 PTA（Parent  Teacher  Association）（父母与教师联合会）项目 

PTA 在沟通学校与家庭、社区的联系，促进青少年发展中作用巨大。其基本单位

是班级，由家长自荐或推举产生委员，与班主任共同组成班级 PTA。各班级的 PTA 委

员会组成学校的 PTA。学校 PTA 分成各种专业委员会，分别负责学生的公益活动、野

营、监督学校设施的使用，对学校工作提出建议并对儿童在社区中活动进行组织和

监督等。 

美国的 MegaSkill 项目 

MegaSkill 项目是一个由家庭——学校研究会建立的教师培训项目.它的任务是

促进学校与家庭之间的关系来促进孩子获得学业上的高成就。参与项目的家长在老

师指导下积极帮助孩子在学业上取得进步，同时在家长和孩子的互动中，亲子关系

得到有效加强和控制。 

美国学校发展项目（SDP） 

该项目由詹姆斯·克莫在 1968 年始建于康涅狄格新港的两所触及学校，通过促

进家——校关系推进学生学业成功。学校董事会负责制定计划，学校发展团队负责

起代表家长、教师、管理者和学校支持者的责任的来推进家校合作，家长被要求积

极参加学校组织的活动，设立专门的家校协调者沟通学校与社区。该项目主要包括

五个方面的内容：家长辅导培训、教师培训、学校管理者培训、建立学校和州政府

                                                              
①
刘衍玲, 藏原, 张大均. 家校合作研究述评. 心理科学, 2007, 30, 400-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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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门之间的伙伴关系、电话培训。 

美国教师帮助家长参与学校作业项目 

1987 年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爱波斯坦提出了初级教育中的“教师帮助家长

参与学校作业”项目（Teachers  Involve  Parent  in  Schoolwork）简称 TIPS。

TIPS 的项目包括：（1）提高家长对孩子作业的了解；（2）提高家长对孩子在家庭中

学习活动的参与度；（3）增强孩子向家长表达学校所发生事件的能力与愿望、并帮

助其提高表达频度；（4）提高各科作业的完成情况。TIPS 项目定期召开学校和家庭

交流会，并讨论语言艺术、科学、健康、数学等主题。 

1.2.1.2 国内家校合作研究 

我国在很早的时候就提出了家校合作模式，目前我国教育体系越来越完善，素

质教育越来越受到重视，但教育不能单单依靠学校教育，还应该综合家庭的力量对

学生进行综合培养。特别是小学生受到家庭的影响还比较严重，所以必须要协调好

学校和家庭两个方面的力量做好家校合作。家校合作不仅对少年儿童的发展具有很

大的推动作用，而且能够提高家长和教育工作者的素质，还能对中小学管理的现代

化产生推动作用。 

我国提出的家校合作的模式
①
主要有两种： 

“以家为本”的家校合作模式
②
：此模式的各项活动围绕家庭展开，主要包括家庭

和社区家长教育、建立社区家长与儿童发展中心，开展家庭学习活动、家访等。此

模式适合年龄较小的孩子，帮助家长对孩子进行深入的教育和辅导，但需要较大的

资源投入。 

“以校为本”的家校合作模式：此模式的各项活动围绕学校展开，主要包括建

立家庭中心、学校家庭教育辅导，招募家长志愿者、家长参与学校事务管理、家庭

学校研讨会等。此模式适用于从幼儿园到高中的家庭和孩子，年龄越小，家庭参与

度越高。 

目前，解决农民工随迁子女家校合作的对策主要有：建立和完善家校合作的法

律法规与教育政策，确保利益相关者参与学校治理的合法权益；建立健全家校合作

的组织机构和工作机制；更新家校合作的理念，家与校要担当起各自的角色责任；

完善家校合作的内容，创新家校合作的模式，提升家校合作层次；提高教师与家长

进行家校合作的专业知识与技能。 

                                                              
①
刘衍玲, 藏原, 张大均. 家校合作研究述评. 心理科学,  2007, 30, 400-402. 

②
曲丽君. 以家为本的家校合作的研究. 辽宁师专学报, 2006, 4, 7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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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3  信息技术支持下的家校合作现状 

    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衍生出许多基于社会性公共信息服务平台的家

校合作模式，如校讯通、家校通等。使信息技术支持下的家校合作系统成为关系家

校合作成效的关键因素之一，目前国内中小学家校合作的主要支持技术可以分为两

类：家校信息互联系统和家校合作网站。 

家校信息互联系统在全国有十多种，其中家校通最具有代表性，如中国移动校

讯通、联通家校通等。从功能模块方面通常具有三种功能：（1）将学生平安到校、

离校刷卡的信息以短信的形式发送给家长；（2）孩子可以通过学校终端话机与家长

进行通话；（3）家长与老师通过短信平台进行教育沟通，这是家校信息互联最主要

的功能。 

家校合作网站通过 Web 页面为教师、家长提供信息发布和信息获取的平台，教

师通过网络信息发布模块把学生在校信息、学校通知、教育知识等发布到互联网上，

家长登录网站就可以获得有关孩子在学校的信息。但由于家校合作网站的访问有硬

件条件限制，没有电脑的家庭就无法取得相应的信息，特别是许多偏远地区，以致

家校合作网站在当下不是家校信息互联的主流。 

1.2.2 信息技术支持下的家校合作存在的问题 

社会性公共信息服务平台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家长在孩子教育过程中的参与

度，但在实践应用过程中却遇到了困境。 

（1）费用方面 

信息技术支持下的家校信息互联系统在给家长、教师带来便捷的同时也产生通

信费用，费用由家长支付或学校直接支付。在义务教育的大背景下，对家校合作进

行收费成为社会广泛争议的焦点，甚至被列入教育乱收费的行列，受到众多家长的

排斥。 

（2）跨网运行方面 

    目前的家校信息互联系统多数是通信运营商在开发，而运营商之间的平台不能

兼容运动，所以有些家长没有入网，同时学校也不能提供相应的解决办法，使得家

校互联系统的参与度随着降低。 

（3）商业化方面 

利用社会力量支持家校合作平台的设计与开发应该是好事，但他被商业化、被

商业利润占据时，信息技术支持下的家校合作效果就会大打折扣，而一个具有健康



第一章  绪论 

5 

积极意义的家校合作平台应该以教育为首要目的。 

（4）功能方面 

     现在大部分使用的家校合作平台以短信服务为主，只以短信为主的交流方式在

如今的移动互联网背景下显得过于单一，并且在平台使用过程中，家长只是简单接

收来自教师的信息通知，在信息交流中处于被动状态，使得信息技术支持的家校合

作优势并没有显露出来。 

这些原因使传统的家长会、家访等家校合作模式仍然占据家校合作的主导地位，

而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教育与学习理念也在不断发展，这将对信息技术支持

下的家校合作提出新的需求。 

近几年有关网络环境下的家校合作研究也呈上升趋势。 

基于现代信息手段的家校合作指网络环境支持下的家校合作，如网站、微博、

QQ 群、校讯通等应用于家校合作的情况。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和教育改革的深化，

网络环境下的家校合作越来越受到关注。因此，研究现代社会性软件在教育中的应

用很有必要。目前期刊库中应用于家校合作的研究主要有 Blog、QQ、BBS 等，但数

量还是很少，将微信与家校合作相结合的文章更是寥寥无几。因此，基于微信平台

的随迁子女家校合作模式研究显得很有必要。 

1.2.3 未来的研究展望 

鉴于我国随迁子女家校合作中存在的问题，笔者认为农民工随迁子女家校合作

的研究趋势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家庭是教育的检查，每位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孩子优秀，但受自身文化程

度的限制，很少有能力去辅导孩子或者说教养的方式方法不对，对此，学校可以以

活动为载体，开展“家长教育讲座”、“家教经验交流”和一些亲子活动，开阔视野。

提供亲子交流平台，开展家长教学观摩日，家长校园艺术活动等，调动家长家教积

极性，提高家长的综合素质，提升家庭教育内涵。 

第二：重视加强学生个案研究，全面提升家庭教育质量。当前，多数家长只了

解到自己孩子的一些表象，实际上并不完全了解自己的孩子，与孩子存在心里距离。

很多外来务工者对子女的教育还只停留在日常生活的琐事中，对孩子的心理教育、

道德培养、习惯约束不足。每个孩子在受教育中都存在着个体差异，所以家庭教育

中家长无疑起到了关键作用，但只依赖于家长也是远远不够的。所以学校要有有效

机制，帮助家长总结出适合外来务工者家庭的教育经验，帮助家长具体指导孩子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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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方式，研究共性群体、做好个案研究，以此为教育提供依据。 

第三：国外对家校合作的研究工作已长达四十多年，因此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而国内对家校合作研究虽然起步较晚，但如今在教育领域中也日渐成为成熟的研究

方向。而借助微信公众平台这种现代技术来研究家校合作具有一定的创新意义，相

信本研究会帮助更多的中小学学校建立起学校微信窗口，同时为家校合作的进一步

创新研究提供一些思路和参考，从而为促进个性化教育发展添砖加瓦。 

1.3 研究意义与研究方法 

1.3.1 研究意义 

本研究的意义包括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两个方面： 

理论意义：目前对家校合作的研究路径有很多，近年来关于网络环境下的家校

合作呈现增长趋势，基于网络环境下的的家校合作大多指网站、微博、QQ 群、校讯

通等，而将微信与家校合作结合的文章更是少之又少，通过研究这种微信平台支持

的家校合作模式，能更加完善家校合作方式，并使之在中小学中推广应用。 

实践意义：通过调查了解进城务工农民随迁子女家校合作的现状，探究一种新

型的家校合作方式，通过构建微信平台支持的家校合作模式，从而帮助学校、家长

更好的发挥家校合作中的作用。 

1.3.2 研究方法 

1.3.2.1 问卷调查法：  

问卷调查法就是指用书面形式间接搜集研究材料的一种调查手段。通过向调查

者发出简明扼要的征询单（表），请示填写对有关问题的意见和建议来间接获得材料

和信息的一种方法。本论文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就农民工随迁子女家校合作现状、

智能手机和微信的普及率等方面进行调查，初步了解家长及教师对新模式的需求度，

并依据问卷结果作出分析，为本研究提供依据。后期调查是为了证实研究成果，对

于研究的开展起重要作用。 

1.3.2.2 访谈法 

通过对教师以及学生家长的访谈更深入的了解当前传统家校合作方式的优缺

点以及基于微信平台家校合作模式的实施过程，用于分析微信平台支持下的家校合

作模式的优势以及实施的有效性。。 

1.3.2.3 比较研究法 

本研究将传统的家校合作模式与微信平台支持的家校合作模式进行对比分析，将

未使用微信平台前学生的各方面表现与使用微信平台后学生各方面的表现进行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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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旨在为建构有效的、可操作的模式提供依据。 

1.3.2.4 文献法 

本研究通过文献检索，有针对性的搜集关于家校合作等方面的材料，对其进行整

理、归纳、分析，了解国内外对本课题的研究水平和程度，同时也为本研究的设计

与分析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和研究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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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家校合作的相关研究 

2.1 研究的相关概念界定 

2.1.1 进城务工农民随迁子女 

    本研究所指的“进城务工农民随便子女”
①
是指户籍不在本城镇，而随进城务工

就业的父母或监护人在本城镇合法居住的，应依法接受九年义务教育的适龄儿童少

年。进城务工农民随迁子女的类型大致包括两类：（1）在农村出生后随父母进城的

适龄儿童少年；（2）父母进城务工后，在城市出生并留城生活的适龄儿童少年。 

2.1.2 家校合作 

所谓家校合作
②
就是学校、教师、家长以及学生之间信息沟通的桥梁，为了提高

教育质量，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协调、

相互支持，从而形成良好的合作伙伴，二者都是以学生为中心，整个过程中要发挥

各自的优势、弥补各自的不足，家长要参与支持学校教育，学校要指导家庭教育，

家校合作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2.1.3 微信的概念及特点 

微信是腾讯公司于 2011 年 1 月发布的一种新型的通讯工具，至今也成为人们生

活中最热门的信息传播平台之一。它集发送文字、图片、语音、视频、文件功能于

一身，能实现内容分享，提供公共消息推送等功能，在人们的信息交流中扮演着重

要角色。 

微信的特点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微信的功能多种多样，在我们当今生活中，既可以扫描二维码，也可以分享

地理位置，但是它更偏向于人际交往，用户之间通过文字或图片或小视频可以实时

交流，建立微信群后还能够实现一对一或一对多的交流。 

（2）微信传播内容有隐蔽性。微信朋友圈好友间的对话只有他们二者共同的好

友才可见，对外人则不可见。 

（3）微信公众号具有消息群发功能和自动回复信息功能，在家校合作中，学校

所推送的相关信息及学习资源只需输入相应的关键字就可以收到相关的个性化的回

复。 

                                                              
①
沈茹. 农民工随迁子女家庭教育问题研究. 苏州, 苏州大学出版社, 2015, 57-245. 

②
魏玲, 张英, 张镭翕. 基于移动云计算下的家校合作模式初探. 中国教育技术装备, 2014, 20, 1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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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家校合作的必要性
①
 

第一，有利于促进学生的全面健康的成长与发展。 

    著名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
②
说过：“儿童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才能实现和谐全面

的发展，就是两个‘教育者’——学校和家庭，不仅要一致行动，要向儿童提出同

样的要求，而且志同道合，抱着一致的信念，始终从同样的原则出发，无论在教育

的目的上，过程上还是手段上，都不要发生分歧。”可见，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二者

间是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的，家庭教育离不开学校，同样学校教育也离不开家庭。

家校合作不仅能有效提高学生的学业成绩，而且对促进学生的全面、和谐发展也有

着重要的意义。 

教育学上存在着“5+2=0”
③
这样一个教育难题。这里的“5”指的是五天的学校

教育，“2”指的是周六、周日两天的家庭教育。“5+2=0”就是说学生在学校受了五

天严格的教育和在家自由放纵了两天后，其教育成果为零。当前我校在家校合作中

存在的问题就是由于家校沟通不够，互动不够及时。而利用微信平台进行的家校合

作则打破了时间与空间的限制，有效促进家校共育。 

第二，有利于教师的专业成长与发展。 

家校合作，主要是针对学生进行个性化辅导，因材施教。在这个过程中教师要不

断学习，不断反思，极大地促进教师专业成长与发展。 

第三，有利于提升家长的教育素质 

家长的受教育程度往往与家长的教育能力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家长的受教育程

度越高，他所具备的教育知识也就越多，就越能积极的参与到子女的教育工作中，

提供越有效的家庭教育，相反，进城务工农民受自身条件限制，缺乏正确的教育理

念与教育方法，因而也就不能对孩子提高有效的教育支持。而在家校合作下，通过

教师和家长的沟通，可以帮助农民家长掌握一些科学的教育方法，提升他们的教育

素养。 

 2.3 传统的家校合作模式 

   传统的家校合作方式主要有召开家长会、家访、电话联系、建立开通校讯通、建

立家校联系手册等，定期试行家长开放日等。   

家长会，依旧是教师简单向家长汇报孩子在校的情况，家长基本处于被动状态，

                                                              
①
何伟振, 谭优生. 微信平台在家校共育中的应用. 教育信息技术, 2017, 1, 72-74. 

张源源, 刘善槐. 农名工随迁子女公办校家校合作：动因、障碍与机制.教育理论与实践, 2015, 20, 12-14. 
②
何伟振, 谭优生. 微信平台在家校共育中的应用. 教育信息技术, 2017, 1, 72-74. 

③
何伟振, 谭优生. 微信平台在家校共育中的应用. 教育信息技术, 2017, 1, 7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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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旧属于单向交流。 

家访是学校安排班主任教师或任课教师，利用课余时间去家访，目的主要是为

了了解学生在家的表现以及家庭教育的情况，并向家长汇报孩子在学校的表现，这

种方式更具有针对性。 

电话可以方便教师及时地向家长反映孩子在校情况，同时也便于老师了解孩子

在家的日常表现，督促孩子的学习。但多数情况下都是教师发现学生思想或学习中

存在某些问题时，主动联系家长以及时解决问题。这时的家长也只是扮演着信息接

受者的角色。 

家校联系手册，班主任每学期会把孩子的学习、品德、纪律等情况如实填写后，

由学生带回家，家长阅读后写出意见或建议。同样，家长也会把孩子在家的学习情

况和日常表现填写到联系手册中，这样老师也可以了解到孩子在家的状态，根据情

况写出相应的建议或意见。 

“学校开放日”活动，让家长走进教室、走进校园，与孩子一起听课，以了解

孩子的学习情况、教师的教学行为，体验教育的全过程，同时要让家长填写意见建

议表等，让家长真正参与到合作教育的环境中来。 

校讯通主要是用于教师发送班级通知、家庭作业、成绩单以及学生的日常表现，

它以手机短信的形式发送给家长，便于家长随时查看短信记录。但是形式过于单一，

并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沟通与交流。 

2.4 微信平台下的家校合作内容与优势 

微信是当今信息化时代的产物，作为新时代的沟通工具在家校合作中发挥着重

要作用。教师建立微信群后，每天能及时在微信群中传达教学内容，反馈学生信息，

随时能为孩子们答疑解惑，不仅能一对一交流，还能一对多交流或者多对多交流。

同时，家长还可以通过文字、语音、小视频以及文件形式，有效反馈孩子在家的学

习情况，避免出现“5+2=0”的结果。此外，教师也可发布一些学习资料或者是将一

些最新的教育动态传递给家长，让家长了解最新的教育理念和教育资讯，以达到资

源共享
①
。 

 在微信平台上，学校也可以建立自己的公众号，定时推送校园工作与校园动态，

便于家长及时了解学校的工作情况。此外，学校还可以在微信平台上发送一些互动

问题，对家长的不同答案进行公布与收集，同时学校也可以根据情况设置更多的版

                                                              

①
李鹏, 戴肖松, 易淑明, 郑晓妮, 陈烨. 微信公众平台在教学中的应用研究现状. 循证护理, 2016, 2, 7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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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让家长真正的参与到学校的建设中来，从而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家校合作。 

与传统的家校合作方式相比较，微信平台下的家校合作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优

势
①
： 

（1）没有时间与空间的限制。学生、教师、家长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学习、

沟通与交流，既及时便捷又有效。 

（2）提供一站式的教育服务。通过微信平台，家校合作不仅仅是进行简单的交

流，同时也是学生、家长、教师共同学习进步的园地。家长除了能了解学生的在校

情况，还能参与到学校的教育管理。同时，家长间也可以进行教育理念的交流，分

享各自的教育经验、教育方法或者是一些成功的教育案例。此外，学校或者教师通

过网络平台上传一些教育信息或者资源，实现资源共享，保证家校互通，从而提高

家庭教育水平。 

（3）成本低，性能高。用户无需购买软件，只需获取相应的应用程序，按需付

费后，把移动设备诸如手机、平板、笔记本等接入互联网即可。这样构建的家校合

作平台，也大大降低了成本，而且性能较高。 

 

 

 

 

 

 

 

 

 

 

 

 

 

                                                              

①
魏玲, 张英, 张镭翕. 基于移动云计算下的家校合作模式初探. 中国教育技术装备, 2014, 20, 1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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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当前我校随迁子女家校合作 

现状调查与分析 

3.1 研究设计 

本项调查将调查对象的范围设定为小店区 X 学校小学部的学生，对家长及教师

进行了问卷调查。共发放家长问卷 800 份，回收问卷 672 份，回收率 84%；发放教师

问卷 91 份，回收问卷 86 份，回收率 94.51%；对 4位行政领导和 20 位教师进行了访

谈。通过实地调查，了解学生日常生活的学习态度、学习方法以及他们的情感态度

价值观。 

   调查问卷主要包括两方面：第一方面是教师和家长使用微信的情况；第二方面

是就目前家校合作的现状以及期望的调查。教师问卷包括：与家长沟通的现状和对

当前家校合作的看法以及预期的态度。家长问卷包括：与教师沟通的现状和当前家

校合作的态度以及预期的态度。 

3.2 调查结果分析 

3.2.1 微信使用情况调查分析 

 

 
图 3.1  微信使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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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微信订阅号了解情况 

 

通过上面的数据可以看出：微信在教师与家长中使用频率都比较高，而且对微

信的各个功能基本都会使用，对微信订阅号也有一定的了解，此外他们的微信程序

基本都处于后台运行状态，便于接收信息。大多数家长与老师都认为微信订阅号可

以解决相关问题。可见，基于微信平台的家校合作具有可行性。 

3.2.2 随迁子女家长文化程度情况调查 

 

 

 
图 3.3 随迁子女家长文化程度 

 

     从表格中可以看出，大多数随迁子女家长的学历集中在初中及以下，受教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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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较低，因而对子女的学习辅导、家庭教育观念、能力和方式都会受影响。 

3.2.3 随迁子女家长与学校的沟通情况 

3.2.3.1 被调查的家长看家校合作的必要性 

 

 
图 3.4 被调查的家长看家校合作的必要性 

 

3.2.3.2 从联系频率看 

 

 
图 3.5 随迁子女家长与学校的联系频率 

 

3.2.3.3 从随迁子女家长与教师联系的主动性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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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6 家长与教师联系的主动性 

 

从图 3.4、图 3.5、图 3.6 中不难看出当前小店区 X 小学家校合作中，很多家

长知道家校合作的重要性，但是很多家长基本不会主动向老师询问孩子在校情况，

或者说只是关心孩子的学业成绩，还没有真正参与到孩子的教育与管理中来。  

 

3.2.3.4 从随迁子女家长与教师联系的方式看 

 

 
图 3.7 随迁子女家长与教师联系的方式 

 

3.2.3.5 从随迁子女家长所希望了解的孩子的信息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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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8 家长希望了解孩子的信息 

 

3.2.3.6 从随迁子女家长与教师沟通表达看 

 

 
图 3.9 随迁子女家长与教师的沟通表达 

 

图 3.7、图 3.9 的数据分析表明， 教师与家长进行沟通仍然是主要通过家长会、

电话。由于随迁子女的家长对家校合作本身的认识还存在偏差和不足，或者由于自

身条件的限制，如工作忙、文化素质低，因而很少主动与教师沟通交流，而只是在

被动的接受学校的信息，家长充分表达自己想法的很少，或者说当“问题”出现时

才去和老师交流。图 3.8 的数据可以看出，当前家长最关心的还是孩子的学习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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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学业成绩、课堂表现、作业情况。其他方面关心的则较少。 

 

3.2.4 从影响家长参与家校合作的原因看 

 

 
图 3.10 影响家长参与家校合作的原因 

 

通过图 3.10 可以看出，影响家长参与家校合作的主要原因是时间和距离，也

就是说大多数家长认为影响家长合作的原因是受时间与空间的限制，而微信平台的

出现恰好可以解决这一个问题，便于家长与教师间及时沟通。 

 

3.2.5 教师在家校合作方面的参与情况 

 

 
 

图 3.11 教师发送通知是否群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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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3.12 教师是否具体发送某个孩子在校信息 

     

从图 3.11、图 3.12 中数据可以发现：教师在给家长发送信息时，大多数时候是

群发的，而且很少涉及到关于具体某个孩子的内容与信息，由此可以看出目前的家

校合作中，个性化教育仍需加强。 

通过以上各种数据的调查分析，进城务工农民随迁子女家校合作现状
①
主要表现

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合作意识不高 

虽然，很多家长和教师都知道家校合作的重要性，但是通过调查我们发现当前 x

小学的家校合作还只是流于形式，家长仅限于服从学校安排，做到配合教师工作而

已，并没有真正参与到孩子的教育和学校的管理中来。很多家长基本不会主动向老

师询问孩子在校情况，或者说只是关心孩子的学业成绩，而对于思想道德素质教育

则有所忽视，这样很难帮助孩子从小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与思想品质。 

其次，合作沟通能力不足。 

   家校合作是家长与学校相互交流、相互支持，共同促进孩子的健康成长。目前

家校合作不足一方面原因是由于这些家长早出晚归，工作时间较长，无暇顾及孩子

的学习情况。对于这些进城务工农民来说赚钱养家是首要的，而生存的压力使得他

们不得不把对于子女的家庭教育置于次要位置，“心有余而力不足”便是这些农民内

心最真实的写照；另一方面原因是这些家长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教育素养不高，

在对孩子学习辅导方面有所限制；第三缺乏机会与勇气向教师或者学校表达自己的

见解，只是被动接受学校的各种信息；亦或是语言比较贫乏，不会及时给予孩子肯

                                                              
①
王小红, 农村家校合作滞后原因分析及对策研究. 现代教育科学, 2013, 2, 4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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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与鼓励，而是更倾向于强制与命令，甚至有的家长对孩子采取暴力手段去教训孩

子，这样只会使得家庭教育的效果越来越差。 

   第三，合作内容和方式单一。 

   当前家校合作中，合作内容绝大多数是涉及到学生的学业成绩，而对于学生的

其他需求诸如学生的兴趣、思想、行为习惯等方面则很少或者根本没有去涉及。或

者说仅限于“问题”的解决，当诸如违纪、受伤、生病等问题发生时，家长才会去

与教师沟通去解决问题，而没有“问题”的沟通则很少，信息的流向大多是单向的，

这样的“家校合作”严重影响了进城务工农民随迁子女全面、健康的发展。 

   家庭与学校联系的途径也是非常广泛的，但是从目前调查分析报告中发现当前

的家校合作中，召开家长会与电话联系仍旧是家庭与学校联系的主要途径，这种单

一的途径难以发挥家校合作的积极作用。 

   第四，家校合作的相关制度的缺失 

   任何一项工作的顺利开展都离不开相关制度的保障，去制约人们的行为，但是

目前，由于我国在家校合作上相关制度的缺失，使得家校合作无章可循，虽然大部

分中小学班级已经成立了自己的家委会，但是它还仅仅处于辅助与支持学校工作的

位置，离我们预期的目标还相距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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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微信平台下家校合作模式的构建与实施过程 

4.1 模式的理论基础
①
 

4.1.1 最优化与教学最优化理论 

所谓最优化理论就是指用最优
②
化、最小的代价（资源、时间等的投入）得到最

令人满意的效益（产量、质量等的产出）。这一理论最早是出现在数学领域，但有学

者将其应用到了其他的领域。巴班斯基针对教学过程提出了教学最优化理论，他在

《论教学过程最优化问题的研究特点》中强调，最优的是一定标准下最好的，但并

不是绝对意义上最好的。“教学最优化”是一所学校、一个班级在现有条件制约下所

能取得的最大成果。这个最大成果一般有两个标准，一是教学效果，二是时间消耗。

在家校合作中，低效的、一成不变的传统家校合作方式使得家校共育效率低下，导

致家校合作无法实现最优化，应寻求全新的家校合作方式从而实现家校同步教育的

最优化。 

4.1.2 共同责任理论 

共同责任理论指家长和教师在子女的教育问题上负有共同的责任，教师和家长

针对学生学习和生活上的种种表现进行沟通，增进彼此的联系。共同责任理论强调

教师和家长互相帮助对方履行各自的职责，即家长协助学校、教师帮助家庭，完成

各自的教育任务。在家校合作过程中，需要学校和家庭共同的付出，才能达到良好

培育学生的目标。 

4.1.3 系统——生态理论 

该理论的代表人物是霍布斯和尤里·布朗芬布伦纳。而布朗芬布伦纳按照对青

少年所产生的社会影响分为了四个系统：微系统、中系统、外系统与宏系统。“微系

统”主要是指家庭，其次是朋友和学校，他们对青少年产生的是最直接的影响。“中

系统”是指微系统之间的交互关系。“外系统”是指对青少年产生影响的社会背景。

“宏系统”是指在这些社会文化背景中的态度、价值观、道德观念、习俗及法律等。

霍布斯认为儿童的发展不能与家庭、学校和社会分割开来，青少年的生活学习与家

庭教育密切相关，而学校和社会又同时为家庭教育提供了各种服务。 

生态理论认为家庭、学校、社会是相互关系相互依存的。通过此理论来能有效

分析解决青少年家庭与学校的问题。 

4.1.4 重叠领域理论 

                                                              
①
刘衍玲, 藏原, 张大均. 家校合作研究述评. 心理科学, 2007, 30, 400-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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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ra Gordon 认为家长、教师和其他人在青少年的发展中扮演者不同的角色。

而家长扮演的角色有志愿者、教育者、决策者、学习者。与这些角色相对应的家校

合作模式有：（1）家长影响模式（教师向家长传授一些关于儿童发展与学习的信息）；

（2）综合服务模式（帮助儿童健康与心理的发展）；（3）学校影响模式（家长作为

学校的志愿者与决策者）；（4）社会影响模式（家庭、学校和社会之间的相关联系） 

     Epstein依据 Ira Gordon的理论提出的家校合作模式认为家校合作模式应该是

家庭、学校和社会这三个领域共同的责任，三者是互相合作又各自发挥自己的优势。 

 4.2 家校合作模式设计   

4.2.1 家校合作模式设计 

   通过对当前小店区 X小学家校合作的调查研究，提出了基于微信平台的家校合作

教育模式，如下图所示 

 

 

 

 

 

 

 

 

 

 

 

 

 

 

 

 

 

 

 

 

 

 

 

 
图 4.1 基于微信平台家校合作教育模式 

在基于微信平台的家校合作实施过程中，教师将当天所讲的知识点、布置的作

业、学生的课堂表现等通过微信订阅号上传，对学习中存在问题较大或进步较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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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可与家长进行直接对话；家长通过及时查看微信平台，了解孩子的课堂表现以

及作业情况，在做作业的过程中发现问题给予孩子指导，如果遇到解决不了的问题，

可以与家长或教师进行互动交流，及时沟通解决。 

4.2.2 基于微信平台家校合作的功能设计 

 
图 4.2 基于微信平台家校合作功能设计 

 

上图中可以看出微信的基本功能包括文本、语言、图片、视频与群聊功能，家

长通过微信可以与家长和教师进行沟通交流，同时微信的订阅号还可以自动回复与

进行文章推送，方便家长的信息查找与互动。 

 

4.2.3 基于微信平台随迁子女家校合作的具体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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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 基于微信平台家校合作具体内容 

4.3 基于微信平台随迁子女家校合作模式的实施过程 

    由于大部分的随迁子女家长文化素质不高，工作时间比较长，无法辅导孩子的

学习，针对随迁子女的家校合作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是学校帮助家长，二是家长

参与学校。 

4.3.1 教师活动 

（1）教师通过微信平台，每日与家长“零距离”传达教学内容与布置作业，并及

时反馈孩子的在校表现并与家长进行交流与讨论。 

   对于学生的在校表现则主要通过以下几方面去进行评价：（1）学生的学习态度，

是否积极，是否善于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2）学生的课堂表现，上课是否认真听

讲，积极思考并回答老师的问题；（3）学生的合作能力，学生是否能积极参与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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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在与小组合作的过程中是否能主动与他人合作完成学习任务；（4）学生的沟

通表达能力，学生是否能善于倾听别人的想法与意见并能准确表达自己的看法：（5）

学生的课堂任务完成情况，学生是否能顺利完成课堂的学习任务。 

（2）教师对于家长所反馈的问题要及时解决，并请家长将孩子的作业完成情况以

图片或者视频的形式上传到微信平台，对于完成作业好的同学，教师及时“点赞”；

对不符合要求的学生作业，教师要根据作业习惯的要求进行及时点评与指导。教师

也可将优秀作业共享到微信群里，让其他同学或者家长得到启发，让优秀的孩子更

加自信，实现个性化教育。 

（3）教师通过微信平台可以与家长进行教育方法的交流，并提供相关的阅读资源，

这些阅读资源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提供：如家长如何去与学校进行配合、如何帮助家

长自我成长、家长怎样去进行自我改变、家长应该怎样与孩子去沟通、如何看待孩

子的错误、与孩子沟通的技巧有哪些、如何去“赏识”教育孩子、如何帮助孩子树

立健康的心理等等。通过这些资源以帮助家长学习更多的关于教育孩子方面的知识，

指导家长如何去配合学校，学会与孩子沟通的技巧，学会正确的管教孩子，学会去

聆听与尊重孩子，做孩子最好的朋友，让孩子在快乐中成长，帮助孩子养成良好的

行为及性格，不仅能提高家长自身的素质，帮助家长开阔视野，更新教育理念，而

且能更好的教育孩子，加强家校合作的效果，促进孩子的健康成长。 

（4）教师可以借助微信平台开启“直播间”，进行在线座谈，与家长进行网上互动，

家长们可以通过平台咨询问题，进行面对面交流，了解孩子的近期在校表现，这样

的交流不受时间与空间的限制。同时可以交流随迁子女教育的方式和方法，提高随

迁子女家长对教育的认识和综合素质。 

4.3.2 家长活动 

（1）每天查看微信群与订阅号，了解孩子的家庭作业与当天在学校的课堂表现，

家长可以通过图片或者小视频的形式报告孩子完成作业的情况，如果孩子在作业中

遇到问题要及时给予孩子指导，如若自己也解决不了的，可以及时与其他家长或教

师进行交流互动，对于孩子的课堂表现，好的方面要及时表扬予以肯定，不好的方

面要及时并正确引导与纠正或者和老师沟通交流，共同解决问题。 

（2）家长也可以通过语音或视频上传孩子在家的日常表现，如帮家长做家务，每

天坚持读书一小时，孩子的作息时间、参观博物馆等，帮助孩子从小养成良好的行

为习惯。 

（3）对于教师推送的关于教育类的文章要认真浏览并阅读，认真学习教育孩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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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及方法，从而更好的配合学习的工作；对于学校推送的关于政策与活动，要认

真阅读，学校发布的互动问题，家长可以通过“校长论坛”充分表达自己观点，给

家长们提供一个畅所欲言的机会，积极参与学校建设与管理，增加家长参与意识与

责任感，形成教育合力。 

（4）成立家委会。便于家长与家长探讨孩子的培养问题，取长补短，实现双赢的

效果。同时家委会成员也是学习建设的监督者、参与者、建议者与评价者，真正参

与到学习的建设与管理中，以促进孩子、学校与家长的共同发展。 

（5）积极开展“学校开放日”活动，让家长走进学校，走进教室，与孩子一起上

课，与孩子一起参加课外活动，更好的了解孩子的课堂表现情况，更好的感受老师

的教育方法与行为，从而使这些家长真正的参与到家校合作中来以体验教育的全过

程，从根本上去改变家长的教育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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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基于微信平台家校合作模式评价分析 

   为了了解基于微信平台家校合作模式的实际应用效果，后期笔者又对参与研究

的教师与班级进行了问卷调查，共发放问卷 200 份，回收 193 份。其中家长问卷 173

人，教师问卷 20 人。学生课堂评价量表发放 200 份，回收 198 份。 

5.1 对微信作为家校合作平台的满意度评价 

 
图 5.1 微信平台满意度调查结果 

     

从上图的统计结果可以看出，以微信为平台的家校合作模式被大多数教师与家

长所接受与认可，因此，基于微信平台的家校合作模式具有可行性。 

5.2 基于微信平台的随迁子女家校合作的有效性评价 

 

表 5.1 基于微信平台的家校合作有效性评价表 

变量 人数 构成比（%）

家长是否了解孩子在校的日常表现 

了解 

一般 

不了解 

 

100 

66 

7 

 

58% 

38% 

4% 



第五章  基于微信平台家校合作模式评价分析 

27 

孩子的学习积极性是否有所提高 

提高很多 

有些提高 

没有提高 

 

123 

68 

2 

 

64% 

35% 

1% 

当你遇到问题时，是否愿意找老师帮助解决 

非常愿意 

愿意 

不愿意 

非常不愿意 

 

78 

88 

7 

0 

 

45% 

51% 

4% 

0 

孩子的课堂表现是否有所改善 

改善很大 

有些改善 

没有改善 

 

131 

62 

0 

 

68% 

32% 

0 

家长在教育理念或者教育方法是否有收获 

收获很大 

有些收获 

没有收获 

 

74 

90 

9 

 

43% 

52% 

5% 

  

通过上表可知，大部分家长认为通过微信平台下家校合作，孩子的课堂表现有

所改善，学习积极性有所提高，对孩子在校的日常表现也有所了解，同时，家长也

愿意和老师进行沟通交流，遇到问题时，老师也愿意帮助解决。大多数家长与教师

都认为基于微信平台的家校合作对于孩子学习的积极性、行为习惯等方面都有很大

的帮助，有助于孩子们学习成绩的提高。 

5.3 基于微信平台的随迁子女家校合作对学生的课堂表现评价 

通过问卷调查和与教师的交流，对学生在实验前和实验后的课堂表现进行了对

比，并作出了如下图所示的课堂表现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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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 学生课堂表现情况 

  

 

由上表可知，经过一学期的家校合作，学生的课堂表现明显的进步。学生在课

堂上听课、发言、合作、思考以及作业都有了明显的提高。而其中发言、思考与合

作方面的进步最为明显，说明在教师在家长的共同帮助下，更愿意表达自己的观点，

而且也愿意与同学去合作去探究，综合素质也在不断提高，充分说明了基于微信平

台下的家校合作对于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的重要作用。 

5.4 基于微信平台的随迁子女家校合作对学生学业成绩的评价 

表 5.3 四年一班平均成绩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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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4 三年五班平均成绩分布 

 

   实验中选取的两个班比较具有代表性，实验前，四年一班整体素质要优于三年

五班，三年五班基础较为薄弱，但从上表中可以发现，两个班在实验后，平均成绩

都有所进步，总的成绩都有了一定程度的提升。说明基于微信平台的家校合作对教

育起了一定的作用，在家长的协同帮助与积极参与之下对提高学生的学业成绩有着

很大的帮助。 

当然，孩子的学业成绩会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如心理压力、学习方法、兴

趣与爱好等等。在与家长的问卷调查与访谈中，了解到当孩子学业成绩不好的时候，

这些家长由于自身文化水平低，家庭教育能力有限，就会在孩子面前表现出焦虑、

生气、失望，就会对孩子说“你怎么这么笨？”“你怎么才考这么低，你看看人家，

学得多好”等等，使孩子产生了自卑心理或者开始怀疑自己的能力，学业成绩也就

更难上去了。通过微信平台，家长的教育理念、教育方法以及教育内容得到了改善，

对孩子少了打骂，少了言语上的刺激，更多的是积极的鼓励与理智的分析，家长愿

意与孩子去沟通交流，愿意与孩子做朋友，愿意用行动去教育、去引导孩子。不仅

减轻了孩子的心理压力，而且增强了孩子的自信心，孩子便能更好地学习。 

有的孩子学习成绩不好，不是因为懒惰，相反却学得特别认真，可是却总不见

成效。通过微信平台，家长通过与老师沟通联系，了解了孩子在校的学习情况，并

且请老师根据孩子的情况提出一些适于孩子的学习方法与建议，然后家长再结合孩

子自己的实际情况，与孩子一起总结出适合自己孩子的学习方法，达到了事半功倍

的效果。有的孩子成绩不好是因为基础较差，上课的时候几乎听不懂老师在讲什么，

通过微信平台，家长能及时了解孩子的学习情况，课后对孩子及时补差，并适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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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孩子对新知识有所了解，否则孩子只能是一而再再而三地无休止的“补漏洞”。 

还有些孩子，他们的学习成绩差并不是因为他们“笨”，而是因为他们的兴趣

与爱好根本不在学习上，或者有的孩子存在“偏科”现象，通过微信平台，家长与

老师合作，从孩子喜欢的科目入手，帮助孩子培养出对其他学科的重要性或者是结

合这一门课，告诉孩子其他学科的重要性，从而开始认真开始学习其他课程。 

基于微信平台的家校合作不仅对于提高学生的学业成绩有着积极作用，而且对

于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家庭教育对于孩子一生的成长与发展起着

奠基作用。家庭教育是一切教育的基础，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基于微信平台

的家校合作，在教师与家长沟通交流的过程中，增长了家长的教育经验及方法，提

高了家长的素质，家长能积极的参与到学校的教育中，能够更有利于学生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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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研究总结和反思 

6.1 研究总结  

随着我国信息技术产业的快速发展，教育的方式也发生巨大的变化，为了适应

时代需求，提升教育现代化，家校合作也迎来了他的春天。与传统的家校合作模式

相比较，微信平台以其特有的优势，被应用到了家校合作中。 

本文先通过阅读相关文献，论述了家校合作的必要性，并介绍了传统的家校合

作模式与微信平台下的家校合作模式的内容，通过对比，提出了基于微信平台家校

合作模式的优势。 

通过问卷调查分析当前家校合作的现状，提出了基于微信平台家校合作的新模

式，通过微信，家长与教师可以不受时间与空间的限制去沟通交流，及时解决孩子

的问题，同时帮助家长获得了更好的教育方法与经验，最后通过实践表明，学生的

成绩有所提高，课堂表现有所进步，还可以帮助提高家长教育孩子，证明了基于微

信平台家校合作的可行性，此设计的初衷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体现。 

本研究的创新主要有两点：第一，微信作为一种交流工具，目前将其应用于教

育还处在探索阶段，而本文基于微信平台的家校合作的研究在选题方面较为新颖；

第二，本研究依据微信的优势设立了基于微信平台的家校合作订阅号，将其应用到

家校合作中是一项新的应用。 

6.2 研究反思 

   通过此研究，笔者对家校合作教育有了一定的认识，但是，本研究仍存在一些不

足之处，还需要通过更多的实践教学来考证。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微信软件

的不断升级，越来越多的功能也将会被应用到教育中来，相信也将为家校合作提供

更多的可行性，笔者也将继续系统的研究家校合作教育，逐步完善微信平台下的家

校合作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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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 

农民工随迁子女家校合作问卷调查——家长篇 

尊敬的家长： 

您好！为了进一步了解您作为家长与学校的沟通合作情况，以便于了解目前我校

家校合作的实施情况，我们特拟定了这份问卷。请您根据实际情况，如实填写这份

问卷，在适合您的选项上打勾。本问卷不公开，不记名，仅作为研究信息。在此感

谢您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填写这份问卷。祝您的孩子学业有成！ 

1、您使用微信吗？ 

   A 经常                  B 有时   

  C 很少                   D 不用 

2、您使用微信的目的是什么？ 

 A 与好友联系             B 休闲娱乐     

    C 微商                D 其他 

3、您对微信的各项功能及操作的程度如何？ 

A 熟练          B 一般                  C 不熟练 

4、你的微信程序会一直在后台运行吗？还是关掉？ 

 A 后台运行                 B 关掉  

5、您知道微信的订阅号功能么？ 

A 知道                       B 不知道     

6、您认为微信订阅号会帮您解决相关的问题么？ 

A 能                         B 不能       

7、您的文化程度 

A 小学文化程度及文盲       B 初高中文化程度 

C 大学及以上文化程度 

8、作为家长，您认为在子女受教育过程中是否有必要与教师或学校进行合作？ 

 A 很有必要                  B 有必要 

 C 没有必要                  D 不清楚 

9、您希望了解孩子的在校的哪些信息？（选三项） 

A 课堂表现                  B 学业成绩  

C 作业情况                  D 行为习惯 



附    录 

37 

E 思想状况                   F 兴趣爱好 

10、您一般通过哪些途径与教师进行沟通合作？（选三项） 

A 电话联系       B 教师家访     C 主动去学校              

 D 家长会          E 校讯通       F 网络             G 其他 

11、您一般在什么情况下会与教师主动联系？ 

  A 孩子学业出现某些问题          B 孩子生病或受伤 

C 孩子思想出现某些问题          D 时间充裕时 

E 定期联系                      F 偶遇等不定期形式的联系 

12、您通常每学期与教师联系频率如何？ 

 A 经常联系                      B 有时联系 

 C 很少联系                      D 从不联系 

13、您与教师在沟通合作中，表达自己的观点么？ 

 A 能够充分表达观点              B 偶尔会表达观点 

 C 很少会表达观点                D 从来不表达观点 

14、您对目前的家校合作情况是否满意？ 

 A 非常满意                     B 满意 

 C 不满意                       D 不清楚 

15、您认为影响您参与家校合作的原因主要是： 

 A 时间                         B 距离 

 C 方法                         D 途径 

 E 制度的缺失                

16、您是否希望有这样一个平台可以帮助家长与学校之间更好的进行家校合作？ 

 A 很希望                      B 希望 

 C 无所谓                      D 不希望 

17、如果有这样一个平台，您最希望它有哪些功能？ 

A 及时沟通                    B 资源分享 

 C 在线辅导                    D 新闻窗口 

 E 其他 

18、您对基于微信平台的家校合作有哪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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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 

农民工随迁子女家校合作问卷调查——教师篇 

尊敬的老师： 

您好！为了进一步了解您作为家长与学校的沟通合作情况，以便于了解目前我校

家校合作的实施情况，我们特拟定了这份问卷。请您根据实际情况，如实填写这份

问卷，在适合您的选项上打勾。本问卷不公开，不记名，仅作为研究信息。在此感

谢您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填写这份问卷。祝您工作愉快！ 

1、您使用微信吗？ 

   A 经常                     B 有时    

 C 很少                     D 不用 

2、您使用微信的目的是什么？ 

 A 与好友联系                B 休闲娱乐        

 C 微商                      D 其他 

3、您对微信的各项功能及操作的程度如何？ 

 A 熟练             B 一般                C 不熟练      

4、您知道微信的订阅号功能么？ 

A 知道                       B 不知道     

5、你的微信程序会一直在后台运行吗？还是关掉？ 

 A 后台运行                  B 关掉  

6、您认为微信订阅号能解决您与家长的沟通问题么？ 

A 能                       B 不能      

7、作为老师，您认为在子女受教育过程中家长是否有必要与教师或学校进行合作？ 

 A 很有必要         B 有必要       C 没有必要      

8、您一般在什么情况下主动与家长进行联系？ 

A 孩子学业出现某些问题     B 孩子思想出现某些问题 

C 孩子生病                 D 孩子在学校出现意外情况       

9、您一般通过哪些途径与家长进行沟通？（选三项） 

A 电话联系                 B 家访        

  C 叫家长到学校             D 家长会           

E 校讯通                   F 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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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其他 

10、您一般在与家长沟通时会涉及到孩子的哪些方面？（可多选） 

A 思想状况             B 学习成绩 

C 兴趣爱好             D 在校表现 

11、您希望每学期家长与您沟通的次数是几次、每次大约多长时间？ 

A 1-2 次                B 3-4 次      

C 5-6 次                D 7 次以上 

12、您与家长的沟通交流后，孩子的表现（如学业成绩、在校表现）能得到改善？ 

  A 非常同意              B 同意               

  C 一般                  D 不同意 

13、农民工随迁子女遇到问题，家长会不会主动与老师联系交流？ 

A 经常                 B 有时 

  C 偶尔                 D 不会 

14、您对目前的家校合作情况是否满意？ 

A 非常满意        B 满意         C 不满意              

15、您认为影响家校合作的原因主要是： 

A 时间                   B 距离 

C 途径                   D 方法 

E 制度的缺失 

16、您给家长发送信息时是群发吗? 

A 是                    B 大多时候是 

  C 偶尔是                D 不是 

17、您给家长发送的信息中有具体关于某个孩子在校的信息吗？ 

A 经常有               B 偶尔有          C 几乎没有 

18、您对学生在家的学习情况及日常表现了解吗？ 

A 大多数了解            B 有的了解        C 几乎不了解 

19、您愿意与家长沟通解决学生出现的问题吗？ 

 A 非常愿意             B 愿意 

  C 不愿意                D 非常不愿意 

19、学校召开家长会或者组织活动需要家长配合时，农民工家长参与情况如何？ 

A 全部参加            B 大多数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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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少部分参加          D 几乎不参加 

20、您是否希望有这样一个平台可以帮助家长与学校之间更好的进行家校合作？ 

 A 很希望                 B 希望 

 C 无所谓                 D 不希望 

21、如果有这样一个平台，您最希望它有哪些功能？ 

A 及时沟通               B 资源分享 

 C 在线辅导               D 新闻窗口       E 其他 

22、在与农民工家长互动中的分歧在哪里？ 

23、农民工如何看待学校和家庭关于教育的分工？ 

24、您认为目前影响家校合作的原因主要有哪些？ 

25、您对基于微信平台的家校合作有哪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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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三： 

家校合作情况调查问卷——家长篇 

尊敬的家长： 

      您好！感谢您积极参与家校合作，该问卷主要是了解您对微信平台所支持的

家校合作模式的应用情况，并请您对此模式进行评价，以便于我们做进一步改进，

更好的促进家校合作。 

     本问卷采取不记名形式，请您如实填写，再次感谢您的参与！ 

1、您是否经常利用此平台与教师进行沟通交流？ 

   A 经常          B 偶尔         C 从不 

2、您在平台上提出的问题，教师是否会及时回复？ 

 A 很及时   B 及时   C 不太及时  D 不及时 

3、通过这段时间的家校合作，您孩子学习积极性是否有所提高？ 

 A 提高很多     B 有些提高   C 没有提高 

4、通过该平台，您是否了解孩子在校的日常表现？ 

 A 了解         B 一般         C 不了解  

5、通过该平台，您认为孩子在校的表现是否有所改善？ 

A 改善很大    B 有些改善       C 没有改善 

6、您在教育理念或教育方法上是否有所收获？ 

 A 收获很大     B 有些收获     C 没有收获 

7、您喜欢这种形式的家校合作么？ 

  A 很喜欢     B 喜欢    C 不太喜欢   D 不喜欢 

8、您对该平台进行的家校合作是否满意？ 

 A 非常满意   B 满意  C 不太满意   D 不满意 

9、您认为孩子学业成绩能有提高的原因是什么? 

10、您对基于微信平台的家校合作有何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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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四： 

家校合作情况调查问卷——教师篇 

尊敬的老师： 

      您好！感谢您积极参与家校合作，该问卷主要是了解您对微信平台所支持的

家校合作模式的应用情况，并请您对此模式进行评价，以便于我们做进一步改进，

更好的促进家校合作。 

     本问卷采取不记名形式，请您如实填写，再次感谢您的参与！ 

1、您是否经常利用此平台与家长进行沟通交流？ 

   A 经常          B 偶尔         C 从不 

2、家长在平台上提出的问题，您是否会及时回复？ 

 A 很及时   B 及时   C 不太及时  D 不及时 

3、通过这段时间的家校合作，您认为孩子学习积极性是否有所提高？ 

 A 提高很多     B 有些提高   C 没有提高 

4、通过该平台，您认为对孩子的学习帮助情况如何？ 

 A 有很大帮助   B 有些帮助   C 没有帮助  

5、通过该平台，您认为对孩子的课堂表现是否有所改善？ 

 A 改善很大     B 有些改善    C 没有改善 

6、您喜欢这种形式的家校合作么？ 

  A 很喜欢     B 喜欢    C 不太喜欢   D 不喜欢 

7、您对该平台进行的家校合作是否满意？ 

 A 非常满意   B 满意  C 不太满意   D 不满意 

8、您对基于微信平台的家校合作有何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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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五： 

学生课堂表现评价表 

 

评价内容 评价等级 

A B C D 

上课认真听讲，不走神     

积极举手发言，积极参与讨论交流     

善于与他人合作，虚心听取别人的意见     

善于思考问题，具有创造性思维     

作业认真完成，态度端正     

我这样评价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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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谢 

时光飞逝，紧张充实的研究生生活即将结束，在这两年多的时间里，我收获颇

多，不论学习还是生活上。自己所有的成长都离不开身边的家人、朋友、同学以及

老师的支持与帮助。在论文完成的这一刻，特向关心与帮助过的所有人表示由衷的

感谢！ 

首先，我要感谢我的导师朱文辉老师。从论文的选题、开题、论文的设计与写

作、论文的修改，直至论文的定稿，朱老师一直都在指导与帮助我。同时，朱老师

严谨治学的态度以及宽以待人的作风也使我受益终生。在这里，谨向朱老师致以最

诚挚的敬意和由衷的感谢！ 

感谢山西大学教育科学学院的所有老师，感谢你们为我们提供了良好的学习环

境，感谢你们传授我知识，感谢你们的支持。 

感谢两年多来同甘共苦的同学们，感谢你们对我的关心与帮助。我会珍惜这份

友谊。 

感谢我的家人，一路走来，谢谢你们为我默默付出的一切，谢谢你们对我的支

持、鼓励与包容，是你们给了我前进的动力和勇气。 

最后，还要感谢在百忙中评阅论文和参加答辩的各位专家与教授！谢谢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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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个人简况： 

姓名：杨晶 

性别：女 

籍贯：山西太原 

个人简历： 

2005.09——2009.06  就读于湖北科技学院 

2009.06——现在     就职于小店街道二中 

工作去向：小店街道二中 

 

联系方式： 

电话：13513645166 

电子邮箱：244594323@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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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  诺  书 

本人郑重声明：所呈交的学位论文，是在导师指导下独立完成的，

学位论文的知识产权属于山西大学。如果今后以其他单位名义发表与

在读期间学位论文相关的内容，将承担法律责任。除文中已经注明引

用的文献资料外，本学位论文不包括任何其他个人或集体已经发表或

撰写过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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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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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论文使用授权声明 

本人完全了解山西大学有关保留、使用学位论文的规定，即：学校

有权保留并向国家有关机关或机构送交论文的复印件和电子文档，允许

论文被查阅和借阅，可以采用影印、缩印或扫描等手段保存、汇编学位

论文。同意山西大学可以用不同方式在不同媒体上发表、传播论文的全

部或部分内容。 

保密的学位论文在解密后遵守此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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