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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家校合作即家庭与学校在相互交流的基础上，合理开发家庭资源、学校资源和

社会资源，以使学生接受更完整的教育，把学生培养成为德、智、体、美、劳全面

发展的人才，让学生掌握更多的知识点和技能，当他们走上社会之后能够“大显身

手”，为家庭、社会作出应有的贡献。 

本次研究采用了文献法、调查法和访谈法。加强城乡结合部小学家校合作研究

的深度，充实城乡结合部小学家校合作研究的内容,促进城乡结合部小学家校合作发

展。提高学校和家长双方的合作意识，从而使家校合作双方可以形成对城乡结合部

小学生教育的合力，探索出一条适合城乡结合部小学家校合作切实可行的道路；使

家庭和学校密切配合，互补缺漏，学校和家庭之间互相了解，可以放心大胆地开展

一切有利于学生发展的教育教学活动，从而优化教学效率和教育资源，提高学生学

习质量。 

笔者在本文以娄烦县第四实验小学家校合作为研究对象，在娄烦县第四实验小

学师生、家长、领导之间开展了一次问卷调查和访谈，对所取得的数据进行了简单

的分析。在此基础上对城乡结合部小学家校合作的问题作了研究分析，认为娄烦县

第四实验小学在家校合作中，存在家校双方合作意识薄弱，家校合作被边缘化；家

校合作方式单一，活动方式和内容趋于形式化；家校合作机制不健全，缺乏计划性

等问题。这些问题的出现在学校层面归因于角色定位问题、办学理念问题、学校的

办学硬件设施问题以及学校的办学软件建设问题；在教师层面归因于教师合作理念

的问题、教师职业敏感度问题和教师专业化问题；在家长层面归因于家庭的民主氛

围差和家长的文化程度不高等问题。然后再提出城乡结合部家校合作的策略：完善

学校教育在家校合作方面的职能建设、增强教师的从业素质、提高家长自身的素质、

创建和谐的社会环境和教育氛围。 

 

关键词：城乡结合部；小学；家校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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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ome-school cooperation is conducive to achieving agreement on the 

educational goals of families and schools. The purpose of education in 

schools and parents is unified, and both hope to turn students' education into 

talents with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morality, intelligence, physical and 

labor, so that students can master more knowledge points and skills, and 

when they enter society, they will be able to "display their skills." Make due 

contributions to the family and society. 

Home and school cooperation can form a joint effort for primary school 

education in urban and rural areas, and explore a feasible way for cooperation 

between families and schools in urban and rural areas, so that families and 

schools can support each other and cooperate with each other.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efficiency of teaching and optimize the quality of students' 

learning, the school can carry out more educational and teaching activities 

beneficial to the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and optimize educational resources 

with the support of parents. 

This research adopts the method of literature, questionnaire and 

interview. The theoretical significance of the study is to strengthen the depth 

of the research on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home and school in the urban and 

rural areas, and to enrich the contents of the research on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home and school in the urban and rural areas of China. Open up a 

variety of new research methods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 and 

rural integration of home and school cooperation. The practical significance 

is as follows: improve the cooperation consciousness of both schools and 

parents, home and school cooperation can form a joint force to the primary 

school education in the urban and rural areas, and explore a feasible way for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home and school in the urban and rural areas; Make 

families and schools support each other and cooperate with each other so as 

to promote the efficiency of teaching and optimize the quality of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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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rning, so as to get home. Long-term support, schools can carry out more 

conducive to th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and teaching activities, thereby 

optimizing educational resources. 

In this paper, the author takes the cooperation of home and school of the 

fourth experimental primary school in Lou fan County as the research object, 

carries out a questionnaire survey and interview between the teachers and 

students of the fourth experimental primary school in Lou fan County, and 

makes a simple analysis of the obtained data. On this basis, this paper studies 

and analyzes the problems of home-school cooperation in urban-rural joint 

areas, and then puts forward the strategies of home-school cooperation in 

urban-rural joint areas: to perfect the function construction of school 

education in the aspect of home-school cooperation, parents should improve 

their own quality. Society should create a harmonious educational 

environment. 

 

 

Key words ： Rural-urban fringe zone; Primary school; Home-school 

co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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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1.1研究背景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乡村劳动人民不断涌向城市。由于他们

的收入有限，只能聚集在城市的边缘生存、生活。随着该人群的不断增多，这里成

为了城市与农村的一个过渡地带，形成了城乡结合部。随着就业机会的增多，这些

居民的生活水平也随之提高。与城市的接壤，让他们看到了自己的不足与缺陷，他

们把希望寄托在孩子的身上、寄托在学校教育的身上。因此，城乡结合部居民重视

教育的意识也逐渐提高。但是由于大批外来人口的涌入，城乡结合部的学校教育面

临着空前的压力和挑战。 

首先，城乡结合部小学的前身就是某个村小，由于地区经济发展的需要，才从

一个普通的农村上升为城市与乡村的一个过渡地带。该类小学办学条件差，场地有

限，教学环境差。虽然多年来一直在改造，但由于政府重视程度不够，投入力度较

小、监管手段不到位。多年来，学校变化不大，办学条件与国家要求相去甚远。硬

件设施和软件设施根本无法满足每个学生的需要，无法满足教育发展的需要。落后

贫乏的条件，难以与同一些规模较大的学校竞争，从而影响了招生的数量与质量①。 

其次，在城乡结合部小学，其师资力量非常短缺。由于原先处于农村地区，教

师队伍建设不稳定，很多新入职的教师在工作几年之后，就可能会外出打工、进城

区学校执教或者调离至行政部门上班。教师的频繁流失，导致其师资力量非常短缺；

每年想方设法进城区其他学校，或者其他岗位的教师数不胜数，进城成为了大部分

老师的追求和目标。能够长久“驻扎”在此地执教的教师少之又少，通常来说，新

入职的教师五年之后就会离岗。因为五年执教的经历，使他们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

验。然而“羽翼渐丰”的教师离岗之后，新入职的教师因为没有任何执教经历，导

致城乡结合部小学教师的教学业务水平低下。娄烦县第四实验小学 2015 年由县城周

边人数不多的小学合并而成，基本上每年开学都会有老师调入城里学校，其中包括

一线教师、骨干教师、学科带头人、教学能手等②。 

同时，城乡结合部小学的教师依然只注重成绩，不关注孩子的全面发展，缺乏

对素质教育更全面、深刻的理解。许多教师依然运用着“一支粉笔，一块黑板”的

传统教学方式，很多教师根本不用现代电教设备或者说使用率很低。省级骨干教师、

                                                      
①
姜云云.乡镇中学家校合作现状调查研究.贵州师范大学,2017. 

②
刘玉红,秦东方.资源交换视野下的园校合作调查研究.六盘水师范学院学报,2016,28,5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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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教学能手和学科带头人寥寥无几。教师教学观念的陈旧落伍导致人们陷入一种

循规蹈矩的生活模式，懒得去突破，懒得去创新，懒得去学习先进教学方法，这些

落伍的观念严重阻碍了素质教育的实施①。 

再次，城乡结合部小学的生源范围比较广。既有本地区原有居民的小孩就读，

也有外来打工人员的子女就读,生源的数量很不稳定。同时，由于外来打工人员具有

很大的流动性，所以子女往往要跟随父母流动，导致城乡结合部小学的生源流动性

也较大。另外，本地的学生中，家庭条件稍微好点的孩子都被家长送入城里学校就

读，因为好多家长存在攀比心理，觉得孩子送入城里学校就是自己本事大，有能力。

在 16年新生入校中，前 10名学生中有 5人转入城市学校就读，17年有 30名学生进

城就读。优质生源的严重流失，降低了整个学校的教育教学水平②。 

最后，由于这里的学生大多数来自周边村庄和移民区，父母的文化程度不高，

大多数没有正式或固定的工作，很多人为了养家糊口都会把孩子留给家里的老人看

护。这些家长只会给孩子提供金钱上的满足，至于学习方面，他们也希望孩子可以

出人头地，但是他们没有时间去教育孩子，也不会用科学的教育方法去管理孩子、

关心孩子。而留给老人的孩子，则会在长辈的宠爱下越来越肆无忌惮。也有些家长

自己在本地打点零工，为的就是陪在孩子身边，但是家长本身受教育程度有限，他

们在日常生活中不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对孩子只会采取棍棒教育。这些家长在怎

样辅导孩子学习、配合学校教育孩子方面就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在这种家庭氛围

中成长的孩子，易出现我行我素、言语粗暴，无视校规校纪的行为。因此家庭教育

的无力给学校管理带来很多的困难③。 

种种的原因导致了城乡结合部小学的教育质量和教育水平持续偏低，学校教育

不能再依赖于老师、学校，必须要得到家长和社会的帮助、支持和配合。父母作为

孩子的第一监护人，教育孩子本来就应该是他们的权利和义务。但是在工业时代，

由于他们对学校教育专业度的认可，就把教育孩子的权利完全交给了学校。随着时

代的发展，教育的需求，学校意识形态的转变，很多家庭、家长自愿或者被迫参与

到和学校共同教育孩子当中，并且取得了事半功倍的效果，由此看来家校合作有着

极大的价值意义。目前，关于家校合作的研究相当的多，但是对城乡结合部小学的

家校合作却研究甚少。在教育质量和教育公平大力倡导的今天，研究城乡结合部小

                                                      
①
郭娟宁.城镇化进程中的中小学家校合作调查研究.陕西师范大学,2015. 

②
韩黎明.农二代家校合作教育功能弱化问题及改进策略——基于西部地区的调查研究.甘肃高师学

报,2014,19,70-75. 
③
张媛媛.城乡结合部小学教育家校合作的调查研究.鲁东大学,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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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的家校合作是相当重要。 

1.2研究的意义 

1.2.1理论意义 

随着社会的发展，教育的需求，学校教育已经不得不向家庭和社会求援。因此，

家校合作逐渐被提上日程，重视起来。目前我国学者在此方面的研究甚多，但是关

于城乡结合部小学家校合作的研究不够多，也不够深入。城乡结合部做为一个特殊

的、新兴的群体，其带来的一些社会问题也备受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其实际情况

介于城市和农村之间，但是又不能照搬其家校合作的理论和活动模式。所以本研究

选取娄烦县第四实验小学为研究对象，对其家校合作的开展情况进行研究。旨在加

强本地区城乡结合部小学家校合作研究的深度，充实我国在城乡结合部小学家校合

作这一方面研究的内容。开辟多种与时俱进的研究思路，配合、指导本校家校合作

的开展。 

1.2.2实践意义 

首先，家校合作有利于促进家庭和学校的教育目的达成一致。学校和家长的教

育目的具有统一性，都希望把学生培育成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人才，

让学生掌握更多的知识点和技能，当他们走上社会之后能够“大显身手”，为家庭、

社会作出应有的贡献。如果只是依靠学校单方面的教育，学生难以成为全方位的人

才。只有家校有机地结合，双方互相坦诚交流，针对个体的实际情况去引导，才能

形成一股强大的教育力量，让孩子充分享受到学校和家庭对自己的关爱，感受到教

育给他带来的快乐①。 

其次，家校合作有利于提高家长的教育水平。家长的教育方式分为：放任型、

权威型、忽视型以及专制型四种形式。 

放任型家长在教育孩子时过于放松，听任小孩做任何事情，而不加以指导或约

束，对小孩非常地放纵，满足他们的所有要求。 

权威型家长在教育孩子时对小孩的要求比较高，他们在教育小孩时，会给小孩

设定较为合理、难度稍高的目标。一旦小孩出现了不合理的行为或产生不良思想时，

他们会及时加以指导，对小孩的不良行为进行限制和纠正。 

忽视型家长在教育孩子时不会为孩子制定各种行为准则，对孩子也不会给予过

多的爱心。当小孩对他们提出一些要求时，如果要求比较简单，容易完成，则父母

                                                      
①
徐玉珍.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美国家校合作相关法的研究.华东师范大学,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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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作出应答。如果要求过高，或者在短时间内无法完成，则父母不会搭理，甚至会

厌烦。 

专制型家长在教育孩子时采用的教育理念为：“棍棒底下出孝子”，在孩子小

时候如果不严加管教，不给他们定下规矩，则小孩无法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不利

于以后人生道路上的成长。 

这四种类型的教育方式既有好的方面，也有不利的方面。所以通过家校合作，

家长能够了解孩子在学校的表现，能够在家校合作过程中掌握更多有效的管理方法

和教育方法，提高自身的教育水平①。 

最后，家校合作有利于学生的健康成长。学生的身心处于不断成长阶段，其价

值观、人生观、世界观以及行为习惯处于养成阶段，学生所处的地段是两点一线：

学校——家庭，如果只是一方加强教育管理，另一方疏于教育管理，则在教育管理

上就会出现较大的盲区，不利于孩子的成长。所以家校合作以后，学校、家长双方

都能够监管，不留下教育管理的空档，当学校、家长对学生的要求一致、目标一致

时，学生才能养成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才能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②。家

校合作使家庭和学校互相支持、配合，从而促进教学的效率和提高学生的学习质量，

得到家长的支持学校能够开展更多的有利于学生发展的教育教学活动，优化教育资

源，促进学生的健康成长。 

1.3文献综述 

1.3.1国内的研究现状 

家校合作的研究在我国始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迄今为止，关于家校合作的理

论研究、实践研究都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可。特别是教育界已经把家校合作列为

学校教育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但是由于我国家校合作起步晚，起点低。无论是家

校合作中家长担任的角色分类，还是按家长参与层次分我国的家校合作都处在低层

次范围。张丽竞在《国内外中小学家校合作研究综述》中提到国内当前家校合作的

研究范围大体可分为如下几个范围:一是有关家校合作理论的研究；二是对家校合作

障碍及其对策的研究；三是对家校合作途径的研究。可以看出我国家校合作研究也

还停留在初级阶段③。  

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在开展的模式，涉及的内容，广度和深度方面都还处在

                                                      
①
柳杨.论城乡结合部“准市民”包容性发展与城镇化的协同性.湖北科技学院学报,2017,37,19-23. 

②
熊爱军.城乡结合部初中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研究.华中师范大学,2012. 

③
张丽竞.国内外中小学家校合作研究综述.教育探索,2014,3,19-20. 



第一章 绪论 

 

5 

探索的阶段。刘衍玲、臧原以及张大均《家校合作研究述评》中论述国内家校合作

的两种模式：一种是“以校为本”的模式；另一种是“以家为本”的模式。两种实

践：即家校互动创建学习型家庭；开展“家校互动和谐”活动。国内的具体情况不

管是“以校为本”还是“以家为本”，家长都是在学校引导下被动的进行家校合作

的开展，或者是单独的在家庭中对孩子进行教育。家校双方没有深入交流，这样的

开展模式不能有效的促进学校的长远发展、学生的全面发展。在合作的方式上，我

国目前仅仅停留在家校双方相互交流这一层次，而且没有达到双方充分交流的程度。

在合作的内容上，主要以指导家长如何提高学生的成绩为主。家长只关心学生的成

绩，学校则关心学生的升学率。我国家校合作的内容是极其的狭隘和畸形的
①
。 

总之，家校合作目前已成为一个教育热点，近几年来我国在该领域的研究也取

得了巨大进步。但由于受到社会、经济、文化以及地域等条件的限制，使得我国很

多地方在家校合作中依然存在着一些严峻的问题。特别是在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的

今天，城乡结合部这一特殊的地带家校合作中所显现出来的问题仍然值得进一步的

探讨和研究。 

1.3.2 国外的研究现状 

国外家校合作起步早，发展快。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取得巨大的成就。

家校合作研究在美国首先成熟，这主要是因为美国的家校合作有合理系统的政策法

规保障，美国联邦和许多州制定及通过了一系列相关的政策和法规，为美国中小学

家校合作的顺利开展提供了有力的制度保障；美国的家校合作有极其完备的组织形

式，在 1897年，全国母亲代表大会便成立于美国，它的主要任务就是培训教育母亲

以使孩子受益。1924 年，该组织改名为全国家长教师代表大会，如今被称为全国家

长教师协会（National PTA），它之下分别还有州家长教师协会（State PTA）和

地方家长教师协会（Local PTA）。这三个层次的家长教师协会的任务一样，分工明

确、彼此独立，没有上下属关系。美国家校合作涉及范围广泛，采取形式多样，父

母参与学校教育不仅有广度，也有深度，不仅参与学校教育活动，也参与学校的教

学及管理②。 

根据研究视角的不同,曹丽在《二战后美国家校合作发展研究》将美国的成果分

为三类:第一类是研究家校合作的历史渊源；第二类是对美国中小学家校合作的理论

和实践研究,针对美国家校合作目前的模式及问题进行探讨;第三类是关于家校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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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
孙承信.城乡结合部区域中等职业学校发展的思考——以旅顺口区职业教育中心为例.华夏教师,2017,1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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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全面、综合研究,力求给学校教育改革和家校合作发展提供更精准的指导和建议①。

由此可见美国关于家校合作的研究成果比较丰富。有强大的理论作为支撑：系统—

生态理论、责任分散理论、社会资本理论、重叠影响阈理论等理论。也有丰富的实

践活动：早期儿童教育阶段促进家校合作的相关组织有 AVANCE家庭支持和教育项目

组织、早期学习设计项目(MELD)组织、儿童早期的家庭教育(ECFE)组织、家长的教

师身份(PAT)组织、家长与儿童教育项目(PACE)组织等等。而初级和中级教育阶段的

家校合作项目组织有：Megaskill项目组织、儿童看护发展中心(clcc)家庭与学校同

在(FT)项目组织等②。  

我国之所以和美国存在这么大的差异，李飞和张桂春在《中美两国家校合作机

制差异之比较》明确提出中美之间的差异以及存在的问题。合作差异表现在：责任

机制差异；沟通机制差异；组织机制差异。而产生这种差异的原因主要表现在：法

律保障；管理体制保障；资源保障③。 

当前，世界各国都很重视家校合作这一教育问题。在不同的国家，家校合作开

展的途径、内容都各具特色。但总体来说，国外的家校合作可以总结为两方面：一

方面是学校和家庭通过一定的途径相互交流信息，促进教学活动的有序进行；另一

方面就是在教学管理和学习活动中直接渗透进家校合作的活动。不管是哪一种方式，

只要合作双方尽力配合，都能对教育教学发展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 

1.4研究内容 

制定科学合理、全面系统的调查问卷和访谈内容，通过调查和访谈及其对结果

的分析，了解家长对子女的成长期待以及他们对家校合作的一些看法和认识，了解

领导对家校合作的认识及打算，总结得出本校家校合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及问题出

现的原因。最后在争取家长的理解和配合的前提下，在对教师和家长进行专业培训

下，最终构建适合城乡结合部小学科学的、长效的、可借鉴的家校合作的策略。 

1.5研究方法 

1.5.1文献法 

通过多种渠道翻看查阅关于家校联系、家校合作、城乡结合部学校的文章和信

息，并进行分析、对比和整理，重点将该方面的研究进展以及方法措施等进行归纳

总结，整体上把握目前该领域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以作为本研究的基础。 

                                                      
①
张玉静.中小学家校合作教育探究.当代教育理论与实践,2016,8,22-24. 

②
张丽竞.国内外中小学家校合作研究综述.教育探索,2010,3,158-159. 

③
林悦.国外小学家校合作研究及对我国的启示.辽宁师范大学,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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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 调查法 

为了从家长、教师、学生的立场来全面了解家校合作的情况，本研究分别参考

撰写了家长、教师、学生三套调查问卷。在娄烦县第四实验小学教师、学生、家长

中发放问卷，调查问卷的内容与娄烦县第四实验小学实际的家校合作情况密切相关，

可以很真实的反映出本校在家校合作中存在的问题。 

1.5.3 访谈法 

为了更全面的把握目前我们小学家校合作的现状,我们在调查法的基础上添加

了访谈法。学校的领导层作为访谈的主要对象,从他们的立场来了解目前城乡结合部

小学在开展家校合作中所遇到的困难及解决的策略等。 

1.6家校合作研究的理论基础 

1.6.1 责任分散理论 

Light foot 认为，母亲对孩子的教育和学校对孩子的教育是不一样的。母亲责

任比较全面，在教育孩子时，不仅涉及课本知识，还要涉及社会生活中各个层面的

知识、技能。而学校对孩子的教育比较单一，更多的是要把孩子带入知识的海洋中，

学习更多的理论知识。Light foot 还认为：学校和母亲之间的关系并不融洽，两者

之间也不会去主动合作。有的领导还不愿意让家长参与到学校教育活动中来，认为

家长参与学校教育是对学校教育活动的一种干预。所以推进家庭和学校的合作是很

有必要的①。 

1.6.2 社会资本理论 

科尔曼认为, 资本分为社会资本、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三种形态, 其中社会资

本存在于人际关系中，是无形的。科尔曼利用该理论分析了美国当时的教育问题，

在研究中发现：由于少数族裔学生的家庭经济状况及家庭文化氛围普遍落后于白人

学生，所以成绩普遍低于白人学生。之后对美国的其他学校进行了调查研究，同样

发现，社会资本直接影响学校的升学率与辍学率。社会资本高，升学率高，辍学率

低，社会资本低，升学率低，辍学率高。他认为，家长与子女的密切关系、联系程

度、亲子关系都可以看作是重要的家庭资源，家长为子女创造的社会资本。在学校、

家庭和社区中, 他认为, 加强家庭、学校和社区之间的联系与合作, 可以增加学生

的社会资本, 促进学生的学业成绩和社会的发展②。 

                                                      
①
潘小芳,郭瑞迎.责任分散理论视域下家校责任共同体的构建.教学研究,2017,40,18-22. 

②
王婷菲.社会资本理论综述.经济视角,2011,5,8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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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相关概念的概述 

1.7.1城乡结合部 

城乡结合部从区域上来说，是指城市与乡村地区的过渡区域。在发展性质上，

比乡村地区具有优越性，但是比城市地区具有不足性，是城市和乡村共同发展的纽

带。城乡结合部既具有乡村的特点，同时也兼有城市的部分特点，两种特点交集在

一起，各种矛盾非常集中，会迟缓城市化的进程，所以妥善解决好城乡结合部之间

的问题，才能促使城市化进程稳定、大踏步地向前发展，当城乡经济共同繁荣时，

城乡经济才有可持续性的发展，从而带动城乡结合部的全面发展①。 

城乡结合部的特点为：功能变化梯度大，不但承接着人口的大量流动，同时还

肩负着物质的运输。城乡之间需要的各种物资全部在此地区集结，进行交易；不同

职业、不同素质的、不同观念的人聚焦在此地，形成各种反差；对城市的依赖性较

强。 

城乡结合部的功能主要有：为城市提供各种物资，满足城市居民消费时对物质

的需求；为乡村剩余劳动力提供大量的就业机会；作为城市的“卫星城”，城乡结

合部在住房方面缓解了城市大量的压力；城乡结合部在经济发展方面提供了大量的

土地，厂址、商业市场用地以及货品仓储用地都可以在城乡结合部找到合适的地皮。 

1.7.2 家校合作 

目前为止，“家校合作”还没有一个确切的、被广泛认可的定义。英语中常用 

“home- school cooperation”(家校合作)、 “education intervention”(教育介入)、“parent- 

teacher collaboration”(家长—教师配合)、“parent involvement”(家长参与)等这些词语来

描述。 

我国研究家校合作的学者马忠虎认为，家校合作实际上是联合了家庭和学校的

力量共同对学生进行教育。在培育孩子的活动中，学校可以得到家庭方面的支持，

家庭也可以得到学校的指导。家庭和学校相互支持、配合，调动孩子学习的主动性

和积极性。虽然家校合作没有确切的定义，但是教育学者都一致认为家校合作应包

括以下几点内涵：家校合作应该以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为最终目的；在家校合作中

学校应起主导作用；家校合作是社会参与学校教育的一个重要方式。家长的参与离

不开社会大背景,是广泛的社会背景意义上的参与。因而,家校合作必然会进一步扩展

至与社区乃至社会方方面面的合作②。 

                                                      
①
陈超明.城乡结合部家校合作探究.四川师范大学,2014. 

②
岳瑛.我国家校合作的现状及影响因素.天津市教科院学报,2002,3,50-53. 



第二章 娄烦县第四实验小学家校合作现状调查 

 

9 

第二章 娄烦县第四实验小学家校合作现状调查 

娄烦县第四实验小学在原娄烦镇三元村中学的基础上扩建而成。该校走家校共

育的发展之路，以“博爱做人、博学成才”为校训，“团结、严谨、务实、奋进”为校风，

“敬业、求真、卓越、创新”为教风，“自信、进取、合作、创造”为学风，以“课程改

革”为契机，开设“写字教育”、“阅读课堂”、“绘画与制作”等校本课程，重视学生各

种能力的培养，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在全校师生的共同努力下，学校素质教育取得

了可喜的成绩，学校办学特色越来越鲜明，学校办学成果受到各级领导和社会的广

泛关注和认可，一个具有鲜明个性的第四实验学校展现在人们面前。 

伴随着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学生生源结构也在发生变化，家庭、社会对学校

教育有了新的要求，为了促进教育多元化发展，共同营造和谐的教育氛围，形成教

育合力，第四实验小学率先实践“家校共育”的新模式。 

2016 年 3 月 16 日，第四实验小学率先举行了“家校互动养成教育启动仪式”，选

用了太原市大营盘小学王金华校长的研究成果《金桥家校联系册》，着重通过培养

学生良好的行为习惯，来达到家校互助的育人目的。 

随后，学校又召开了家长经验交流会，“家校共育有效操作模式”交流分享总结

会、定期召开家长会。通过多次会议，教师的辛勤工作得到家长的理解和认可，家

长们也明白了教育孩子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要讲究教育方法。 

为了贯彻落实娄烦县《政府工作报告》中李树忠县长关于“小手拉大手，促进民

风改善”的重要指示和要求，10 月 12 日学校隆重召开了娄烦县“小手拉大手，促进民

风改善”主题教育活动启动会，作为家校共育的试点，第四实验小学在全县掀起学习

新教育模式的热潮。 

2.1 调查问卷、访谈基本情况 

2.1.1 问卷、访谈目的 

为了深入全面地了解城乡结合部小学家校合作的概况，笔者选择此研究之后，

分别设计了家长、教师、学生三份调查问卷和一份领导访谈提纲，在娄烦县第四实

验小学师生、家长和领导之间展开调查和访谈，其目的是了解家长、师生和领导对

本校家校合作的认识以及本校开展家校合作的情况、所取得的成效等，为此次研究

提供真实的资料，助本次研究取得较满意的效果，并且推广到其他学校，促进学校

教育得到可持续性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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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问卷、访谈设计 

笔者设计此调查问卷时，首先对娄烦县第四实验小学老师、学生以及家长的情

况进行了一次较为全面的摸底，然后再结合其他研究者所设计的调查问卷，设计了

此次研究的调查问卷初稿，在学校各位同仁、学校领导的指导下，调查问卷和访谈

提纲最终有了定稿。此次调查问卷内容覆盖面比较广泛，分为教师、学生以及家长

三份，在问卷中所提出的问题也非常中肯，具有较强的实用性。访谈提纲中问题概

括全面，可以较真实的反应领导的态度及见解，具有较强的信度和效度。 

本次调查问卷共发放了 600 份，教师问卷发放了 50 份，回收了 50 份，有效卷

50 份，回收率和有效率皆为 100%。学生卷和家长卷分别发放了 275 份，其中学生问

卷回收了 275 份，回收率为 100%，有效卷 260 份，有效率为 94.5%。家长卷回收了

250 份，回收率为 91%，有效卷 240 份，有效率为 87.2%。调查问卷和访谈提纲的具

体内容见附录。 

调查问卷的内容与娄烦县第四实验小学的实际教学情况密切相关，调查的人群

全部属于该学校的师生和家长，所有接受调查的师生和家长都能认真地答题，能够

全面地反映娄烦县第四实验小学家校合作办学的具体情况，所以此次问卷调查具有

较高的可信度。 

此次问卷调查的结果能够综合反映本研究目的和要求，能够反映出娄烦县第四

实验小学家校合作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为此次研究提供了依据和研究的方向，具

有较强的效度。 

2.1.3 调查对象取样 

为了使此次调查研究更加合理，能够取得有效的研究成果，在城乡结合部小学

家校合作研究过程中，调查对象为娄烦县第四实验小学的教师、学生以及家长。在

调查对象的取样上，笔者选择 50 位教师作为调查对象，这 50 位教师在年级上的分

布情况如下：一年级 12 名，二年级 10 名，三年级 8 名，四年级 8 名，五年级和六

年级各 6 名。在教师职务类别上分别为：校级领导 2 名，教务处工作人员 4 名，其

它管理人员 2 名，一线教师 42 名。 

学生卷的调查对象取样情况如下：因为一至三年级学生的认知能力较为低下，

所以发放调查问卷的取样对象主要集中在四到六年级的学生，调查问卷的具体发放

数量如下：三年级 10 份，四年级 85 份，五年级 90 份，六年级 90 份。 

家长卷的调查对象取样情况如下：娄烦县第四实验小学六个年级的取样数量没

有很大的差别，发放家长调查问卷的情况如下：一年级 68 份，二年级 58 份，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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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 60 份，四年级 25 份，五年级 34 份，六年级 30 份。 

2.2 调查、访谈结果分析 

2.2.1 家校合作的必要性 

表 2.1 家长对本校开展家校合作必要性的认识（有效卷 240 份） 

问题归纳 选择人数 所占比例（%） 

家庭教育环境的封闭性，会影响子女的健康成长 226 94.2 

家庭经济状况等条件会影响子女个体的成长和发展 186 77.5 

父母缺乏教育素养，不懂得使用科学的方法教育子女 230 95.8 

父母对子女言行的潜移默化会导致教育效果的不确定性 232 96.7 

综合问卷问题及调查结果得出表 2.1，从表中可知，大多数的家长认为自己家庭

经济条件差，自己除了需要照顾家中老小的生活起居外，还需要抽空去打工赚钱，

养家糊口。没有多余的时间检点孩子学习上的问题，没有充足的时间去主动学习先

进的教育理念，跟老师沟通、跟其他家长交流好的教育方法，更没有精力和能力去

带孩子去参加校外活动来拓宽视野。长期的生活压力导致自己不良的生活习惯、不

雅的举止行为，自己存在的种种不足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孩子，不利于孩子身体、

心理的健康向上发展。家长对家庭教育的局限性有了充分的认识，所以他们也想借

助家校合作等方式提高对子女的教育效果，由此可见，在娄烦县第四实验小学实施

家校合作的教育方式具有必要性。 

表 2.2 教师对本校开展家校合作必要性的认识（总人数为 50 人） 

问题归纳 
选择人

数 

所占比例

（%） 

学生行为习惯的养成，单靠学校教育无法起到延续或长期监督的作用 42 84 

学校教育制度的模式化、教学内容的单一性，不利于学生的全面发展 38 76 

      教师教学压力大，在有限的时间内问题学生不愿意深入交流 24 48 

通过表 2.2 可知，学校教育也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老师、学校用尽全力去监督、

去爱孩子，也只能是孩子在校的时候，孩子假期或者毕业离开学校之后，学校和老

师就无权利再去干涉孩子的生活，只有父母的爱、父母的监督才能伴其一生。离开

了家庭教育，离开了父母的监督，学校教育、老师的爱就是无本之木。在应试教育

当道，在家长被传统意识蒙蔽耳目的情况下，学校无法放开手脚变革，只能是沿用

学校历来的教育方法，教学内容，这样一成不变的教法、学法，不利于学生与时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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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全面发展。三天两头的公开课，大大小小的研究课题，形形色色的技能大赛……

老师永远都在忙，留给与学生交流的时间还有多少？所以从学校教育的角度来说，

家校合作也具有必要性。 

关于家校合作的必要性，笔者在此研究期间，曾就娄烦县第四实验小学的家校

合作模式与学校领导进行了访谈，在访谈过程中了解了学校领导对家校合作的认识。

学校领导者认为：教育大环境的改变、家庭教育的困境以及学校教育所面临的难题，

使得家校合作的开展很有必要。 

从教育大环境变化的角度来看，现代化信息时代的到来给我国的教育提供了一

个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竞争空前的时代给教育带来了巨大的挑战；独生子女时代

给学校教育带来了很大的难度。 

从家庭教育的困境角度来看，家庭教育资源的缺乏、家长教育方法的落后、子

女受不良网络信息的影响、单亲家庭的出现、留守儿童的出现以及代沟问题的出现

等诸多问题使家庭教育陷入了困境。 

从学校教育的困境角度来看，学校封闭办学、片面追求升学率、落后的教育观

念等因素使学校教育陷入困境。 

所以从以上三个方面来说，家校合作具有必要性，家庭、学校只有紧密结合起

来，才能有利于学生的健康成长，有利于学校的可持续发展① 

2.2.2 家校合作的方式 

家校合作阶段，学校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合作方式，促进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有

机地结合，实现家校互补双赢，充分发挥家校的教育功能。笔者在此研究期间，在

娄烦县第四实验小学教师、家长以及学生之间进行了此方面的问卷调查，调查结果

如下： 

 

 

 

 

 

 

 

                                                      
①
段海进.家校沟通与合作的必要性.教育,2016,1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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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家长对本校家校合作方式使用的调查数据表（有效卷 240 份人） 

家校合作方式 选择的人数 所占比例（%） 备注 

定期召开家长会 226 94.2 能够了解学生的成绩、表现等 

设立家长开放日 136 56.7 能了解学校的办学理念、规模等 

召开父母和子女共同参

与的感恩教育活动 
89 37.1 能与子女进行情感交流 

家访 214 89.2 能较为详细地了解子女的情况 

家校联系册 182 75.8 
及时掌握子女的学习习惯、生活习

惯并督促子女 

建立 QQ、微信交流平台 240 100 通过平台更方便及时了解情况 

建立家校互动网站 64 26.7 
及时了解孩子动态，随时反映孩子

在家表现 

通过表 2.3 可知：本校所采用的家校合作方式共有七种：定期召开家长会、设

立家长开放日、召开父母和子女共同参与的感恩教育活动、家访、家校联系册、建

立 QQ、微信交流平台和建立家校互动网站。选择“定期召开家长会”的家长有 226

人，所占的比例为 94.2%，家长认为，一个学期只有一次能够全面了解子女在校学习

的机会，所以会请假回来参加家长会，了解子女的学习成绩、在校表现等；选择“设

立家长开放日”的家长只有 136人，所占比例为 56.7%，此类家长主要是来校了解学

校的办学理念、办学规模、师资力量等情况；选择“召开父母和子女共同参与的感

恩教育活动”的家长有 89 人，所占比例为 37.1%，此类家长认为应该借此机会与子

女进行情感交流，较多地了解子女的内心世界；选择“家访”的家长有 214 人，所

占比例为 89.2%，家长们认为：教师家访时，家长可以避免一些尴尬的局面，另外时

间充足，可以较为详细地了解子女的情况；选择“家校联系册”的家长有 182 人，

所占比例为 75.8%，但是更多的家长选择了“建立 QQ、微信平台”，他们认为，使

用 QQ、微信平台更为方便快捷，能及时了解孩子在校情况也能及时向老师反应孩子

在家表现，同时也能避免面见老师时候的尴尬。选择“建立家校互动网站”的家长

仅有 64 人，所占比例为 26.7%，因为有的家长根本不知道网站是怎么回事，更不懂

得如何去操作。也有的家长他们在外打工期间，工作比较繁忙，没有足够的时间去

浏览网站里的所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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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 教师对本校家校合作方式使用的调查数据表（总人数为 50 人） 

家校合作方式 选择的人数 所占比例（%） 备注 

定期召开家长会 36 72 
通过参与人数可以了解家长的

重视度 

设立家长开放日 42 84 
可以让家长更多地了解学校的

政策 

召开父母和子女共同参

与的感恩教育活动 
32 64 父母能与子女进行情感交流 

家访 26 52 
可以更好地了解学生的家庭情

况 

家校联系册 26 52 
及时掌握子学生在家学习和生

活习惯 

建立建立 QQ、微信交流

平台 
50 100 通过平台更方便及时了解情况 

建立家校互动网站 18 36 反馈学生在校表现 

从表 2.4 可知：教师最喜欢的是使用 QQ、微信平台，他们认为家校合作过程中，

该方式最有效，操作起来比较方便简单，不需要花大量的时间，每天在 QQ 群、微

信群里发布信息就可以与家长进行沟通交流；最不太赞成的是建立家校互动网站，

如果建立家校互动网站，根本没有充足的时间去浏览、更新网站内容，所以大多数

教师不太赞同使用该合作方式。 

表 2.5 学生对本校家校合作方式使用的调查数据表（有效卷 260 份人） 

家校合作方式 选择的人数 所占比例（%） 备注 

定期召开家长会 36 13.8 家长会就是告状会 

设立家长开放日 42 16.2  

召开父母和子女共同参与的感恩教

育活动 
215 82.7 可以同父母进行情感交流 

家访 15 5.8 非常讨厌教师家访 

家校联系册 112 43  

建立 QQ、微信交流平台 136 52.3  

建立家校互动网站 146 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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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最讨厌教师家访和定期召开家长会的合作方式，因为家访日和召开家长会

的日子就是学生本人“受罪日”，所以他们不喜欢这种合作方式。但是很多学生选择

了“召开父母和子女共同参与的感恩教育活动”，因为父母可以从外面回家团聚，可

以再次看见父母，和父母进行情感交流。 

通过访谈发现，在学校家校合作模式取得一定成绩之后，学校领导、教师和家

长更应该高度重视，思想上一致，再接再励，在原有的基础上，扩大家校合作的规

模，力争使本校家校合作的工作更加完善。随着信息化技术的不断飞跃，学校应不

断引进、推广、更新实用的、全面的学习、交流软件，在线上可以使用学乐云教学

平台、希沃授课助手、MSN、QQ 群、微信等软件，在线下学校可以成立“家长——

教师协会”，建立“家校合作资源室”，建立“家长咨询委员会”等机构。利用多种形式

的交流渠道可以使家校双方快速、方便的交流信息，提高了家校合作的效率。 

2.2.3 家校合作的内容 

本校家校合作的内容主要分为三个部分：对家长的教育、对学生的教育和家长

参与学校教育。 

对学生的教育：学校与家长共同对学生教育的基本任务包括全面掌握学生特点、

制定孩子的远、近期目标、关心孩子的身心健康等。家庭要为学生提供良好的家庭

条件，满足学生学习上的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支持学校的教学工作。学校要利用

班报、联系卡等渠道，做好宣传与组织工作，促进学生的健康成长。 

对家长的教育：通过家庭教育讲座、家长指导手册、家庭教育咨询等渠道对家

长进行心理学、教育学、伦理学、生理学、医学、文化艺术等方面的教育。这些方

式能帮助家长应对一些日常生活中所面对的家庭教育难题，提高家长教育子女、与

子女沟通的技巧，更好、更有效地发挥家长教育子女的潜能。 

家长参与学校教育：家长可以积极配合学校的各项工作，包括参与、协调课堂

教学与课外活动，竭尽所能参与和支持学校教育。 

在本校教师、学生以及家长之间就家校合作内容作了调查之后，他们都认为这

些内容没有脱离家校合作的方向，只要家长和学校双方各尽其责，把自己应该做的

事情做好，在家长和学校的大力合作下，学生必能成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

展的人才。 

2.2.4 家校合作的效果 

本校自从 2016 年 3 月份启动“家校共育”新模式以来，取得些许成就，笔者在研

究此研究时，在本校教师、学生以及家长之间就家校合作的效果进行了一番调查，



城乡结合部小学家校合作调查研究 

16 

调查结果如下表： 

表 2.6 本校家校合作效果认可度调查数据表 

调查对

象 

效果非常

好 

比例

（%） 

效果较

好 

比例

（%） 

效果一

般 

比例

（%） 

没有效

果 

比例

（%） 

教师 26（人） 52 14（人） 28 10（人） 20 0（人） 0 

学生 126（人） 48.4 61（人） 24.5 64（人） 24.6 9（人） 2.5 

家长 151（人） 62.9 59（人） 24.6 22（人） 9.2 8（人） 3.33 

从表 2.6 可知：在教师调查问卷中，选择“效果非常好”的教师有 26 人，占 52%；

选择“效果较好”的人数有 14 人，占 28%；选择“效果一般”的人数为 10 人，占 20%。

从调查结果看，教师认为本校家校合作效果很好，对家校合作效果具有很大的认可

度。 

在学生调查问卷中，选择“效果非常好”的学生有 126 人，占 48.4%；选择“效果

较好”的人数有 61 人，占 24.5%；选择“效果一般”的人数为 64 人，占 24.6%；选择“没

有效果”的人数为 9 人，占 2.5%。从调查结果看，大部分学生认为家校合作效果不错，

提高了学生的综合素质，极大的肯定了家校合作的作用。也有一部分学生认为家校

合作不适合自己，起到的作用并不明显。 

在家长调查问卷中，选择“效果非常好”的家长有 151 人，占 62.9%；选择“效果

较好”的人数有 59 人，占 24.6%；选择“效果一般”的人数为 22 人，占 9.2%；选择“没

有效果”的人数为 8 人，占 3.33%。从调查结果来看，家长普遍认为本校家校合作效

果很好，只有少数家长认为没有效果，对本校家校合作开展的效果给予了很大的认

可。 

2.2.5 家校合作的规章制度 

在访谈中发现，随着家校合作的影响越来越大，社会和学校对该活动提出了更

加严格的要求。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在家校合作规模开展到一定阶段，必须完善

其机制。只有合理完善的规章制度才能规范师生、家长的行为，才能保障此项工作

的顺利开展并有意义地延续下去。这些制度的建立要科学合理、名分细则，确保家

校合作中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及每个阶段合作的计划、目标及有效的反馈机制。这

些规章制度，应该列入学校日常管理工作的重点，将其作为学校的重要工作来对待。

使家校合作在工作中有章可循，有合理的时间和合理的方式安排，从根源上解决好

当前家校合作规范性缺失的问题。学校全体教师以及家长必须严格遵守规章制度，

方能全力推动家校合作有序地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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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娄烦县第四实验小学家校合作存在的 

问题及原因 

3.1 娄烦县第四实验小学家校合作存在的问题 

3.1.1 家校双方缺乏主动合作意识，家校合作被边缘化 

在研究中发现，对于城乡结合部学校来说，各方面条件比较落后，大部分领导

人和家长虽然能意识到家校合作的重要性，但在素质教育为主流的风气下，家校合

作被置于学校事务的边缘，认为学校和家庭的主要责任是提高孩子成绩，完善孩子

的人格品质，而不是在家校沟通上浪费时间。偶尔学校有家校合作的活动，但是由

于城乡结合部的家长文化水平普遍低，学校也不会去采纳家长们的提议，仅仅是出

于领导者的角色来策划整个活动方案，家长只需要配合参加即可。 

另一方面就是大部分家长认为自己学历不高，经验也不足，没有教育孩子的好

方法。孩子送入学校，就把全部的希望都寄托在学校和老师身上了，自己什么都不

用管了。最后孩子出现什么问题都认为是老师、学校不负责任。而老师也同样有推

诿责任的行为，孩子的家庭作业没完成就认为是家长检点不到位，家长不配合，没

有责任心，对孩子不负责任①。 

3.1.2 家校合作方式单一，活动方式和内容趋于形式化 

在研究中发现，本校最常用的家校合作方式有家长会、家长开放日、父母和子

女共同参与的感恩教育活动、家访等等活动来实现家校的沟通与合作。但是，在实

际工作中，对于城乡结合部的小学校而言，家校合作还不完善。例如：笔者所在学

校处于城乡结合部，生源较差，很多家长的素质不高、学历偏低，学校采取一些家

校合作的方式并不能满足不同层次家长的需要。例如：我校曾经使用网络平台的方

式实现与家长的沟通，但是，大部分的家长不会使用，而且他们也不愿意花费大量

的时间去学习这些在他们眼里无用的软件。学校组织的家长会、开放日活动、感恩

亲子活动，本是想实现和家长们面对面沟通与交流，但是对于这些在外打工的人群

来说请假参与这样的活动就是浪费时间和金钱，他们更愿意找个亲戚朋友代替他们

参加活动②。 

家校合作的方式看起来还不少，但是在合作内容方面家校双方大部分还是关注

孩子的学习成绩、品德状况，其他关于提高老师和家长的内容少之又少。 

                                                      
①
林杰.家校合作构建学习共同体的策略研究.西南大学,2009. 

②
何非.中小学“家校合作”的现状与发展研究.曲阜师范大学,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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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家校合作机制不健全，缺乏计划性 

在访谈中发现，我校的家校合作处于初步发展阶段，家校合作的机制不够完善。 

缺乏完整的整体规划，也没有真正纳入学校整体教学计划之中，家校合作在实际工

作中，往往是有了事情、有了需要，或是上级要求才会想起家校合作。而在实施的

过程中学校、年级、班级各个层面也难以相互配合形成体系。家长到了学校不知道

与哪个部门对接，找不到活动的规律，在活动中获得的教育知识也不够系统、零零

碎碎，无法从整体上形成一套适合于自己和孩子的教育体系。这样一来，由于缺乏

制度保障，缺乏有效的计划，预期的效果恐怕也无法达到①。 

3.2 娄烦县第四实验小学家校合作存在的问题归因 

3.2.1 学校层面 

角色定位问题。在当代家校合作开展过程中，由于学校独有的特点决定了学校

在家校合作中处于绝对优势的地位。学校中有熟悉学生的教育工作者，他们了解学

生的学习习惯，学习特点，对学生在成长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能及时并有效地解决。

但这并不意味着学校在家校合作中处于绝对领导和支配地位，这是因为只有双向互

动、民主和谐的合作关系，才能使双方的合作关系长久维系。 

在研究中发现，本校目前的家校合作中，社会各界都是认可的。但是在合作活

动的过程中，由于受到传统理念的影响，依然是教师是教育者，训导者的地位，家

长属于聆听者，恭恭敬敬的记着老师对自己及孩子的要求。有意见不敢提的家长甚

是广泛，担心说的不对被老师和其他家长笑话，也有的担心提意见会影响老师对自

己孩子的看法。更没有给予家长参与学校教育管理的机会，消减了家长参与学校工

作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所以，在大部分的家校合作活动中，都是按照学校

的活动流程来的，表面上轰轰烈烈，实际上起到的效果不是那么明显。 

因此，在家校合作中，学校、教师必须要摒弃领导者的角色，必须正确的意识

到：家长在其子女的教育过程中与学校有着完全平等的地位，家长是一种宝贵的教

学资源，让家长参与到学校、班级的日常工作中，参与管理、参与监督。在合作中，

互相尊重，责任共担，提高双方教育的能力和水平，给孩子创造一个良好的学习环

境。 

办学观念问题。现代的学校虽然具有开放性、多选择性和独特性，但是始终贯

穿着以人为本的精神，充分体现了对学生以及学生家长的尊重。家校合作中，只有

                                                      
①
周莉.对城乡结合部学校家庭教育的几点思考.中华少年,2015,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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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转变陈旧的观念，认识到家庭与学校之间的平等地位。学校充当活动的主导者

而非领导者，是服务于学生的角色，与家庭建立良好的双向关系①，接受家长的建议

与监督，让家长乐意成为学校的得力助手，这样才能促进家校合作的顺利开展。 

首先学校领导要对家校合作进行大力宣传，指导，支持和鼓励，使学校教育工

作者对家校合作充满信心和热情，并以积极的态度主动参与家校的合作，营造出学

校与家庭轰轰烈烈合作的氛围。其次是要合理策划家校合作，他要带头制定家校合

作的计划，并不断的组织一些大型的家校互动活动，并在每次的实践活动中不断改

进完善。最后是推广实施家校活动，合作中由于双方立场不一样，可能会有和谐的，

也有矛盾的方面，学校领导能够机智地处理家校间的矛盾。在我国整个教育系统内，

校长对自己的学校具有极高的领导权和决策权。所以校长的办学理念决定了该校家

校合作的深度和成效。如果校长不具备深远的眼光，不能领悟家校合作的真正意义，

则学校的家校合作整个事务发展就只能是一种形式，学校在经费、时间、人力以及

财力上不会给予过多的投入，家长无法体会到学校在家校合作中的真诚性，则家长

参与家校合作的积极性就会急速减弱，家校合作就有可能“扼杀在摇篮”之中，不利

于学生的全面发展。 

办学硬件设施问题。家校合作必须得有足够的人力、物力、财力，才能开展的

轰轰烈烈、圆圆满满。但就目前情况来看，笔者所在的娄烦县第四实验小学在这些

方面都有所欠缺，无法保障家校合作长期顺利有序地进行。首先，要想保证有效地

进行家校合作，学校领导与教师都必须投入足够多的时间与精力，可小学班容量较

大，教师的日常工作量非常大，除了正常教学，很难再有多余的精力的投入家校合

作中。即使勉强抽出时间来开展，合作交流效果也不尽如人意。其次，在家校合作

进行中，需要投资大量的财力，例如，开展家校合作活动所需要的场所、先进的教

学设备等。家校合作的开展为家长和学校的互动提供了平台，但这个平台是建立在

财力资源充分的基础之上的。有些学校因为教学经费不足，校长想把家校合作办得

“红红火火”，但因为财力有限，无法投入大量的经费购买家长学校所需要的现代化

教学设施等，所以只能使用传统的教学工具，取得的效果非常地不显著，从而局限

了家校合作的进程。可见，家校合作过程中离不开各种资源的保障。但在目前的家

校合作过程中，资源问题根本无法妥善解决②。 

办学软件建设问题。学校的软件建设主要是指学校家校合作方面的机构设置和

                                                      
①
沈香云.城乡结合部学生的家庭教育问题及对策.考试周刊,2014,48,178. 

②
方艳.城乡结合部学校建设思考.郑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1,23,8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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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建设。由于本校家校合作开展时间短，相关方面的参考案例也比较少，所以在

家校合作建设过程中，学校目前还没有制定一个较好的发展计划，没有专门的领导

机构，在机构管理上一盘散沙。家长来到学校参与家校合作建设时，不知道与哪个

部门衔接，不知道如何开展家校合作的工作。除此之外，学校也没有制定家校各方

面的管理制度，无法给予家校合作刚性的、条例方面的发展环境。组织机构不健全、

机制不完善、参与途径不畅通，等等。没有制度管理的家校合作工作最终就会“悄然

消失”，在作秀的过程中消失得“无影无踪”。家校合作的顺利开展离不开制度和组织

机构的强有力保障。 

3.2.2 教师层面 

在家校合作过程中，教师层面的影响主要有：教师合作理念的影响问题、教师

敏感度的影响、教师专业化问题等①。 

合作理念的影响问题。在家校合作过程中，有些教师的合作理念不能适应家校

合作的需求。他们认为：学生在学校接受教育的时候，虽然要得到家长的配合，但

是学校的教育是最主要的，并不需要“大张旗鼓”地开展家校合作事项，家长来到学

校也只是了解子女在校的表现，他们对教育的现状、程序等不了解，所以无法提出

合理的、有效的建议，不利于学校教学的有序开展。正因为在教师头脑中存在着这

样的看法，所以他们的合作意识弱，合作理念不符合家校合作建设的发展需要。 

职业敏感度的影响问题。教师职业敏感度的高低，影响着他们是否能够及时地

发现学生、家长在教育中存在的问题以及学生、家长在学校教学的建议等。教师职

业敏感度强，则在家校合作过程中就能够多角度地发现学生学习的问题，家长教育

子女方面存在的问题，并及时地把发现的问题反馈给家校合作的主要领导人，进行

仔细的分析，与家长取得联系，寻求最佳的解决方案。教师在处理问题时的态度以

及采取什么样的方式，都会影响着家校合作活动的进展，如果采取的方式不对或者

态度不合适，则会激化师生、家长与教师之间的矛盾，同样不利于家校合作的有序

发展。 

教师专业化问题。尽管要求教师专业化已经成为社会进步、学校优质的必然要

求。但是由于城乡结合部小学办学条件差，师资力量缺乏，很多教师都是身兼数职。

所以以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不论是从思想上、行动上还是能力上，都很少有老师

再愿意花费大量的精力去探究家校合作这部分内容。特别是在家校合作制度还不太

                                                      
①
王燕红,董梁.家校合作视域下教师的角色冲突与处理.教学与管理,2016,2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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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的情况下，由于缺乏学校的合理、有效的安排，相关内容不能按需求定期举办

培训，教师对该部分内容感到盲目、无助。因而除非上级部门强制要求参加专业的

培训，否则平时极少对家校合作工作予以探究,主动进行学习。而由于老师们思想认

识不够深入，即使是很长时间参加的一次培训，也很少有人本着提高自己、发展自

己来深入学习家校合作相关的内容。由于家校合作组织者、实施者专业知识的不够

深入，导致家校合作在开展中模式化、僵硬化。 

3.2.3 家长层面 

家长对子女学习、生活的关注程度会影响着城乡结合部家校合作的进程，笔者

认为从家长层面来看，城乡结合部的家校合作存在的问题如下： 

家庭的民主氛围问题。家庭的民主氛围对家校合作的效果存在着一定的影响。

在城乡结合部，虽地处城镇与乡村的边缘地带，但是家长与子女的交流情况不太理

想，家长与子女的关系无法处于平等的地位，所以家庭中的民主氛围非常淡，严重

影响了家长对子女的教育手段。同时，家长与子女交流时，主动性不高，交流的次

数也比较少。交流的方式比较正式，通常以说教或批评的方式与子女交流。在这样

的家庭氛围中，家校合作的效果会很差，当家长参与学校的活动之后，如果子女的

成绩及表现不尽如人意，则到家之后就会严厉地批评子女，甚至殴打子女，对子女

的身心健康造成了很大的伤害。 

家长的文化程度问题。家长的文化程度不高会导致家长的整体素质低下，在家

校合作过程中，家长不知采用何种教育激励、教育方式去教育子女；家长参与家校

合作的意识、行为也会受到文化程度高低的影响；家长文化的高低也会影响家长对

事物的理解能力、处理问题的能力、教育子女的信心、教育子女的态度、对家校工

作的支持等。这主要表现为家长把教育的全部希望都寄托在学校、老师的身上，所

有的教育任务都推给学校。而学校有时候觉得沟通、发动家长浪费时间，大多数时

候都在独自履行这一职责。而这样的做法直接导致了家长教育孩子的依赖性越来越

强，觉得学校教育与自己毫无任何关系。因此，多数家长都不愿意积极、主动地参

与学校教育活动。而这样的做法直接导致学校教育活动的单向性和封闭性，周而复

始，这一活动陷入了恶性循环。一方面，学校埋怨家长不配合学校、不关心孩子，

另一方面，家长经常抱怨学校开展活动少、办学没有新意、没有机会参与学校教育

活动①。 

                                                      
①
张瑜.我国基础教育阶段家校合作的问题及对策研究.华东师范大学,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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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促进娄烦县第四实验小学家校合作的策略 

城乡结合部小学家校合作与学校、家庭、社会以及受教育的学生关系非常密切，

所以为了促进家校合作工作的有序开展，应该从这几个方面着手，创造良好的发展

环境。 

4.1 完善学校教育在家校合作方面的职能建设 

学校教育是家校合作工作开展的重要基地，学校领导应该高度重视，从各个方

面完善家校合作的职能建设，才能提高家校合作的效果。 

4.1.1 树立全新的办学理念 

学校领导是学校发展的重要决策层，特别是校长的办学理念更能够决定家校合

作的发展方向和成效。所以学校领导阶层必须与时俱进，加强学习，提高自身的办

学理念。尽管近年来我国一直在大力倡导素质教育，但由于应试教育思想在人们心

中根深蒂固，所以情况依然不太乐观。在学校里成绩差的学生就不招老师的喜欢，

回家还要忍受父母的训斥，原因只有一个考试分数不高。其实，这种单纯注重学生

成绩的时代早就应该结束了，有很多的高材生心理不健康、道德缺失、体能不高等，

还有很多犯罪行为，例如大学里发生的宿舍投毒事件、硕士生跳楼事件等等，这些

都是太过于重视分数导致的心理问题造成的。 

因此，成绩根本不能代表一切，学校领导者要倡导家长、树立正确的教育理念，

注重学生的各方面均衡发展，这就需要家长与学校、老师的沟通，这就需要家校合

作。要加强宣传教育，树立正确教育理念，全面推进家校合作工作。 

4.1.2 完善办学硬件、软件建设 

在家校合作过程中，学校的硬件配套设施的建设必须要跟得上家校发展的需要。

教室是家校合作的主阵地，教室走廊、黑板报以及学校围墙等也是家校合作的重要

阵地，学校在这些教学阵地上应该加强硬件的建设。例如，在学校大门口安装电子

显示屏设备，把本校家校合作的理念、方针、所取得的成效等以滚动的形式进行宣

传，使更多的家长了解学校在家校合作方面的信息，扩大学校家校合作的社会影响，

提高家校合作的社会声誉，吸引更多的家长参与家校合作的建设。除此之外，在家

校合作的主阵地——教室内，也要配置先进的教学设施（多媒体等信息化教学设备），

促进家校合作的大力发展。 

学校的软件建设主要是指学校家校合作方面的机构设置和制度建设。学校也应

该制定家校各方面的管理制度，给予家校合作刚性的、条例方面的发展环境。在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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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制度的掌控和引导下，家校合作的工作就能够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做好每一

件事，不再以“作秀”的形式出现在大家的面前，学校的教学质量也能得到提高。 

为了使家校合作能够有序地进行，有效地管理该项工作，学校应该设置专门的

管理机构，权责分明，分工明确，每位工作人员要互相协调，做好此项工作。 

首先要建立家校合作领导小组。由学校某位副校长任组长，主管此项工作，下

设多个管理机构，不同的机构具体负责某个方面的事务。例如在家长接待方面，设

置家长接待室，安排专人负责接待家长来访，解答家长提出的问题；建立家长学习

室，当家长来学校具体了解办学理念、办学条件、办学成效时，要准备好相关的材

料，让家长查看、学习，并且要适当地加以解释。 

其次要建立家长委员会。家长委员会是家校合作的协作机构和管理机构。在平

等自愿的基础上，产生家长代表，协助家校合作的所有工作，并且对家校合作的各

项工作进行监督。家长可以向家长委员会反映情况，然后通过家长代表与学校进行

沟通，及时地反映问题，解决问题。 

再次学校将家校合作纳入教师的工作内容之中，设定科学合理的家校合作评价

指标体系，制订合理的评价指标、采用客观科学的评价标准及方法，严格对教师进

行考核，并与老师的工资、人事升迁挂钩，在招聘老师时也要加入家校合作方面的

考查，让老师重视家校合作工作。只有引起教师们足够的重视，这项工作才能开展

的有实效性，而不是走马观花，做样子。 

4.2 提高教师的从业素质 

在家校合作中，所有活动的开展离不开教师。教师既是活动的策划者、组织者、

推行者，同时也是参与者，所以提高教师的从业素质非常重要。 

首先要培养教师的从业态度。态度决定一切，在家校合作过程中，如果教师没

有一个良好的态度，没有事业心、责任心，就不会对学生负责，也不会对家长尽心，

在家校合作过程中就会敷衍了事。所以学校领导要加强教师从业态度的培训，使之

意识到其自身态度的不正确性，养成一个良好的从业态度，高度重视家校合作对学

校教育的重要性。 

其次要培养教师的各种能力。注重培养教师在家校合作过程中的方式方法，当

教师使用合理的教育方法或合作方式时，才能引起家长和学生的重视，才能有效地

引导家长和学生参与到家校合作中。家长也能对学校的办学理念、学校对学生的教

育方式以及学生在校的表现等加以重视。教师语言表达能力对家校合作也会产生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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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影响，如果教师所用的语言不当，会激起学生以及家长的不满，造成不必要的

麻烦。所以学校要定期在教师之中进行培养，使之使用文明礼貌用语，行为举止要

大方合体，不能让学生和家长产生误解。 

最后要培养教师的敏感度。在家校合作中，当教师的职业敏感度提高之后，则

能够从多角度及时地发现学生、家长在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对这些问题进行仔细的

分析，及时与家长进行沟通，取得最佳的解决方案①。 

4.3 提高家长自身素质 

在家校合作过程中，家长自身素质的高低是影响家校合作的最主要因素。所以

不管是哪种类型的家庭，家长都应该从多个方面接受教育，提高自身素质。家长自

身素质不但会影响其对教育的理解、对学校工作的支持程度、参与家校合作的积极

性以及处理问题时的态度等。只有接受教育，提高自身素质之后，才能反省自己的

行为，能够用合理的方式向学校表达自己的要求，减少在家校合作中的摩擦；在教

育子女的过程中能够与学校同步，理解学校的教育管理行为，从而拥有良好的教育

方式，能够理智地、人性化地、细致地处理子女身上出现的各种问题，有效地提高

合作的效率。 

家长与子女沟通时，要制造民主的氛围，双方之间的关系应该平等。当民主氛

围很浓时，子女通常能够主动地与家长沟通，能够在家长畅谈自己的“心声”，有利

于子女的身心健康发展。在遇到难题时，也能够主动地向家长求助，听取家长的意

见，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选择合理的解决方法②。 

4.4 创建和谐的教育环境 

在和谐社会中，应该给家校合作创建和谐的教育环境，给家校合作提供有力的

保障。各级地方政府应根据本地的实际情况制定法律法规，明确家长在子女教育中

的责任，明确家长在家校合作中的义务，促使家长有效地配合学校的管理事务，提

高他们的合作意识，为家校合作创建和谐的法律环境。 

教育的成效与社会的和谐密切相关，只有整个社会和谐了，才能给教育创建和

谐的环境，才能发挥教育的重要作用。所以要从个人、群体以及社会各个方面营造

一个和谐的人际环境，合理配置资源，协调和解决家校合作中出现的矛盾和冲突。

和谐教育环境形成之后，学生与教师、家长与教师、家长与学校、教师与学校之间

                                                      
①
唐翠华.在家校合作中促进教师专业成长.中小学德育,2017,1,33-34. 

②
郭中凯,章亚希.“家校合作”中的家长主体缺失及对策.教学与管理,2015,22,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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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各种障碍就能逐渐被排除，人与人之间的心理防备和抵触也能逐渐化解。师生、

家长与教师、家长与学校的双向沟通就能畅通无阻，从而促进了家校合作的有序发

展①。 

总之，要想解决城乡结合部地区小学家校合作所存在的问题，需要社会各界引

起重视，为城乡结合部地区小学的家校合作问题献计献策，提出宝贵的意见，一个

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一个人的想法和思考能力也是有限的，但是全社会的力量是无

限的。我想只要全社会的人都行动起来，得到国家和全社会的重视，肯定会有更多

更好的方法来帮助城乡结合部地区小学，城乡结合部地区小学的家校合作问题肯定

会被很好的解决。 

 

 

 

 

                                                      
①
斯倩.基础教育阶段家校合作困境及优化研究.西南大学,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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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语 

在教育社会化发展的进程中，家校合作是其发展趋势之一。就我国教育目前发

展的情况来看，家校合作虽然有一定的发展，但是其总体发展速度缓慢，成效令人

不太满意。家校合作总是流于形式，其教育功效得不到切实有效的发挥。所以笔者

在本文结合娄烦县第四实验小学家校合作的具体情况，清楚地看到了城乡结合部地

区小学家校合作中还存在的诸多问题，国家还没有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来解决这些

问题。要想解决这些问题，还需要社会各界的关注与帮助。本文虽已结稿，但是对

城乡结合部地区小学家校合作的研究不会结束，我还会继续努力，希望能对城乡结

合部地区小学的家校合作添砖加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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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家校合作家长、师生调查问卷 

家长卷 

尊敬的家长，您好： 

我校自从开展“家校共育”的新模式以来，取得了一些成绩，为了使家校合作教

育活动更深入地开展下去，提高我校的教学质量，把学生培养成为德、智、体、美、

劳全面发展的人才，我们针对性地设计了以下问卷，希望通过此次问卷调查，来了

解家校合作教学中的一些问题，然后再加以改正。请您认真填写此调查问卷，调查

的结果将成为我们今后改进教学的依据。感谢您的支持！ 

1、您的文化程度： 

A、小学及小学以下  B、初中   C、高中   D、大专及以上 

2、您家孩子目前的状况是： 

A、孤儿   B、父母离异   C、留守儿童   D、父母在身边 

3、您家里的经济来源主要有: 

A、有固定收入   B、外出打工 C、国家补助 

4、您对您家庭经济状况的评价是: 

A、经济状况良好   B、收入勉强够支出  C、入不敷出   D、负债累累 

5、您是否关注小孩的学习情况 

A、经常关注 B、偶尔关注 C、从不关注 D 说不清 

6、您是否了解学校每学期的学期教学计划和教务安排？ 

A、很了解   B、基本了解 C、了解很少 D、不了解 

7、您对了解孩子在学校的表现吗？ 

A、非常了解   B、略知一二   C、丝毫不了解 

8、您会给孩子订阅各种类型的书籍、报刊、杂志吗？ 

A、经常 B、偶尔   C、很少 D、从不  

9、您会带孩子到大自然或者有教育意义的场所吗？ 

A、经常   B、偶尔   C、很少   D、从不  

10、您是否看家庭教育的书籍或浏览一些教育孩子的网站？ 

A、经常  B、有时  C、很少  D、从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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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假使有空闲时间您会用来干什么？ 

A、休息  B、看书学习  C、麻将或者其他聚众娱乐 

12、如果孩子在学习中或者生活上出现了错误您会怎么处理？ 

A、说理教育   B、非打即骂   C、不闻不问    

13、您会经常主动和教师沟通吗？ 

A、经常  B、偶尔会  C、很少  D、从不 

14、您会经常主动和家长沟通吗？ 

A、经常  B、偶尔会  C、很少  D、从不 

15、在教育孩子方面，您最大的烦恼是什么？ 

A、没有时间   B、不知道教育方法 

16、在开展家校合作活动中，学校的活动场地设施怎么样？ 

A、拥挤，陈旧     B、宽敞，先进 

17、如果在家校合作中有问题需要解决，学校有没有专职人员或者专门的机构

负责？ 

A、没有   B、有 

18、在家校合作中，一般会有哪些内容？ 

A、反映孩子的情况  B、对家长、教师的培训  C、家长参与学校教育 

19、您对本校家校合作的成效感觉如何？ 

A、非常满意  B、一般满意  C、不太满意  D、非常不满 

20、您喜欢用哪些方式与老师交流您孩子的在校表现呢？（多选题） 

A、家访   B、学校开放日   C、家长会   D、QQ 交流   E、微信   F、学

校感恩教育活动   G、家校互动网站 

21、您希望学校、老师在家校合作方面怎么做，您会更满意呢？请您提出合理

的建议。 

再次感谢您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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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卷 

尊敬的老师，您好： 

我校自从开展“家校共育”的新模式以来，取得了一些成绩，为了使家校合作教

育活动更深入地开展下去，提高我校的教学质量，把学生培养成为德、智、体、美、

劳全面发展的人才，我们针对性地设计了以下问卷，希望通过此次问卷调查，                                                                                                                         

来了解家校合作教学中的一些问题，然后再加以改正。请您认真填写此调查问卷，

调查的结果将成为我们今后改进教学的依据。感谢您的支持！ 

1、 您的学历是： 

A、师范   B、大专   C、本科   D、硕士及以上 

2、您的任教科目是： 

A、语文   B、数学   C、英语   D、音乐   E、体育   F、美术  G、综合

实践类   H、科学   I、思想品德   J、其他 

3、您的任职年限是： 

A、1—5 年   B、6—10 年   C、11—20 年   D、20 年以上 

4、您每学期除了代课外还要参加哪些教育教学活动？ 

A、各个层级的公开课   B、课题研究   C、论文发表   D、其他 

5、您目前所教学生中以下哪种情况居多？ 

A、孤儿   B、单亲或者离异   C、留守   D、双亲都在，家庭和睦 

6、您对学生在家的表现了解多少？ 

A、完全了解   B、基本了解   C、一点都不了解 

7、您认为孩子生活习惯、学习习惯的养成谁负主要责任？ 

A、家庭     B、学校      C、社会 

8、关于家校合作，您接受过专业培训吗？ 

A、经常培训    B、偶尔培训   C、从来没有培训过 

9、在什么情况下你会和家长联系？ 

A、孩子在学习上、行为方面出现问题时   B、学校组织活动时 

C、定期了解学生   D、时间充足时 

10、学校平时除了学习各科知识还有其他社会实践活动吗？ 

A、较多   B、偶尔有，但比较少   C、几乎没有   D、从来没有 



城乡结合部小学家校合作调查研究 

 

32 

11、您认为本校的教育制度如何？ 

A、模式化,无法提高教学质量和促进学生发展    B、合理有序，有较高的效率    

12、您所工作的学校是否建立了正规的家校合作组织或机构？ 

A、已建立   B、没建立   C、不清楚有没有建立 

13、您认为教师自身素质对家校合作有影响吗？ 

A、影响巨大  B、有影响  C、没有什么影响  D、无法确定 

14、您认为家校合作中，家长的素质有影响吗？ 

A、影响巨大  B、有影响  C、没有什么影响  D、无法确定 

15、您认为家校合作对您的教学有帮助吗？ 

A、帮助很大  B、有帮助  C、没有什么帮助  D、无法确定 

16、您会采纳家长提出的好建议吗？ 

A、经常会  B、偶尔会  C、从来不  D、说不清 

17、您觉得用哪些方式与家长交流效果更好呢？（多选题） 

A、家访  B、学校开放日  C、家长会  D、QQ 交流  E、微信  F、学校感恩

教育活动  G、家校互动网站 

18、在本校的家校合作中，一般会有哪些内容？ 

A、反映孩子的情况   B、对家长、教师的培训  C、家长参与学校教育 

19、有没有学生在学校和老师监督下改邪归正，从本校毕业后坏习惯又犯了呢？ 

A、有     B、没有 

20、您认为出现上一题中的这种现象，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A、家庭教育的失职   B、学校教育的弊端     C、社会教育的缺失 

21、您希望学校、家长、学生在家校合作方面怎么做，您会更满意呢？请您提

出合理的建议。谢谢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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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卷 

尊敬的学生，您好： 

我校自从开展“家校共育”的新模式以来，取得了一些成绩，为了使家校合作教

育活动更深入地开展下去，提高我校的教学质量，把你们培养成为德、智、体、美、

劳全面发展的人才，我们针对性地设计了以下问卷，希望通过此次问卷调查，来了

解家校合作教学中的一些问题，然后再加以改正。请您认真填写此调查问卷，调查

的结果将成为我们今后改进教学的依据。感谢您的支持！ 

1、 您大多数时间跟谁生活在一起？ 

A、与父母在一起   B、与父母任一方在一起   C、与爷爷、奶奶或外公、外

婆在一起   D、其他 

2、在成长过程中，您觉得谁对您的影响较大呢？ 

A、学校   B、家庭   C、社会    D、朋友及其他 

3、在遇到问题时，您会主动与老师沟通吗？ 

A、会     B、一般不会，除非特别严重    C、自己处理 

4、在遇到问题时，您会主动与家长沟通吗？ 

A、会     B、一般不会，除非特别严重    C、自己处理 

5、您认为老师去家访的目的是什么？ 

A、向家长告状    B、了解您在家里的表现 

C、与家长探讨教育方法，促进您的成长  D、只是简单地了解情况 

6、您认为您的家长对您的成长关心吗？ 

A、非常关心  B、偶尔关心  C、不太关心  D、不清楚 

7、您的家长与学校联系之后，对您的反应是？ 

A、非常生气  B、打骂  C、给予更多的鼓励  D、没有什么反应 

8、您是否经常与家长、老师谈心？ 

A、经常沟通  B、偶尔沟通  C、从不沟通  D、看情况而定 

9、您希望家长经常来学校了解情况吗？ 

A、从不希望   B、希望   C、无所谓 

10、如果您的家长与教师沟通，您的心情是怎样的？ 

A、恐惧   B、不安   C、高兴   D、反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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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您希望家校合作采用哪些方式？（多选题） 

A、家访  B、学校开放日  C、家长会  D、QQ 交流  E、微信  F、学校感恩

教育活动  G、家校互动网站 

12、您认为本校的家校合作对提高自己各方面起到明显作用了吗？ 

A．有作用    B、一般    C、没什么用 

13、您对本校家校合作的成效感觉如何？ 

A、非常满意   B、一般满意   C、不太满意   D、非常不满 

14、您认为学生用不用参与到家校合作中？ 

A、用    B、不用    C、无所谓 

15、您希望您的生活习惯、性格培养由谁来负责？ 

A、家庭   B、学校   C、社会   D、其他 

16、您希望学校、老师、家长在家校合作方面怎么做，您会更满意呢？请您提

出合理的建议。谢谢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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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访谈提纲 
 

尊敬的领导，您好： 

首先感谢您对本次调查工作的支持与配合。此次访谈主要以了解本校家校合作

的基本情况为目的，收集的信息仅作为学术研究之用，对于涉及您的个人信息将不

会对外公布，请您放心。请您根据自己工作中的感受谈谈自己的体会。感谢您的支

持！ 

1、您作为贵校的领导，对本校家校合作的情况是否非常了解？ 

2、请您介绍下贵校家校合作的大概情况。 

3、在家校合作中，您如何看待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的关系? 

4、综合各方面来看，您认为本校家校合作开展的效果怎么样？ 

5、您认为本校的家校合作开展有必要吗？为什么？ 

6、您认为在家校合作中是否需要规章制度？您觉得本校在这方面做得怎么样？ 

7、本校家校合作开展的方式有哪些？效果如何？有哪些地方需要改进？ 

8、教师与家长在家校合作中都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学校对教师与家长的沟通

技能是否进行过专门培训？如果进行过培训，培训的形式有哪些？ 

9、您认为本校目前的家校合作中存在哪些不足与困难？ 

10、根据目前的情况，您觉得家校合作应该怎样去做会更好？ 

(可根据访谈现场情况适当增删内容） 

结束：和您的访谈非常愉快，谢谢您给我提供的宝贵信息，祝您工作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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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谢 

此论文的完成，与我的导师、朋友以及同学的支持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首先

要感谢我的导师郭三娟老师，她在百忙之中为此论文的研究花了大量的心血，从论

文的选择、题目的确立，到论文的撰写、审核、成稿整个过程都给予我指导。同时

我还感谢学弟学妹们，在我学习过程中给予了大量的支持和照顾。在此一并向他们

致以真诚的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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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个人简况： 

姓名:赵旭霞 

性别:女 

籍贯：山西省太原市娄烦县 

个人简历: 

2011.09-2014.07  娄烦县静游镇特岗教师 

2014.08-2018.4  娄烦县第四实验学校 

联系方式：13509738181 

电话：0351—2943182 

电子信箱：237837761@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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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诺书 

本人郑重声明：所呈交的学位论文，是在郭三娟导师指导下独立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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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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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签名： 

导师签名：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