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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周刊

学校、家庭和社会间的交流互
动对协同育人机制的建设至关重
要。从主体而言，家校社均应健全
多边沟通联系制度。从形式而言，
线上线下沟通平台的灵活使用有助
于各方及时深入“对话”。

一是组织线下交流活动，增进
家校社深层联系。在瑞典公共卫生
署、斯德哥尔摩市相关部门以及相
关专业人士支持下，“ABC家长会”
（Alla barn i centrum， 简 称
ABC， 意 为 “ 所 有 孩 子 在 此 中
心”） 项目为0—18岁孩子的家长
提供知识服务，学习内容包括关于
父母身份、性别平等、儿童发展和
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的相关知识和
研究。同时，学习内容也会基于家
长愿望和需求进行适当调整。结果
表明，“ABC家长会”对儿童健康和
发展有积极影响。此外，斯德哥尔
摩市为家中有3—18岁孩子，且时
常与孩子发生争吵的父母启动“彗
星计划”，以帮助此类家庭的父母获

得相应指导，习得与孩子互动的新
方式，在改善亲子关系的同时，建
立起更好的家校社关系。比利时弗
兰德斯国际学校的“开门政策”鼓
励家长积极参与学校生活，学校定
期举行社交活动，如野餐、文化庆
祝活动、家庭欢乐日等，将家长、
学生和教师聚集在一起，营造热情
且包容的交流氛围。无论是在组织
活动、支持课堂活动还是在委员会
任职方面，家长的参与都促进了家
庭与学校更紧密的联系。家校合作
伙伴关系的建立，也有助于为学生
学习创设一个协同支持系统。

二是搭建线上沟通平台，促进
家校社互动反馈。新加坡教育部联
合新加坡科学技术研究局特别开发
了“家长门户”（Parents Gate-
way）应用程序，通过数字化方式
整合信息，为家校沟通提供便利。
巴西教育部面向各级教育管理人员
组织召开线上会议，提供针对“学
校与社区计划”管理方面的基础培

训，以及开展“预防暴力：校园日
常环境中的沟通挑战”等线上公共
讲座。澳大利亚一些学校围绕澳大
利亚教师专业标准，特别是关于与
同事、家长和社区进行专业互动的
要求，将家长和社区作为学校教学
文化的一部分。教师不仅通过分享
教学策略，如读写能力和计算能力
的培养方法等，来与家长建立信任
关系，还邀请家长参与真实的评估
过程，让家长充分了解孩子的学习
进展和学习需要。此外，教师还在
线收集家长反馈，以便更好地了解
家庭教育的需求和挑战，从而提供
更加个性化的教学支持。同时，学
校强调了教师专业发展的重要性，
特别要求教师通过专业对话方式改
进学生学习表现。教师与家长之间
建立良性互动，不仅有助于提升教
师的教学水平，还能促进家校之间
的有效沟通和合作。

（作者单位分别系上海师范大学
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教育学院）

联空间：拓宽家校社融合互动平台

协同育人机制建设需要依托学
校资源、家庭资源和社会资源的联
结与整合，加强各协同主体的资源
共享和优势互补有助于丰富教育知
识体系。拓展教育边界，意味着要
从学生学习的内容和方式两个方面
入手，在传统课堂学习之外，解锁
关于性教育、环境教育、艺术教
育、STEM教育等的“新式课堂”。

一是充分利用家校社优势资
源，丰富学生学习内容。从2024—
2025学年开始，加拿大魁北克市将
性教育作为中小学必修课程，并为此
构建全方位支持网络。由新西兰环
境部牵头、得到新西兰多家机构支持
的“全国环境学校计划”，旨在连接学
校、当地知名建材零售店、建筑企业
等资源，通过环境保护教育创造可持

续发展的世界。法国文化部致力于
将教育从校内延伸至校外，推出了包
括“这是我的遗产”、“文化之夏”、“走
出书本”在内的国家计划和部门项
目，各类文化组织在艺术创作、遗产
保护、艺术教育、公共阅读、媒体与公
共视听等多个领域为年轻人提供服
务。澳大利亚联邦科学与工业研究
组织实施了校园STEM专家计划，旨
在将教师与STEM专业人士联系起
来，借助STEM专业人士的专业知
识，通过双方合作将现实世界的
STEM内容引入课堂。

二是打破传统物理空间局限，
创新课堂形式。巴西教育部实施的

“学校与社区计划”通过讲习班、游
学项目、学校—家庭—社区联合工
作坊等，扩展校外课堂，培养学生

生活技能。芬兰的“现象式学习”
借助各种社会场域，因地制宜设计
各类课程。学校依托当地自然场
域，如森林、湖泊等，构建半开放
或开放的主题空间，设计“现象
式”主题探索课程，帮助学生在真
实空间和混合空间下开展学习活动，
促进各种社会交往。此外，芬兰注重
打通社会中的企业资源，为学习者职
业生涯提供指引，培养学习者创业技
能。学校与周边的社会资源开展合
作，为学生提供实地考察和工作见习
等多种机会。芬兰学校还会邀请社
会上相关领域的专家一起参与探究
活动，分享他们的职业故事。孩子们
面对面提问专家，甚至去到相关工
作场域进行实地参观，打通学校和
实际生活的“围墙”。

联资源：拓展教育内容边界和形式

政府、相关部门、学校、家
庭、街道社区、社会资源单位等是
协同育人的主体，共同为学生的成
长和发展负责。只有促进各主体协
同发力、同向同行，才能确保学生
的全面发展和健康成长。

一是提供政策支持，凝聚多元
主体协同育人共识。2022年 8月，
英国“家长共同体”（Parentkind）、学
校和学院领导协会、英国中小学校长
协会联合发布了《如何建立有效的家
庭—学校合作伙伴关系》指南，旨在
帮助英国所有学校建立适应21世纪
社会的家校合作伙伴关系，进而推动
家庭、学校与社区共同努力，构建一
个全面的教育系统，为所有儿童提供
更好的教育环境。该指南强调，通过
四种方式可以建立有效的家庭学校
合作伙伴关系。具体方式包括采取
全校参与策略、建立家校之间有效和
定期的双向沟通、支持家庭—学校学
习、让家长参与学校生活等。与之相
应，2024年9月，新加坡教育部更新

了《家校合作指南》，并提出“健康育
儿”倡议。同时，新加坡教育部决定
优化各校应用学习项目、生活教育项
目的实施方法，支持学校自主管理和
推进这些项目，并强调通过家长中心
这一网站进一步简化校内行政工
作。日本文部科学省 2017 年发起

“区域学校协作活动”倡议，鼓励社
区广大居民和家长参与其中，共同支
持儿童的学习和成长，推动以学校为
核心的区域建设，以激发社区活力、
促进教育可持续发展。协作内容包括
学校支援志愿服务、课后儿童教室、区
域未来塾、周末教育活动、家庭教育支
援活动等，旨在形成家校社共同育人
的良好生态。

二是提供条件保障，推动协同
育人机制建设和运行。2024年4月1
日，巴西政府颁布第 264号法令，
明确实施“学校与社区计划”。该计
划面向巴西各级公立基础教育学
校，由国家教育发展基金提供资金
支持，鼓励家庭和社区参与学校行

为，培育学生、家长、社区成员与
教育工作者的伙伴关系，促进协同
育人机制建设，提高公共教育质
量。自2023年起，韩国京畿道教育
厅便致力于推广“共享学校计划”。
为确保其顺利推进，韩国京畿道共
享学校在多个地区设立了试点支持
办公室，并根据地区特点进行分
类，以充分发挥每个区域的独特优
势，提升当地教育水平。这些办公
室不仅提供教育支持，还成为连接
学校、社区和教师的桥梁，以期让

“走出去就是一所共享的学校”的理
念深入人心。同样，由爱尔兰全国
小学家长委员会和爱尔兰小学校长
网络联合发起的“爱尔兰合作伙伴
学校计划”，使学校得以与当地社区
开展合作，助力孩子们取得更好成
绩。德国柏林儿童基金会的家校社
合作育人案例受到广泛关注。基金
会不仅提供餐食和课后辅导服务，
还努力与孩子们建立信任关系，从
其实际需求出发提供帮助。

联责任：凝聚家校社协同育人合力

国际社会协同育人机制建设图景国际社会协同育人机制建设图景

近日，教育部等十七部门联合印发了《家校社协同育人“教联体”工作方案》，旨在通过构建以学校为圆心、区域为主体、资源为纽带的“教联
体”，促进家校社的有效协同，确保协同育人机制更加完善，为学生全面发展健康成长营造良好氛围。近年来，协同育人机制建设受到世界多个国
家重视，汇聚各方力量支持教育发展已成为共识和行动。 ——编者

雷万鹏 万晨声

重视建立以中小学生健康快乐成长为目标
的家校社协同育人机制，近年来受到世界多个
国家重视。非洲谚语说：“养育一个孩子需要举
全村之力。”美国学者爱普斯坦等人的交叠影响
域理论认为，学校、家庭、社区是儿童学习和发
展的三大影响域，三者对儿童的教育和发展产
生叠加影响。儿童和青少年教育需要家校社齐
心合力，尤其需要得到社区政府、资源单位和社
区居民的支持。在西方国家，社区作为三权分
立政治制度下的最小行政单位，强化其在协同
育人中的功能，使其成为教育重要“合伙人”，已
成为共识和行动。

着眼社区协同育人的制度建构

社区协同育人需要教育部门在政府支持下
与相关部门和社会资源单位协调联动，因而制
度建构十分关键。

政府立法支持社区协同育人。在西方国
家，社区与选举制度关联度很高，因此，各类政
府官员对社区功能高度重视，教育功能也不例
外。多个国家陆续出台一系列法律法规和政
策，推进建立健全家校社协同育人机制。2002
年，美国《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规定，社区应
当建立一些供儿童在课后活动的安全场所、家
庭作业中心，并提供辅导服务。此外，还应提供
具有文化性、娱乐性、教育性的机会和服务。该
法案还鼓励社区以公立学校为基础整合社区内
资源，为社区全体成员提供教育服务，以提高社
区成员素质。澳大利亚《2013年教育法案》明
确要求设立“家庭、学校和社区合作局”。政府
还通过制定《家长参与实施指南》、《家校合作框
架》等指导性文件为家校社协同育人提供实施
建议和资源。瑞典重视面向社区的中小学课后
服务，先后颁布了《教育法》、《中小学、学前班和
课后活动中心课程大纲》等，将依托于社区的学
生课后活动纳入学校教育体系，使社区能够充分发挥协同
育人作用。芬兰颁布《初等和中等教育法》等法律对家校社
协同育人予以明确规定，强调学校在学生的教育和实践中
应与社区紧密合作，共同推动学生的全面发展。

社区监管学校，参与协同育人。在北欧，从幼儿园至初
中阶段的教育都在社区管辖范围内。以丹麦为例，丹麦的
小学和初中教育由地方当局管理，这意味着社区在学校的
监管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地方当局负责学校的日常运营和
教学质量，确保学校设施的维护和更新。在日本，中小学的
设置管理是地方行政管理的重要内容。东京都官员井上介
绍：“像葛饰区就被分为56个小学学区、24个中学学区，江
户川区则有73个小学学区、39个中学学区。社区的中心范
围多集中在校区周围，社区的不少活动都与学校有关，从一
定程度上说，学校就是社区活动的中心。”

扩大社区协同育人的资源联通

社区协同育人需要以学校为主体建立教育共同体，通
过各类育人资源联通，为学生参与社会实践、课后服务等提
供全方位的条件保障。

西方教育界将儿童走进社区与成人互动，视作对儿童
的社会性投资。社区丰富的公共文化设施是青少年教育实
践的平台，学校开门办学，鼓励学生走进社区，参与社会
实践和志愿者活动。家长和教师坚信，与其他儿童相比，
那些能够去动物园、公园玩耍，去博物馆、图书馆、企业
大厦参观的儿童，在应对数学、科学、社会、语言等科目
时，会有更为优异的表现。

为此，西方国家中小学教育重视与社区资源的联通，
每学期都会制定较为详细的校外游学和社会实践计划。作
为公共服务平台的社会资源，主要包括科普类（如科技
馆、自然博物馆、天文馆、气象馆等）、文娱体育类（如
演艺中心、剧院、电影院、体育场馆等）、文旅休闲类
（如森林公园、海洋公园、动物园、植物园等）、综合类
（如图书馆、博物馆、展览馆、美术馆、青少年宫等）四
大类，资源单位均以协同育人为己任。

法国博物馆和科技馆通过设立专门的教育部门为青少年
提供有针对性的教育服务。位于法国巴黎东北部的拉·维莱
特公园内的科学和工业城，设有面向青少年的“维莱特班”，
许多中小学会将整个班级搬到科学城，利用博物馆的知识、
设备和实物资源，在工作人员指导下完成科学小实验。

英国伦敦自然史博物馆是欧洲最大的自
然史博物馆，既是亲子游的好去处，也是青
少年科普、研学和增长见识的理想之地。牛
津大学拥有多个博物馆和艺术画廊，均对公
众免费开放，每年还会面向儿童和青少年举
办各种形式的知识讲座。

丰富社区协同育人的人员构成

除了各级政府重视，完善制度保障，
协同育人也有赖于社区居民支持。在社区
参与协同育人的实际操作上，主要有两种
方式：一是学校邀请家长、社区的社团组
织和专业人士、行家里手进校参与互动；
二是学校联手社区，组织家长、学生到社
区研学实践。

在发达国家，中小学均有类似于家委会
的组织存在。如澳大利亚、新西兰的家长公
民协会 （PCA）、加拿大的家长咨询委员会
（PAC）、美国的“家长教师协会”（PTA）
等。尽管称呼有别，各有特点，权责不一，
但其黏合家庭、学校与社区，动员社会力量
参与协同育人的目标是一致的。

非营利性组织、企业、志愿者积极参与
协同育人是西方社区的一大特点。全美家长
教师协会（PTA）是美国历史最久、规模最
大的家长教师联合组织。其宗旨包括提高儿
童青少年在家庭、学校及社区中的福利，为
他们争取法律保障。通过纵向三级组织结构
（国家—州—地方），全美家长教师协会向各
级政府和教育部门提供决策服务，促进家校
社之间的互动和社会资源单位的联动。

芬兰最大的非营利性儿童和家庭福利机
构曼纳海姆儿童福利联盟（MLCW），在地方
政府等的帮助下，将新手妈妈和经验型妈妈
组织起来，形成庞大的家长社群，就家校社
协同育人进行交流和讨论，并分享相关经
验。这项活动最早开始于1970年的瑞典，到

2000年开始推广到北欧其他国家。

政府主导改善社区贫困家庭教育环境

确保全纳和公平的优质教育，是教育可持续发展的重
要内容。缩小教育差距、对弱势群体进行帮扶，也是西方多
个国家改善社区贫困家庭育人环境的主要方向。

英国将关注贫困家庭和弱势群体子女教育列为重要内
容。英国的中小学重视与社区公共服务机构的联系合作，
鼓励弱势处境的学生走进社区，通过自身实践增强社会责
任，培养未来进入社会的抗挫折能力。2024年冬季临近，
英国数百万弱势群体面临能源价格上涨和福利削减的双重
压力，英国工党为此提出一揽子改革计划，以帮助社区低收
入阶层改善生活条件，减少和缓解儿童贫困，终结食品银行
这一“道德创伤”。

为弘扬奥运精神，法国国民教育部与法国高等教育部
于2017年联合推出了针对大中小学的“2024一代”认证
学校挂牌项目。自2021年起，法国巴黎大区的许多特殊
教育学校从这一认证项目中获益。获得“2024一代”认
证的特殊教育学校，可以保障残疾青少年这一弱势群体参
与体育锻炼的权利，帮助他们更好融入社区生活。

2024年初，德国联邦教育和研究部与各州达成共
识，启动了德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教育计划之一——“起
点机遇”计划。该计划于2024年8月1日正式启动，为期
10年，总投入为200亿欧元，计划资助4000所学校，重
点关注社区弱势儿童，其核心支柱包括基础设施和设备改
善计划，以为中小学创造更有利的学习环境。

美国实施的“开端计划”被视作向低收入家庭等弱势
群体提供服务的教育项目。该计划以联邦政府及州政府的
资金投入为主，由受过培训的教师对家庭条件不佳的儿童
提供免费的学前教育。实施过程中，一些贫困家庭的父母
和少数民族家庭的家长也因为该项目获得工作机会。截至
2022年，美国仍有1760万名流动儿童，其中42%生活在
贫困线以下。2024年4月，美国国际开发署发布《美国
政府国际基础教育战略2024—2029》，强调应整合各类社
会资源，关注社区弱势家庭，使贫困儿童享有高质量的教
育资源和学习机会。

（作者单位系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本文系国家社会
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
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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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佳 张雅茹

教育从来都不是学校或家庭一
方的事情，政府、相关部门和社会同
样重要，在教育质量提升、学生发展

和健康成长过程中发挥着协同作
用。放眼全球，世界多个国家关注多
元主体协同育人机制建设，出台了多
个倡议、项目、活动、指南等，尤其在
心理健康教育、环境可持续发展教

育、劳动教育、体育、文化艺术教育、
STEM（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教
育、特殊教育等领域，挖掘社会、家庭
和学校资源，通过联责任、联资源、联
空间，协同促进学生发展。

不久前，美国国家教育统计中心
发布了《2023年家长及家庭参与教
育状况》报告。这份基于2023年美
国家庭教育调查项目的报告，涵盖了
全美就读于公立、私立学校等基础教
育阶段学生的数据，重点关注学生家
长或监护人对学生教育的参与情况。
调研结果显示，家校沟通、家长参与
等有助于提升教育效果。

报告显示，在 2022—2023 学
年，美国学校与家长的沟通主要通过
学校发布的新闻通讯、电子邮件等渠
道实现。调查显示，90%的家长通过
这种方式收到过学校的通知，其中
66%的美国家长通过该方式了解孩子

具体学习信息，如考试安排、课外活
动等。此外，有41%的美国家长接
到过学校电话。研究表明，电话沟通
这种双向沟通方式较为高效，有助于
家长及时了解孩子在学校的表现，从
而提供适当的支持。

据统计，美国家长平均参与了6
项与学校相关的活动，83%的学生家
长参加了学校会议或家长教师组织会
议。这些活动为家长提供了更多了解
孩子教育环境和学习进度的机会，同
时也为学校与家长紧密合作奠定基
础。数据显示，55%的美国家长对学
校员工与家长的互动表示满意。

报告同样调研了美国家长对孩子
教育的关注要点。结果显示，77%的
家长最看重的因素是教师、校长和学
校其他人员的素质，这一点在公立和

私立学校中都被认为是最重要的因
素。教育环境也是家长关注的重点，
74%的家长将学生纪律和校园安全列
为首要关注点。此外，学校课程设置
和学术项目也是美国家长评判学校教
育质量的要素。

除学校活动外，家长还积极带领
孩子参与各种非学校活动。数据显
示，44%的学生在过去一个月内参与
了社区活动，40%的学生参加了体育
赛事，32%的学生观看了现场演出。
美国家长较为注重孩子的课外活动和
社会参与。他们认为，参与课外和社
区活动有助于培养孩子团队合作、领
导力和文化认同等重要能力，多样化
体验也有助于培养孩子的社会责任
感。

（王一帆）

美国国家教育统计中心《2023年家长及家庭参与教育状况》报告显示——

家校沟通、家长参与学校活动产生积极教育效果

国际观察

前沿直击

视
觉
中
国
供
图

视
觉
中
国
供
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