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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南县‘家校共育’试

点工作开展以来，取得了一定

的成效，总结出了可复制、可

推广的经验。”1 月 22 日，湖

南省妇联主席姜欣在衡南县

调研家校共育工作时表示，

家校共育不是形象和面子工

程，它惠及千家万户，对促

进和培养下一代接班人有着

十分重要的作用。她要求，

家校共育试点工作要突出学

校特色，在发现问题、分析

问题、解决问题上要引导家

长全程参与，注重家庭、家教、

家风，形成向上向善的社会

风气，让家校共育工作办出

实效，真正让孩子受益、家

庭受益、学校受益、社会受益。

通过家校共育工作，越来

越多的家长开始意识到家庭教

育的重要性。“最开始的时候，

村里的家长学校开课，我和

其他村干部要一个个的打电

话，拉村民来上课。”试点村

之一的松山村妇联主席莫海

英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现在她只要在微信群里一声

招呼，村民们纷纷主动来参

加家庭教育活动，家长学校

里坐都坐不下，“平时大家也

会在微信群里聊家庭教育的话

题，大家都慢慢认识到家庭教

育的作用和好处了。”

在试点村之一的学塘村党

支部书记费益生看来，家校共

育工作应该是村里的“头等

大事”，“乡村要振兴，首先

是要有人才。如果我们没把

下一代培养教育好，哪有人

来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

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

富裕这些目标呢？”

试点村之一的泉长村党支

部书记廖义云告诉记者，实

行“家校共育”工作后，很多

家长对自己的职责和定位，思

想上有了明显改变，以前很多

家长认为，让孩子吃饱穿暖是

自己的事，教育孩子是学校老

师的事。通过这个工作，很多

家长都意识到自己的责任，会

更多地陪伴和正确引导教育孩

子，也开始学会和孩子好好沟

通。他希望，各级各部门能加

大对这项工作的支持和投入，

比如多送家庭教育课程到村

里，“这是一项很得民心的工

作。你想想，你送什么东西，

能比送给老百姓一个有出息的

孩子更珍贵呢”？

↑湖南省家庭教育研究中心副主任、湖南师范大学副教授陈云凡率专家
组对衡南县“家校共育”工作进行相关调研评估。

“家校共育，关键

在‘共’，目标在‘育’。”

衡南县教育局副局长谢

少春说，只有真正构建

衔接顺畅、高效运转、

深度融合的家校社共

育机制，实现人才共

用、阵地共建、资源共

享、责任共担，才能找

到家校社合作的“最近

发展区”，激活合作育人的“一

池春水”。

在平台建设方面，衡南县搭

建了共育专家资源库平台、共育

课程共享平台、家校沟通平台、

家校互动平台四个“共育平台”。

其中，专家资源库平台吸纳

全国知名专家 56人，成为引领

本土家庭教育指导讲师团队建

设的重要力量。课程平台科学开

发、共享了《如何与孩子有效沟

通》《家庭环境是孩子成长的沃

土》等一系列线上线下“家长课

程”，为全县家长提供了精准课

程资源服务。而广泛设立的学校、

年级、班级三级家长委员会，家

长微信群、QQ 群，创办的家长

月刊，开展的常态化家访，更是

以多元形式打破了信息高墙，拉

近了家校距离，让在外务工的家

长走近孩子身边，营造一个紧

密的“共育圈”。

“过去，家、校、社之间‘各

有所职’‘偶尔打扰’，现在‘你

来我往’‘有商有量’——队伍、

阵地、平台三大基础的不断夯

实，让衡南县构建了家校社‘三

位一体’的‘大教育’格局，为

共育工作的深入开展提供了有

力支撑。”衡南县县委副书记蒋

崇华说。

4月20日，在松山学校的学

生学农基地，同学们正在家长与

老师的带领下，进行翻地、除草、

播种、浇水等农业生产环节体

验，通过大家的亲身参与，来

感受食物的来之不易。除了现

场体验，学校老师还精心制作了

PPT 课程，讲解餐饮浪费的危害，

引导学生节约粮食将“光盘行动”

落实到日常生活中，成为勤俭节

约的践行者。

在衡南县各中小学校、村（社

区），这样的活动每周都在上

演。试点工作以来，衡南县全

面开展家长培训、价值观教育、

结对关爱、学校开放日、心理

健康教育服务等五大项共育活

动，让“家校共育”扎实落地。

五大活动既关

注学生，也关

注 家长，既做

好全体学生的

价 值 观 引 导，

也针对重点群

体“心育护花”，

有声有色的活

动举办到了人们

身边，走进每

个人的心里。

县妇联主席费明巧告诉今

日女报 / 凤网记者，在松山村、

学塘村、泉长村三个试点村，

他们还采取了村干部包片、村

妇联执委包组的方式，对本村

0~18 的儿童及家庭情况进行

入户摸底登记，以孤儿、残疾、

留守儿童等特殊群体学生为重

点，全面了解每位学生家庭情

况和各方面需求。村家长学校

对留守儿童等特殊群体学生，

实现了“一户一档”和动态管

理，并由村妇联执委牵头对学

生就近实行“1+N”帮扶。

湖南省家庭教育研究中心

副主任、湖南师范大学副教授

陈云凡曾率专家组对衡南县“家

校共育”工作进行相关调研评

估。“试点工作以来，衡南县

的现代教育理念和学生思想

道德素养，以及家长、社会对

教育的满意度都得到了提升。”

陈云凡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

者，试点后，100% 的班主任

和任课老师、99.3% 的学生家

长都自主选择接受家庭教育指

导培训，对于学生家庭情况了

解的教师比例由59.91%上升至

95.7%。

“试点前，近 80% 的家长

对孩子的教育形态是专制型或

放任型，有近 82% 的家长采

取打骂或过度保护等不当教养

方式。而试点后，有 97.87%

的家长认为‘懂得如何与孩子

沟通交流’，98.83% 的家长认

为‘改进了教育孩子的方法’。”

陈云凡说。

“家校共育”改变了学生的

价值观。试点后，认为人生价

值“取决于金钱、权力的多少”

的学生比例由 80% 降至 6%，

认为“取决于对社会贡献的大

小”的由66% 升至 96%。心理

健康方面，孩子们出现行为障

碍问题风险由4.79 分降至 2.58

分，出现情绪障碍问题的风险

由原来的 3.55 分降至 2.76 分。

家校共育还使衡南县教育

生态发生了明显的改善，学风、

校风得到了极大改变。各学校

均呈现在校学生违法或重大

违纪为零，后进生转化显著。

基础教育质量提升幅度在全市

居于前列。“实行‘家校共育’

工作后，学校的校风好、师风

好、教风好、学风好。越来越

多的家长选择让孩子上衡南九

中，越来越多的学生也愿意来

衡南九中就读。”衡南九中校

长陆魁福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

记者。

4月19日，在衡南县三塘镇

松山村村部的家长学校，一场家

庭教育讲座正在开展。来自村里

各个小组的家长和孩子们正在

认真倾听家庭教育讲师带来的

这堂《如何面对孩子的青春期》

课程。

“每个月都会有专家到村里

讲课，每次我都会来听。村里干

部、学校老师也经常打电话和

我交流孙女的情况。”54 岁的松

山村村民欧桂莲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原先她只会用长辈

的姿态要求孙女，听了几节家庭

教育课后，现在她懂得如何尊重

孩子的想法和倾听孩子的诉求。

县妇联主席费明巧告诉今日

女报 / 凤网记者，村（社区）的

家长学校由村党支部书记担任

校长，村妇联主席、村级家长

学校初级讲师担任副校长，村

妇联执委担任班主任。家长课

堂则根据儿童的年龄分班，建

立 0~3 岁、3~6 岁、6~12 岁、

12~15 岁、15~18 岁五个班的家

长花名册和线下家长课堂，定期

为家长、监护人提供家庭教育指

导培训，实现村（社区）家长学

校的全覆盖。

衡南县还充分利用现有场所

阵地和教育教学资源，按照管理

制度规范、优化师资队伍、计划

安排明确、教学内容系统、成效

评估可行的设立标准，实现了全

县学校家长学校全覆盖。同时，

以网络校联体为载体，进一步加

强家庭育儿指导，构建网络“云

端”家长学校，将心理健康教育

网络课堂覆盖全县 209 所学校、

1994 个班级、12.3万名学生。

4月2日晚 7 时，一场别开

生面的家长课堂在衡南九中家长

微信群中“云端”开讲。针对孩

子的学习压力、家庭的亲子关系、

孩子的人际交往

等话题，教育专

家“在线支招”。

云教室里“座无

虚席”，家长们

听得认真，互动

环节高潮迭起。

“以前总以

工作忙为借口，

对孩子没太多耐

心，不听话就打

骂，孩子越打越反抗，真不知怎

么办！”264 班小李的妈妈肖艳

波说，衡南九中的家长学校多

次开办家长课堂，传授教育方

法，现在她与孩子谈心多了，距

离近了。就在 2020 年学校举行

的母亲节活动中，平时不善情感

表达的儿子还为她送上了一个大

大的拥抱，说“妈妈，我爱你”。

那一瞬间，肖艳波热泪盈眶。

目前，衡南县共建有国家级

示范家长学校 1所、省级示范家

长学校 12 所、市级示范家长学

校 53 所、县级示范家长学校 91

所，示范家长学校数量在全省各

县（市）居于前列。

建设三类家长学校

搭建四个共育平台

共育效果：三升一降一改善

“家校共育”是惠及千家万户的工程

上接 04 版

开展五项共育活动

↑学农基地是松山学校“家校共育”工作的一大特色。

↑在家校共育工作中，衡南九中将实地家访与
电话、微信等家访相结合，深入掌握学生动态，
及时发现解决问题。

↑村里的家庭教育课堂从“喊人来”变成了家长们“主
动要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