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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校社”三主体在协同育人中如何

更好地发挥作用？如何提升家校社共育水

平，更好促进少年儿童全面发展？为推动

湖南省全面建立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联

动机制，营造协同育人良好氛围，8 月 6 日，

首届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湖湘论坛在长

沙举行。省人大常委会委员、社会委主任

委员祁圣芳，省教育厅党组成员、副厅长

刘静，省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钟斌出席

会议并讲话。全省市（州）、县（市、区）教

育行政部门、妇联负责人，新华书店负责人，

教科院所家庭教育教研员代表等近 300

人参加了会议。

本次论坛以“落实法规政策，促进协同

育人”为主题，由湖南省心理学会、湖南省

家庭教育研究会、湖南省教育学会家庭教

育专业委员会举办。

长期以来，湖南高度重视中小学生的

健康成长，以改革思维破解育人难题，积

极推动构建形成政府主导、家校社协同育

人、优化社会育人环境的机制，各地创新

路径，创新资源，开发特色课程、创建绿

色和谐家庭、发挥专家“五老”的引领作用，

培养专兼结合的讲师队伍，不断构建“家

庭学校社会”三位一体的育人格局。

祁圣芳在讲话中指出，湖南是人口大

省、教育强省，培养造就更多服务强国建

设、民族复兴的高素质人才，是国之大者，

是省之大计，也是民之所盼。通过调研发现，

湖南省家庭教育和协同育人事业发展还任

重道远。要夯实学校在育人中的主导作用，

压实家长在家庭教育中的主体责任，做实

家庭教育·新闻

家校社协同共育进入新阶段
赵雄辉（湖南省教科院副院长、研究员）

论坛上，赵雄辉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

《湖南省家庭教育促进条例》《关于健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

育人机制的意见》等法律、法规和政策一一作了解读。

“政策法规的完善，明晰了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的部

门职责定位，强化了学校家庭社会在育人中的协同履职要

求，标志着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进入新阶段。”他认为，

家校社协同共育要在强调学校主导作用、强化家长主体责任、

完善社会有效支持三方面下功夫。与此同时，他建议学校

家庭社会共育可从 8 个方面着手：完善家庭教育服务体

系；开发家庭教育资源；培训家庭教育指导队伍；开展

丰富的家庭教育活动；强化案例的示范引领；关注特殊

群体的家庭教育；建立家庭教育评估督查制度；推动协同

教育的社会贡献。

社会教育资源建设和供

给。下一步，省人大社会

委将加强对家庭教育“一

法一条例”实施情况的监督，

进一步支持和推动学校家庭社会

协同育人工作，用法治为三湘未成年人

的健康成长护航。

刘静表示，时代各有不同，校家社

协同育人却一脉相承。在新的形势下，

学校家庭社会要目标同向，坚定育人核

心；行动同步，履行各自职责；保障同行，

完善相关机制。要广泛传播科学教育理

念和正确家庭教育方法，强化正面宣传

和舆论引导，大力营造全社会各方面关

心支持协同育人的良好氛围。

钟斌指出，做好家庭工作是党中央

交给妇联组织的

重要任务。各级妇

联要充分认识做好

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

的重要性，切实肩负起新

时代党赋予的重要使命；充分围绕

“立德树人”主线，传播立德树人家庭

教育理念，不断完善协同育人机制；充

分搭建指导服务平台，加强部门间协同

联动，统筹社会资源，逐步完善覆盖城

乡、公平优质、均衡发展的家庭教育指

导服务体系，切实增强协同育人合力。

论坛上，与会嘉宾、业界专家分别

结合国家规划、政策法规、湖南省情，

深入浅出地为家校社协同育人出点子、

想办法。听听他们有哪些心得——

专家解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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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县政府主导下，我们实行家

庭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两育’统

筹，协同开发供家长学习的课程体

系，既有线下的讲座、沙龙，也有

依托融媒体平台开辟的‘家长同学’

专栏。”桃源县人民政府副县长汤

赛男围绕“孩子的家庭生态”，从出

走孩子的协同应急处置、家长主动

参与正面引导两个小案例引入进行

了分享。

她介绍，该县联合卫健、民政、

心理学会等专业部门、社会组织，

共同指导家庭：联结学校、家庭、

医院开辟绿色就医通道和青少年心

理问题家庭护理培训通道；婚姻调

解员将多年工作经验开发成课程，

教家长怎样建设亲密关系；心理学

会不定期给家长普及发展心理学的

知识……

通过 2019 年和 2022年调查数

据显示：从 2019 年 94.63%的家长

“很少甚至从未参加提升家庭教育

能力的学习”，到2022年，97.43%

的家长愿意“接受班主任指导学习，

形成家校合力”,98.77% 的家长理

解“终身学习，家长先行”,97.51%

的家长理解“家庭教育的重点是家

长学习”。“桃源县家长的学习意识

增强，学习时长明显增长。”汤赛

男说。

“我们将家校社协同育人纳入

中小学、幼儿园综合督导评估和教

师考核工作，协同推进儿童之家与

留守儿童关爱中心建设，成功探索

出‘三点一线八爱心’乡村留守儿

童关爱工作做法，得到了民政部、

省教育厅等多部门的高度评价。”

溆浦县教育局党委书记、局长刘杰

卫介绍，该县着力打造“互联网+

家校共育”平台，实施家长学习积

分达标制度，每年组织开展“万名

教师大家访”行动，各学校引导家

长利用家委会、家长学校、家长会、

学校开放日等渠道，参与学校日常

管理，邀请家长进校开展课后服务、

校门口值班、监考、预防溺水督查

等家长志愿者活动，形成家校社同

频、融合促进。此外，该县还探索

“家长夜校”模式，利用空闲的夜间，

向家长讲授家庭教育知识。目前，

该县家长夜校已开设了“家长沙龙”

等课程 25 次，全县 2000 余名家

长参加夜校学习。

平江县教育局党委委员、副局

长邓焕发介绍，平江按照“中心统筹，

全员参与、互联互通”的思路，推

动家校社共育阵地建设：专设了“心

理健康与家庭教育指导中心”股室，

服务于全县中小学校；创建 297所

家长学校，由各乡镇、街道、村居

委会主要负责人任家长学校校长，

优秀政法工作者任法治副校长；成

立 354 个家长委员会、487个家长

膳食委员会等家长志愿组织。

此外，尤其锚定立德树人的根

本任务，该县以学区为单位成立家

庭教育德育研究协作体，以县级、

学区级、校级“三级联动”的班主

任名师工作室为载体，在分层次、

分梯队的研修中，切实提高德育队

伍的专业水平和育人能力。构建红

绿蓝“三色”实践课程体系：扬“红

色”, 发挥革命老区优势，组织学

生开展研学实践活动；赏“绿色”，

家校社一起行动，到本土生态基地

调研，践行绿色环保理念；品“蓝色”, 

依托汨罗江深厚的文化底蕴，抓牢

屈原精神回归的载体和城市发展的

主轴，深挖人文历史。

攸县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中心主

任周世友介绍，攸县聚焦县域留守

学生多、亲子教育缺位等教育现实，

培育本土专家资源，破解家庭、学

校、社会各教育主体难以形成教育

合力的难题，对县域优秀校长、骨

干教师、社会乡贤和社区“五老”

进行培训培育，打造了覆盖全县学

校、社区的700 名本土化家庭教育

讲师、12000 名志愿服务者、48 个

家庭教育科研团和 6000 余名家庭

教育种子教师等四大家校社协同育

人团队。

此外，针对家长学习、家校沟

通受时空制约难题，在校园公众号、

班级微信平台开辟“家校连线”等

互动栏目，推出攸县家庭教育在线

学习平台，为在外务工的家长免费

提供全学段家庭教育课程。目前，

已开放网络课程300 余节，注册家

长 10万余人，在线听课 200 余万

人次。同时，着手建设家校社协同

育人博物馆 ( 场馆+ 数字 )，创建

攸县“三优共育”数字平台，开通“妈

妈书房”“爸爸运动场”等提供在

线课堂、好书推荐、云端咨询、网

络测评等综合服务。

常德桃源：政府主导推动“家长同学”

怀化溆浦：将协同育人成效纳入绩效考核

岳阳平江：阵地分级分层，打造德育网络协同

株洲攸县 ：“学校 + 社区”结对，打通“最后一公里”

家校社共育要“五维一体 ” 
燕良轼（湖南省家庭教育研究会理事、湖南新课程研究
院研究员、湖南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

“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

务，将是中国的教育史上一场深刻的变革。”燕良轼教授

在作《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路径与对策》主题报告时

如是说。

论坛上，他提出中小学家校社共育“五维一体”解决

方案：管理体系上，建立市、县级组织机构，成立育人专班，

制定工作制度，出台工作计划；培训体系上，组建或引入家

校社共育指导团队，建立专家资源库，深入开展区域家庭教育

指导骨干教师培训，成立共育名师工作室；课程体系上，研

制家校共育课程，编写家长读本、学校手册，开设家长课程

与专题讲座，提供线上家长学习平台以及个性化学习资源；活

动体系上，开展家庭教育考察活动，如家庭教育乡村行、假

期家校夏令营、假期安全保卫活动等；评价体系上，将协同

育人工作纳入年度绩效评价，建立家长满意度调查制度，研

制校级共育工作评价标准，开展协同育人示范创建活动以及

评选表彰活动。

湖湘大咖“慧”聚，
畅聊家校社协同育人新路径

活动现场

家校社共育情
景剧《你笑起
来真好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