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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了解《意见》出台背景
明白协同育人重要性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负责人近日接受媒
体采访时指出，《意见》的出台是为了深入
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以及《家庭教育
促进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法律和相关
政策文件的要求，营造良好育人生态。

早在2020年 10月召开的党的十九
届五中全会便提出要健全学校家庭社会
协同育人机制；2021年出台的《“十四五”
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和2022年
政府工作报告都确定了健全学校家庭社
会协同育人机制的工作任务；党的二十
大报告对健全学校家庭社会育人机制提
出了进一步要求。

2022 年 1月 1日起施行的《家庭教
育促进法》将家庭教育从传统“家事”上
升到了“国事”，其中明确规定，建立健全
家庭学校社会协同育人机制。

近年来，各地在积极探索推进协同育
人上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实践中还存在学
校、家庭和社会之间职责定位不清晰、协同
机制不健全、条件保障不到位等问题，出台
《意见》是要明确各方育人职责和相互协同
机制，形成更加完善的协同育人机制。

《意见》要求，到十四五期末，学校教
育主阵地作用进一步强化，家庭教育指
导服务更加专业；家长科学育儿观念基
本树立，履行家庭教育主体责任更加到
位；城乡社区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站点普
遍建立，社会育人资源利用更加充分。

到 2035 年，形成定位清晰、机制健
全、联动紧密、科学高效的学校家庭社会
协同育人机制。

近日，教育部、中宣部等十三部门

联合印发《关于健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

育人机制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明确了学校家庭社会在协同育人中的

各自职责定位及相互协调机制。

协同育人已经上升成为国家层面

的一项重要工作，但不可否认的是，很

长一段时间以来，不少人都把孩子的教

育寄托于学校，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家庭

教育和社会教育的作用与意义。

今天起，我们推出“协同育人”系列

报道，关注学校、家庭和社会在协同育

人大格局中的职责定位。

□现代金报 | 甬上教育 记者 王伟

“马上要开学了，看到
家里娃作业拖拖拉拉的样
子就生气。前两天，老师要
求线上上传一份作业，我眼
看着她从上午拖到下午，又
到晚上。一直到晚上八点
多，班上大多数孩子都交作
业了，她还在看电视找零食
吃，我一下子火气就上来
了，骂了她一顿。还是早点
开学吧。”一位女儿读初一
的家长向记者吐槽，假期带
娃心太累了，还是正常上学
好。

“我知道家庭教育的重
要性，也很重视，但知道是
一回事，做起来是另一回
事。面对不听话的娃时，真
心觉得很无奈。”这位妈妈
告诉记者，对于学校家庭社
会协同育人，她觉得挺好
的，也希望自己能够得到更
多专业人士的科学指导。她

告诉记者，平时潜意识里确
实把更多期望放在了学校
和老师身上，总觉得同样的
话，老师说的孩子更愿意
听，家长说多了还影响亲子
关系，容易爆发家庭矛盾。
对照意见里面“家长要强化
家庭是第一个课堂、家长是
第一任老师的责任意识”的
要求，“我们确实做得还不
够”。

也有家长在接受记者
采访时，希望学校或者社区
能够开设祖辈课堂，多给孩
子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传
授一些科学育儿的理念。

“我和老公平时工作比较
忙，上小学的儿子多数时候
是爷爷奶奶在带的，确实很
感谢老人家的帮忙，但老人
家对孙子太宠了，有些教育
理念不太合适，我们又不方
便多说。如果学校和社区有

这方面的服务，还是挺好
的。”

这位妈妈是一名医生，
平时工作非常忙，陪儿子的
时间比较少。说起隔代教育
问题，她举了个例子，学校
里会布置一些劳动作业，她
觉得这方面还是挺有必要，
可以培养儿子的动手能力
和行为习惯，可爷爷奶奶总
不以为然，甚至帮着孙子打
掩护，随意应付劳动作业。

“老人家觉得有些事情年纪
大了自然就会了，没必要现
在就要求孩子去叠被子打
扫卫生甚至学做饭菜，但实
际上这是一种习惯的培养。
如果劳动作业可以应付了
事，学科作业是不是也可以
相同对待？如果能在科学理
念的基础上协同育人，我觉
得应该会比现在更好。”这
位家长说。

有家长把更多期望落到老师身上
也有家长希望多开一些祖辈课堂

B

“我们班有一位男生，在
我看来挺好一孩子，但周末
回家经常会跟父母爆发争
吵，导致返校以后状态不稳
定。”说起协同育人，老师们
也有很多话要说。

一位高一班主任告诉
记者，班上有个男生总是
因为手机问题爆发亲子冲
突，即便住校一周仅仅回
家一天半，父子之间也能
吵到脸红脖子粗，这直接
影响了孩子的学习状态。
为此，她和学生家长多次
沟通，希望孩子周末返校
时，父母能够营造一种温
馨的家庭氛围。“父母对待
这个年龄段的孩子，不能
再像小时候那样一言堂，
更加不能一言不合就骂一

顿。孩子在长大，父母的教
育方式也要随之改变。”这
位班主任说，上个学期经
过多次沟通，总算好了一
些，但是期末的线上学习，
加上随之而来的寒假，他
们的关系又趋于紧张。

“协同育人确实挺重要
的，学生的成长不仅仅在
学校里，家庭和社会环境
都是不可忽视的因素。”这
位老师说自己看过十三部
门联合发布的《意见》，《意
见》里面对学校要做什么、
家庭要做什么、社会要承
担什么责任都有界定。“希
望随着社会的重视，整个
环境能够形成更好的科学
育人氛围。”

有一句话，说的是一个

“问题学生”的背后总有一
个“问题家庭”。对此，职高
的老师们会更有感悟。一位
带了二十多年班的职高班
主任告诉记者，班上40多名
学生，一多半是有各种家庭
问题的，不是长久以来亲子
关系紧张，就是父母离异、
家庭重组，或者是留守孩子
等，导致孩子在成长的过程
中缺爱、缺安全感，没有养
成良好的习惯。平时，老师
们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
也多少会介入一些家庭教
育问题，扮演“润滑剂”角
色。“但总感觉个人能做的
事情有限，如果能够形成良
好的协同育人机制，我想应
该会有利于更多孩子的成
长。”

协同育人效果更好
老师们也希望形成长效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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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举办两年的“班主任茶座”，也是协同育人的一
种尝试。 资料图片

▶ 镇 海
区 骆 驼 街 道
新 晨 社 区 打
造 儿 童 主 题
社区图书室，
推 进 儿 童 友
好 社 区 试 点
工作。

事关协同育人,13部门印发意见

家长老师各有期待
江北区庄桥街道天合社区打造“教育掌门人社区圆桌

座谈会”，邀请资深教育专家为家长们带来家教课。

校家社“协同育人”系列报道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