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基于学习力提升的五项协同管理路径探究

（一）重勘家校职责，共筑学习毅力
五项管理各内容是相互联系、

相互交融、相互渗透的，五者之间相
辅相成，统一不可分割。比如作业、
手机问题会影响睡眠，睡眠问题会
引发体质健康问题，从而影响到学
习效率以及学生健康发展。五项管
理需要尺度也需要温度，这就需要
重新勘定家校职责边界，共同提升
学生学习毅力。

1.学校的职责。
学校将“五项管理”纳入学校的

日常管理，教务处制定每周作业学
习时长，学生处对学生手机、睡眠进
行有效管理，对课外读物进行审核，
信息体艺处对学生体质健康进行监
督，各部门协作细化、实化“五项管
理”相关要求，积极探索、创新具有
学校特色的校本管理模式与实践。

2.家长的职责。
家长对学校发展规划、教育教

学、日常管理有一定的知情权和建
议权，学校成立家委会就是希望家
长能够参与到学校的管理中，为学
校的建设出谋划策。在五项协同育
人中，家庭并不是简单的附庸，
2022年 1月 1日开始施行的《中华
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明确
指出：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

护人应当合理安排未成年人学习、
休息、娱乐和体育锻炼的时间，避免
加重未成年人学习负担，预防未成
年人沉迷网络。可见，五项管理不仅
是学校的职责，也是家庭教育的职
责。

在家校协同育人中，学校居于
主导地位，学校教育是制度化、系统
化的教育，学校引导家长树立科学
的家庭教育观念、掌握科学的育人
方法。为此，学校制定了《泰河中学
家校共育学生成长档案之周末登记
表》，细化各学科周末作业完成情况
及运动、休息时间、电子产品使用情
况，每周末要求学生与家长共同完
成。在完成表格的过程中，家长不再
是学校教育的“旁观者”，而是参与
者。同时家长如实地反映学生在家
学习、休息等相关情况，有助于班
主任及时掌握各学科学习情况，便
于班主任与学科老师之间的协调；
同时对学生学习状况有进一步的
了解。一周一表、一生一档，并以制
度的形式加以规范化，确保家校之
间有效沟通，使学生的学习能够有
所追踪，从学校学习状态到周末有
更好的延伸，保持良好的学习生活
习惯，增强学习的毅力，从而提升学
习力。

（二）创新作业内容，助推学习动力
“为了学生更好地发展”是学校

五项管理的价值追求。在五项之中，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作业问题。填鸭
式的、重复性的作业以及家长的“额
外”作业，逐渐引发学生负担过重、
学生体质下降、睡眠质量低下等问
题。其实也反映出在教育价值上没
有形成共识。为此，要创新作业内
容，家校协同管理重新激发学生学
习动机和学习兴趣。

为了更加合理地安排周末作
业，不断地进行调节改进，班主任
把每周的《家校共育学生成长档案
之周末登记表》收齐，了解学生作
业情况、各科完成时间，收集相关
的数据反馈给学校相关部门，对于
需要超时完成的科目进行作业优
化，协调学科之间的作业平衡。关
注个性化、创造性的作业，把作业
设计锚定在提高学生动手能力、解
决实际问题能力、广泛阅读能力提
高等方向。

家庭教育是学校教育的有效
补充，在配合学校完成周末作业管
理的同时，家长不能一味地“加
料”。部分学生反映作业拖拉的一
个原因其实是害怕家长在学生完
成学校作业后布置其他作业，不停

地加负让学生心里产生抵触的情
绪而逐渐养成作业拖拉的习惯。
《家校共育学生成长档案之周末登
记表》更直白地让家长了解高中学
生的作业，引导家长用欣赏的眼光
看待孩子，有勇气有魄力给孩子适
当“松绑”。
（三）建设家长学校，提升学习能力

强化家庭教育指导是五项协
同管理的重要保障。学校成立家长
学校，建起班级、年级、校级三级

“家长委员会”和“家庭教育指导委
员会”，为家长赋能；创建“二课一
信一沙龙”制度，学校根据学生年
级特点，制定家长指导计划，完善
课程体系建设，通过开设全校性基
础课、专题课、家长沙龙以及“给家
长一封信”等形式，逐步取消了“以
会代训”式的家庭教育指导模式。
班主任收集家长在家庭教育中的
难点、困惑点，积极撰写德育案例，
汇编成家长学院手册分享给各位
家长进行学习。

通过家长成长学院，家长为孩
子树立“常学”“好学”榜样，这种状
态不仅为家长在家庭教育中提供科
学的方法，也对学生的学习产生潜
移默化的影响，为学生树立终身学
习的榜样，提升学习能力。

二、高中生学习力提升与五项管理的内在逻辑

（一）学习力的概念界定
学习力至今仍未有明确的概念

界定，众说纷纭，主要包含素质说、
能力说、品性说及能量说这四种定
义。从广义的角度来说，学习力是一
种自觉主动的与时俱进与自我更新
的能力。不仅强调了学习的自觉性，
还强调了学习的发展观以及对提升
自我的作用，将此概念应用到中小
学生上，以此类推，学习力对中小学

生而言，意味着能够通过自觉的学
习来提升完善自己，并且让自己具
有终身学习成长的品质。

（二）学习力与五项协同管理的关系
1.五项协同管理是学习力提升

的保障。
五项协同管理中最重要的一点

在于时间的管理，在时间上“张弛有
度，主动留白”，从本质上说是一种

教育留白，通过对手机、睡眠时间、
课外读物以及作业等管理，为学生
创造了时间与空间。在这片“自留
地”中，学生可以充分利用这些时间
探索自我发展空间，以此提升完善
自我，并且养成自觉学习的品质，为
提升学习力提供保障。

2.学习力提升是五项协同管理
的目的。

五项协同管理通过整合教育资

源，形成教师、家长、学生的良性教
育生态圈。通过五项协同管理，学校
和家庭为学生提供更多自由发展的
时间，教师与家长帮助学生在自由
的时间中充实自己的学习状态，提
高学习的自觉性，养成终身学习的
习惯。因此，五项协同管理的最终目
的在于提升学生的学习力，并由此
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深入推进立
德树人举措的落实。

一、五项协同管理在高中的现状分析

2021年1—4月，教育部连续发
布《关于加强中小学生手机管理工
作的通知》《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
生睡眠管理工作的通知》《中小学生
课外读物进校园管理办法》《关于加
强义务教育学校作业管理的通知》
《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生体质健

康管理工作的通知》五个文件，自此
“五项管理”改革文件全部出台，通
过制度规范加强手机、睡眠、课外读
物、作业、体质管理。

高中学生基本都以住校为主，
在校学习期间睡眠、作业等较为规
律，五项管理的难点主要在周末。

不少家长反映学生在家学习效率
低，长时间沉迷于电子产品，而这
必将影响到学生学习力的提升。中
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家校共育改革
研究课题组调查发现，2020年新冠
肺炎疫情期间，28.5%家长认为“管
不住孩子”。由此可见，五项协同管

理也面临着一定的挑战，家庭教育
暴露出协同管理中薄弱的环节，难
以契合社会对教育共同管理的需
求，主要表现为：家庭教育对学校
教育过度依赖；家庭教育观念过于
功利化；家庭教育指导缺乏系统
性、理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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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从五项协同管理在高中的现状出发，引出五项管理对学生学习力的影响，分析协同管理

中薄弱环节的原因，探讨高中生学习力提升与五项管理的内在逻辑。根据学校周末五项管理的实践探索，

进行基于学习力提升的五项协同管理路径探究，从“重勘家校职责，共筑学习毅力”“创新作业内容，助推

学习动力”“建设家长学校，提升学习能力”“多元参与，多方助力”等方面提高高中学生学习力。

【关键词】学习力；五项管理；协同

“家庭是人发育、成长、生存的首要基地，学校是传承文化、培养人才的主要平台，社会是人谋生发展、相互交往的基本环境。”
基于学习力提升的五项协同管理不仅需要家校合力，更需要学校、家庭、社会之间形成协同效应，必须明确“系统思维、整体推进、
关键管控、协同共治”的治理策略。在“五项协同管理”的助推下，不仅让高中生掌握关于学习的一般知识和策略，达到“学会学习”，
还要引导高中生了解自身学习的真实现状及不足之处，形成学习的自我发展素养，达到“主动学习”以及“终身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