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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减”背景下家校社协同育人的问题与策略 

周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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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

提出“健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机制”。随着“双减”政策的不断推进，家校社协同育人的重要

性被提上前所未有的高度。目前我国家校社协同育人存在协同育人观念不一致、育人主体责任不

清晰、协同育人机制不健全等问题，解决当前家校社协同育人存在的问题，构筑家校社协同育人

合力对于新形势下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有举足轻重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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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roposal by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entral Committee on formulating the 14th Five-Year 

Plan for National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and the long-term goals for 2035 suggests "strengthening the 

mechanism of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between schools, families, and communities". With the continuous 

promotion of the "double reduction" policy, the importance of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between families, schools, 

and communities has reached an unprecedented level. Currently, there are issues such as inconsistent collaborative 

educational concepts, unclear responsibilities of educational entities, and inadequate mechanisms for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between families, schools, and communities in China. Solving the existing problems in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between families, schools, and communities and building a collaborative force for education holds 

significant significance for constructing a high-quality education system under the new circumsta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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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双减”背景下家校社协同育人的

必要性 

2021年7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

发了《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

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以下简称“双减”[1]。“双

减”政策的出台对于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提升

学校育人水平有重要意义。“双减”政策提出要“完

善家校社协同育人机制”，“推动协同育人共同体建

设”[2]，进一步强调了家庭、学校、社会协同育人

在新形势下的必要性。 

“双减”政策呼吁教育回归本质，通过减轻学

生过重作业负担与校外培训负担促进学生身心健

康成长，育人重心由“唯成绩论”转向“立德树人”。

随着育人重心的转变，要实现教育质量的提升，必

须整合家庭、学校、社会育人资源，充分发挥学校

教育的主导作用，家庭教育的主体作用及社会教育

的辅助作用，积极构筑家庭、学校、社会育人合力，



 

https://cn.sgsci.org/ • 2 •

第 1 卷 第 2 期 Volume 1, Issue 2 

 2023 年 1 2 月 Dec, 2023

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健康成长。 

2 “双减”背景下家校社协同育人存

在的问题 

2.1 家校社协同育人观念不一致 

观念是行为的先导，虽然家校社协同育人是新

形势下教育发展大势所趋，但就目前现状来看，当

前我国家校社协同育人仍存在家庭、学校、社会育

人观念不一致的问题。从社会来看，当前社会希望

培育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人才，这样的人才能适

应时代发展潮流，在激烈的社会竞争中脱颖而出，

满足不同行业发展需求，这也是大众对于教育的普

遍希冀，培养社会需要的人才，进而推动社会的全

面进步。然而，从学校来看，在当前的学校教育中，

很多学校迫于升学率的压力，片面追求学生分数与

成绩，将学生成绩视为评价教师的重要标准。一方

面，学校希望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养德

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人才；但另一方面，升学的压

力却让学校和教师不得不把教育的重心放在学生

成绩提升上，如此势必导致学校育人重心的偏移。

从家庭来看，在孩子刚出生时，家长最大的愿望就

是希望孩子一生健康、平安、快乐，但随着孩子渐

渐长大，受环境和就业压力的影响，家长不得不将

重心放到孩子升学上。中考分流、高考分层，教育

的“内卷”无形加重中国家长的焦虑情绪，也导致

中国家长难以摆脱“望子成龙”、“唯分数论”等传

统观念的束缚，使得家庭教育难以实现预期的目

标。家庭、学校、社会的观念及目标的不一致导致

家校社共育机制难以健全，育人目标难以实现。 

2.2 家校社协同育人主体责任不清晰 

实现家庭、学校、社会协同育人首先要明确家

庭、学校、社会的育人责任与边界。只有家庭、学

校、社会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分工协作、通力配

合才能实现育人体系的重构。传统社会对教育的分

工中，家庭是学习道德礼仪，培养孩子健全人格，

帮助孩子树立正确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地方；

学校则是教授知识、技艺的地方，两者分工明确，

界限分明。然而，在当前社会中，家庭教育学校化、

学校教育家庭化、社会教育学校化等错位现象十分

明显。 

家庭教育是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的前提与基

础，家庭教育在孩子品格塑造与行为习惯培养方面

有不可替代的作用。2022 年 1 月 1 日，《中华人民

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正式施行，家庭教育由“家

事”上升为“国事”。《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

进法》指出，“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树立家庭

是第一个课堂、家长是第一任老师的责任意识，承

担对未成年人实施家庭教育的主体责任，用正确思

想、方法和行为教育未成年人养成良好思想、品行

和习惯”[3]。然而，在当前社会中，很多家长在教

育子女的过程中存在重智轻德的问题，片面关注孩

子学习成绩，忽视孩子心理健康与人格培养。也有

部分家长直接将教育子女的责任推给学校，从而导

致家庭教育的错位。 

学校教育是教书育人的主阵地，“双减”政策

提出要“强化学校教育主阵地作用”，“切实提高学

校育人水平”[4]，并通过减轻学生作业负担与校外

培训负担，以及提升学校课后服务水平等措施进一

步强化学校教育在协同育人机制中的重要作用。然

而，当前学校教育依然存在片面追求成绩，忽视对

学生进行全面素质教育的问题。 

社会教育是影响青少年立足社会、融入社会的

重要方面，它与学校教育、家庭教育一样是培养人

才与促进社会进步的重要载体与形式。然而，当前

我国依然存在重学校教育轻社会教育的现象，导致

社会教育未发挥其应有的育人功能。 

2.3 家校社协同育人机制不健全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健全家庭、学校、社会

育人机制”，近几年我国虽然制定了一定政策法规

规范指导家校社协同育人，使得家校社协同育人具

备良好基础和条件。但总体而言，当前家校社协同

育人依然存在协同育人机制不健全的问题。具体表

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从顶层设计而言，缺乏家校社三方协同

共育的法律法规、政策体系。虽然我国颁布了《中

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与《关于健全学校

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机制的意见》，但仍缺乏与之相

关的配套政策法规及实施细则。导致各个地区在开

展家校社协同育人工作时缺乏相应指导与具体规

范。 

其次，从理论基础而言，当前关于家校社协同

育人的实践探索较多，但相关理论研究明显不足，

对协同育人机制的内涵、协同育人方式、评估与激

励机制等方面的研究仍较薄弱。 

最后，从实施过程来看，目前家校社协同育人

共识基础比较薄弱，学校教育仍占据主要地位，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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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教育、社会教育在整个育人实践中明显不足。 

3 “双减”背景下家校社协同育人策

略 

3.1 更新家校社协同育人观念，凝聚协同育

人新共识 

教育的根本任务在于立德树人，无论是家庭、

学校还是社会都应该树立育人为本的教育理念。针

对家校社协同育人观念不一致的问题，家校社三方

应更新协同育人观念，统一育人目标，坚持以立德

树人，实现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为目标，从而

凝聚协同育人新共识。 

在家庭教育方面，家长作为孩子的第一任老

师，应摒弃“唯分数论”的传统观念，引导孩子树

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重视培养孩子

健全人格与良好行为习惯，不将成绩与分数作为衡

量孩子的唯一标准，以更加宽广的胸怀和包容的心

态陪伴孩子的成长，做孩子坚强的后盾。 

在学校教育方面，学校应改变重智轻德的传统

教育模式，积极响应“双减”政策，坚持德育与智

育并举，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人；同时，学

校应转变对教师的评价模式，从注重“分数”、“成

绩”的单一模式转向注重师德修养、教学能力、科

研成果等多元模式。 

在社会教育方面，社区要以提高学生思想道德

与科学文化素质为目标，推进社会资源开放共享，

拓展学生视野，增强学生社会责任感，促进学生全

面发展。 

3.2 明确家校社协同育人职责，整合协同育

人新资源 

学校、家庭、社会在育人中具有不同的优势与

特点，加强家校社协同育人要明确家庭、学校、社

会在育人中的职责与边界，通过三方的分工协作与

通力配合整合协同育人的新资源。 

首先，学校应充分发挥协同育人的主导作用。

在学生方面，学校教师要关注每一位学生，关爱每

一位学生，及时掌握每一位学生在校期间的学业状

况、行为表现和身心发展情况，加强同学生的沟通

与交流，建立和谐的师生关系；在家长方面，学校

应为家长提供专业有效的家庭教育指导，通过家长

会、家访、家长学校开放日等制度落实家校沟通，

构筑家校合力；在教师方面，学校及相关教育行政

部门应加强对教师家庭教育方面的专业培训与指

导，切实提升教师家庭教育指导能力。 

其次，家长应切实履行家庭教育主体责任。家

长首先应摒弃孩子教育“习惯性外包”的错误观念，

树立父母是孩子第一任老师的责任意识，承担对孩

子教育的主体责任；家长应提高自身综合素质与能

力，通过言传身教帮助孩子培养健全人格与良好行

为习惯；家长要重视良好家风建设，注重形成良好

家庭文明风尚，为孩子成长提供良好家庭环境。 

最后，社会应充分发挥协同育人的辅助作用。

社区应加强同学校、家庭的沟通与合作，搭建家校

社协同育人新平台，通过开展教育、文化、实践等

活动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培养学生社会责任感；社

区应加强文化建设，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

化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融入社区，积极开发适合学

生成长的社区类文化课程，促进社区文化育人。 

3.3 健全家校社协同育人机制，构建协同育

人新格局 

健全家校社协同育人机制，构建协同育人新格

局是进一步落实“双减政策”，建设高质量教育体

系的重要方面。 

在顶层设计方面，要加强家校社三方协同共育

的法律法规、制度体系建设。各级政府要完善相关

机制建设，要通过制定或完善相关政策进一步明确

家庭、学校、社会各主体的权利和义务；各级政府

要建立“党委和政府牵头、相关部门配合、教育局

主导、社区服务中心具体实施”的整体推进机制。

通过完善顶层设计加强对家校社协同育人的宏观

指引。 

在理论基础方面，加强家校社协同育人理论研

究，填补家校社协同育人在协同育人方式、评估与

激励机制等方面的理论空白，为家校社协同育人实

践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支撑。 

在实施过程中，进一步强化学校在家校社协同

育人上的引领作用，积极发挥家庭教育主体作用与

社会教育的辅助作用。同时，各级政府要加强对家

校社协同育人的保障机制建设，完善相应评估体

系，落实监督和问责机制。 

4 结语 

“双减”政策下，家校社协同育人虽然面临

协同育人观念不一致、育人主体责任不清晰、协

同育人机制不健全等问题，但通过更新家校社协

同育人观念，凝聚协同育人新共识；明确家校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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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育人职责，整合协同育人新资源；健全家校

社协同育人机制，构建协同育人新格局等措施有

助于解决当前家校社协同育人的问题，推动高质

量教育体系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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