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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说：“最完备的社会教育就是学校—家庭教

育。”随着社会的发展，学校、家庭和社会的三位一体式教育是教育发展的必

然规律，但由于教育理念和教育方法的差异，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的步调经

常不一致，甚至脱节，这给学校德育教育造成了严重的困扰。家校合作是以

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为目的，家庭和学校两股力量互相配合、互相支持、互相

协调的教育互动方式。家校合作效能的产生，需要创建一种双方面对面交

流互动合作的新模式。这种强调互动合作的新模式，能够提高家长参与的

积极性，变被动为主动。良好的家校合作已经被证实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强

化学生德育的方式和手段。通过家校合作，促进班级文化建设，建立“高效

德育场”，以家庭和学校的合力来促进学生的全面成长，才能真正实现深入

而有效的德育教育。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２０１６年修订版）、《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

育法》（２０１５年修正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

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等教育法和规范性文件都对家庭教育和家校合

作等提出了明确要求，其中《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２０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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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０年）》有５处提到家庭参与和家校合作，明确提出要成立家长委员会。

而２０１２年《教育部关于建立中小学幼儿园家长委员会的指导意见》更是国

家层面出台的第一个专门规范家校合作的规范性文件。根据这一文件，家

校合作要上升为现代学校制度的组成部分，成为现代学校体系的制度性

标准。

浙江省丽水市实验学校是丽水市教育局直属的九年一贯制实验学校，

坐落于美丽的瓯江中下游，位于素有“浙江绿谷”之称的丽水市区。学校创

办于１９１５年，到２０１６年，已有百年校龄。悠悠岁月，回眸学校百年的发展，

丽水市实验学校“健康”“诚信”“博雅”的校训一直激励着实验人奋进，学校

先后被授予“全国现代教育技术实验学校”“全国优秀家长学校”“全国中小

学公民道德教育实验学校”“浙江省文明单位”等荣誉称号。其中，“全国优

秀家长学校”这一荣誉更是对家校共育人工作的高度肯定。

在学校优质发展的大环境下，丽水市实验学校２０１０级２班于２０１０年９

月组建了。班主任吴湘红老师富有爱心，充满活力，积极投入班级文化建设

和管理工作。家委会主任侯学峰先生热心公益，擅长摄影，社交广泛。基于

在孩子的教育理念上有许多相通之处，两位于是开始了六年的密切合作。

此合作以家校合作为切入口，构建了“家校合作、共建班级文化”的家长协助

班级建设的创新模式。他们共同携手，开辟了家校共育的新途径，制订了一

套与之相配套的管理制度，举办了一系列有趣、有效、有爱的亲子主题活动，

形成了一篇篇家校合作亲子教育反思的文章，提出了一个个值得家长、社

会、学校共同关注和思考的问题。六年来，借助家长委员会这个平台，家长

不再是学校教育的旁观者，而是积极出谋划策，主动参与班级文化建设，有

效提升了班级管理的效果，促进了学生的健康成长，同时也积累了大量的图

片和视频资料，总结积累了多年的经验。其间，侯学峰先生的好友付永飞老

师，作为幕后智囊团成员，为家校合作提出了许多创新的点子，丰富了活动

形式，提供了理论支撑。２０１４年，《“家校合作、共建班级文化”创新模式与

运行机制的实践研究》申报了丽水市教育规划课题项目，在莲都区教研室管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有
心
而
感
悟

前

言

００３　　　　

宜文老师的悉心指导下，获得了奖项一等奖。在该成果的基础上，家委会主

任侯学峰先生于２０１４年下半年组建了创作团队，整理资料，以图书的形式

将其出版。这不仅丰富、充实了家校合作的理论，更为今后开展家校合作提

供了借鉴。

本书主要从家校合作的理念思考、实践操作和不同视角的反思三个层

面，全方位地展现家长、教师对教育的理解，对孩子教育的探索，以及家校合

作产生的功效，全面阐述了家校合作对班级文化的形成、家长教育理念、教

育的方式方法以及对孩子健康成长所起的正面作用，总结了六年来区域家

校合作的实践经验。

家校合作是教育发展的新趋势，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只有教育工

作者、家长以及社会上的有识之士不泯一颗童心，相约爱心陪伴，与孩子同

前进，共成长，才能实现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三方的共赢！

实践的天地无限广阔，学术的探索永无止境。许多尚未解决的问题还

需继续思考，许多新出现的问题有待不断研究，每一点深入和进步都需要我

们付出汗水和努力。今后我们将继续在这条道路上不断前行，为探索家校

共育新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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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让“５＋２＝０”

　　五天的学校教育＋两天的家庭教育＝零教育

一个孩子的健康成长离不开学校、家庭和社会三者的共同努力。

目前，许多教师摇头嗟叹：学生难教。究其原因，原来是家庭教育从中

作梗。一方面，老师千方百计地培养学生良好的学习习惯，积极健康的身心

状态；另一方面，家长又对学生言传身教，如何好逸恶劳、自私自利，学生也

耳濡目染，时常贪图享受、不劳而获，家长甚至把自己错误的求学观、人生

观、价值观等传授给自己的孩子……处于夹缝中的学生对此往往表现得无

所适从：老师虽然是心中的偶像，但家长却是自己的“保护伞”。于是感情的

杠杆便偏向父母，家长“略施手脚”，教师的苦口婆心顷刻间前功尽弃。有研

究表明，小学阶段家庭教育对孩子成长影响所占的比重高达７０％以上。因

此，只有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进行有效合作，资源重组，形成合力，才是最好

的教育。苏联著名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曾经强调：“没有家庭教育的学校教

育和没有学校教育的家庭教育都不可能完成培养人这一极其细致而复杂的

任务。”这就说明家庭教育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是不可或缺的。家长对学校

教育的理解和支持，可以让教育实现事半功倍的效果。

可是当下家庭教育的现状是：我们的父母严重缺乏正确的家庭教育理

念，也从没有接受过相关的教育培训。一个人想要开车，至少需要３个月的

专业学习和培训，取得驾驶证后才可上路行驶。而家长都知道，教育孩子比

驾车的难度大多了，若缺乏专业的培训，糊里糊涂地就做了父母，开始了孩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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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的家庭教育，那么，错误的，甚至失败的家庭教育便在所难免。

多数家长无限度宠溺孩子，对孩子教育的投入盲目跟风，尤其是应试教

育方面，几乎让各种培训和竞争占据了孩子童年的所有时间，把孩子培养成

学习的机器，最终导致孩子厌学；对孩子要求过于严厉，用别人的长处跟自

己孩子的短处相比较，用失败和批评一次次地打击孩子，导致孩子与家长之

间产生严重的隔阂；当孩子的青春期遇到父母的更年期，各种矛盾和冲突不

可避免，家庭悲剧就屡屡上演。失败的家庭教育太多太多，不一一列举。

著名心理学教育专家蒋政华曾提出这样一个等式：“５＋２＝０”。他这样

解释：五天的学校教育，加上两天的家庭教育，由于学校和家庭在教育上的

抵触和矛盾，使实际的教育效果产生对冲，让孩子无所适从，最后的教育效

果为“零”。那么到底学校和家庭在教育上的抵触和矛盾表现在什么地方

呢？笔者以为，最重要的就是理念和行为上的不对等。学校与家庭教育理

念不对等下的教育，是低效的教育。下面是笔者自拟的寓言故事，大致可以

说明问题：

木匠师傅有两个儿子，一同随父亲做木工，且都学得一身精湛的技艺。

大儿子一板一眼，循规蹈矩，做的东西非常精细。二儿子富有想象力，目光

独特，喜爱做别人没有见过的新东西。

木匠师傅去世了，留给两个儿子一大堆木料，他们着手分家。大儿子专

挑粗壮笔直的木料，而二儿子并不争辩，只是选择形状各异、粗细不同的，甚

至有些弯曲的木料，加上一些树根和树梢。

哥哥拿到木料之后，工工整整地制作了许多桌子、椅子等常用家具，拿

到市场上卖了，过上了富足的生活。二儿子对着自己的木料，挑挑拣拣、雕

雕刻刻，很久才完成一件。原来他做的是木雕艺术品，拿到市场上也鲜有人

问津，很久才卖出一件，只能勉强度日。

随着时间的流逝，大儿子卖出去的那些家具旧了、破了，最后不知所终，

别人也忘记了他的名字。而二儿子的木雕艺术品随着市场的变化，被许多

懂艺术欣赏的人看中，价值越来越高，并被著名的博物馆收藏，二儿子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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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成为远近闻名的木雕艺术家。

一个工匠，虽然拥有优良的木材，却让其成为平庸的、毫无特色的桌椅，

最后被世界所淘汰。那些看似废料的木材，却在艺术家的精雕细琢之下，成

为人人喜爱、熠熠发光的艺术品。

正如我们常说的：我们的孩子都是好孩子，他们刚出生都如同一张纯洁

的白纸，当他们长成千差万别的大孩子时，就如同一张画满了画的画纸。但

是不同的是画的精美度。究其原因就是我们的家庭不一样，我们的活动环

境不一样，我们的教育理念、教育行为不一样。孩子的健康成长是学校、家

庭和社会诸方面教育共同影响的整体成果。如果各行其是，彼此矛盾或互

相抵消，教育是不会成功的。家庭不但要密切配合学校和老师的教育，使其

与学校教育取得一致，家庭成员之间也要前后统一、步调一致。否则的话

“５＋２＝０”这个等式真的会成立了，我想这不是我们所希望看到这样的结

果。我们所希望实现的是“５＋２＝７”，甚至是达到“５＋２＞７”的教育效果，这

才是我们共同的心愿。美国教育家杜威也曾说：“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的分

离是教育中的最大‘浪费’。”因而，正确的教育理念，加上家校间有效的沟通

和合作，才是实现教育最佳效果的途径。

“猛火熬慢火炖”才是精髓

有两名中医，治病的理念、方法颇有不同。一个是专注调养，预防病体

的侵入，讲究的是“药食同源”，即在饮食起居中使人身强体健。可是，偶从

他那得益的人总以为是自己身体好，于是他的生意日渐衰微，终致门可罗雀

了。另一个则不然，专治重症，鹿茸、虎骨等名药应有尽有，病人大多终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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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医治无效而死去，偶有治愈者，感恩戴德，于是他妙手回春的匾额渐渐也

多了，名声自然也大振。至于后人则干脆只看他们的名气和匾额了。

故事很短，但其留下的思考却非常深远。这种状况，何尝没有出现在教

育中？

曾有一朋友打来电话告知，其子欲报一相传甚好的奥数班学习奥数，但

由于名额有限，已经无法报名，希望能助其报名。其实据我了解，这一位被

传得神乎其神的老师只不过是一个不太安分的老师。３０多岁，师范毕业，

在农村教了几年书，先后在温州、杭州几所民办小学任教。回到本地，觉得

民办学校工资不高，自带学生辅导奥数不仅自由且工资极高，于是又辞去工

作，在家专心带学生。因其最近几年所带的学生在参加外地民办学校招考

中屡有斩获，因而声名鹊起，家长纷纷投其名下为子女报名学奥数。

许多学者研究表明：奥数对孩子的教育帮助不是很大，尤其是对普通学

生，其作用和效果不甚理想，也是不适宜学习的。但是由于丽水本地教育质

量欠佳，许多家长挤破脑袋想把孩子往外地送，又由于外地民办学校招生体

制的限制，将奥数考试成绩作为选拔学生的一项重要指标，许多盲目跟风、

不了解自己孩子实际情况的家长，一味为了到外地求学，把学习奥数作为一

项敲门的技能。

前文中提及的老师，正是投了家长的喜好，且又比较会钻研，再加上在

外地任教过，收集了一部分外地的奥数资料，只要其全身心投入奥数教学，

大部分优秀的学生都投到门下，教出几个好学生的概率还是比较高的。但

是在盲目的家长眼中，他就像救星一般，他家的门槛都要被磨平了。

这位奥数老师就像那一位使用猛药、专治重症的医生，由于曾经辅导了

几个学生考入外地学校，家长就以为都是他的功劳，于是口口相传，名声自

然来了。但是要知道，奥数只适合个别学生，也只是一时考试的敲门砖。对

大部分学生的智力发展几乎是无益的，甚至对于部分不适合学习奥数的孩

子来说，这可能是让他失去学习兴趣的毒药。

梁启超有九个子女，他们个个成才，并各有所长，甚至创造了“一门三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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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的佳话。梁启超是怎么做的？从他占著作总量十分之一还多的书信中

不难看出，他所秉持的教育主张就是我国古代先哲教人做学问的方法———

优游涵饮，使自得之。这句话在梁启超看来，异常亲切有味。梁启超主张凡

做学问总要“猛火熬”和“慢火炖”两种方法循环交互着用，在自己子女的教

育问题上，始终秉持着这个方法。事实也确如此：只有经过慢火炖的东西，

才容易被消化吸收。这不仅对学业，对个人的身体也都是有益的。

对于孩子的成长，我现在所持的观点就是慢火炖熬，让孩子在文化的熏

陶中慢慢成长。可是这样的滋养是无法立即见效的，它是在老师的引导下，

自主的学习中成长起来的。有朝一日孩子有所成就，他会觉得是自己努力

的结果，像经调养后体格健壮的人一样，认为这是自己身体本身的原因。因

而这样的老师跟医生一样，是会出现门可罗雀的结果的。

但是作为老师，我们的目的是什么？笔者以为，老师只要遵循教育规律

教书育人，履行自己的职责即可。至于自己是否能得到社会的认可，则不应

作为教学的目标。

先做人，再成才

上学就是为了有好成绩，有了好成绩就可以上更好的学校，上更好的学

校就可以有更好的工作，有了好的工作，就有了幸福的生活。这是许多家长

为孩子设计的成长规划路线图，似乎这也就是教育的全部目的。这有错吗？

似乎也没有错，而且大部分父母也都是这样做的。可是事实是真的错了！

错在对教育目的的理解。

那么教育的目的是什么？笔者以为教育就是帮助孩子体验逐步成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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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不可否认，丰富的知识储备确实可取得良好的学习成绩，从而有选择

好学校的机会，获得优越的学习条件，进而可以有更多选择好职业的机会，

这就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知识改变命运。但是 “条条大路通罗马”，这也只

是通往罗马的其中一条道路而已。名牌学校的毕业生，并不一定就能谋得

好的职业，即使谋得一份好的职业，也并不一定意味着他所受的教育就是成

功的。近年来高学历人才轻生现象屡屡发生。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

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虽然这些悲剧由不同的因素造成，但我们不得不对

现行的教育现状进行反思。不可否认，寒门苦读值得鼓励，通过知识改变命

运是一种积极的途径。不过，上名校、找好工作并不是唯一的价值体现，如

何帮助学生养成健全的人格才是最重要的。

可是现实往往事与愿违，有太多的父母不能很好地区分教育的过程和

目的。

就像有关幸福的追求一样，我们人生的意义就在于在追求幸福的过程

中体验幸福。不可否认，丰厚的物质条件是幸福生活的重要保障，但是当下

许多人却错误地把追求物质和金钱当作人生的目标，结果越来越累，最终失

去幸福人生的意义。

有一位父亲写了一篇《把孩子培养成普通人》的文章，文中他对孩子的

期望是这样的：

　　小时候，爸爸妈妈很爱她。她不常生病，学习不用特别拔尖，

但能考上个大学，毕业后能找个工作养活自己，到了年龄为爱情而

结婚，嫁给喜欢的人，生一对孩子，老公成为一个优秀的男人，和她

一起把孩子养大。多好！

是的，我们自己就是普通人，为什么非要强求孩子成为精英呢？

“望子成龙”“望女成凤”是中国父母的美好愿望，但是有的愿望是不一

定可以实现的，并且是要付出代价的。现实中许多父母对孩子的期望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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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孩子的慢慢长大，期望值也开始降低。尤其是一些处于发育叛逆期的

孩子，由于父母教育的失责，打架、斗殴、吸毒，甚至走上歧途。直到此刻期

望值已经降到最低的父母才认识到做一个平平安安的普通人是最幸福的。

理论界还有一种观点：即使是真正的社会精英和杰出人才，也不是培养

出来的。根据统计学原理以及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平庸的普通人多，出众

的人少，杰出的人才少，拔尖创新的人才少，这是非常正常的。

因而，杰出人才的出现是小概率事件。如果说在不同人种之间，天赋没

有太大差别的话，那么出现杰出天赋的概率就应与人口数量正相关。中国

有１４亿多人口，直至２０１５年，中国学者中只有屠呦呦一人获得诺贝尔奖。

于是就有了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其实，这个问题本身可能就有问题。杰出人才是“培养”出来的吗？也许不

是。杰出人才很可能是在一种有利的环境中“冒”出来的。所以，创造环境，

或者说培育人，远比培养人更重要。

什么是一个真正的“人”所应具备的基本做人准则？是人格底线。爱因

斯坦说：“学校的目标始终应当是：青年人在离开学校时，是作为一个和谐的

人，而不是作为一个专家。”戴安娜王妃也多次对她的长子威廉说：“你在成

为王子之前，先要成为一个人。”他们讲的是先做人，再成才。“人”重于

“才”，这是因为人不仅是工具，更是目的。因此在我看来，中国教育的首要

任务不是如何培养杰出人才，而是如何培养真正的“人”。

中国的家长、师长都寄希望于孩子、学生早出名、出大名，总拿那些少数

成名的孩子来和自己的孩子比较，这无形中给孩子施加了太多的压力，也早

早就埋下了不健康心理的种子。

即使许多孩子求学途中一直是按照父母的愿望成长———名牌大学毕

业，找到待遇优厚、人人艳羡的工作，但这并不是教育最终的成功。一个最

典型的例子就是原央视的芮成钢。高考状元出身的芮成钢，青年得志，央视

抢眼，平视政要，问遍全球，被誉为“明日精英”。但２０１４年７月１１日，他突

然被检方带走了。一切精彩戛然而止，徒留一只空话筒。要知道，一个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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