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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育人

校 家 社 协 同 育 人  P a r t 1

   What? 校家社协同育人的内涵



 校家社
协同育人  

学校充分发挥协同育人主导作用

家长切实履行家庭教育主体责任

社会有效支持服务全面育人

• 及时沟通学生情况
• 加强家庭教育指导
• 用好社会育人资源

• 提高家庭教育水平
• 主动协同学校教育
• 引导子女体验社会

• 完善社会家庭教育服务体系
• 推进社会资源开放共享
• 净化社会育人环境

What? 校家社协同育人的外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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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育人

校家社协同育人  Part2

Why?为什么要开展校家社协同育人

---

                     ---校家社协同育人的重要性



协同育人

校家社协同育人的重要性



协同育人1. 自然环境缺少，被社会催熟的童年

2. 城镇化进程中，被经济左右的童年

3. 人口计生政策，被多胎“分享”的童年

校家社协同育人的重要性



协同育人

1. 互联网时代，电子产品和信息泛滥的时代

2. 三年疫情，身心面临巨大挑战的时期

校家社协同育人的重要性



协同育人

思想偏激

高分低能   

自我为中心 

抗挫能力差

… …

校家社协同育人的紧迫性



协同育人

校家社协同育人的紧迫性



协同育人

•“ 树大自直 ”的躺平式养育

•“ 棍棒底下出好人 ”的粗暴式养育

•   交给监护人的放风筝式养育

•   交给寄宿学校的托付式养育

•   学习至上的单一目标养育

•   只生不育的陌生人式养育

•   快乐就好的退行式养育

•   爱而无法的无能式养育

•   爱而无度的溺爱式养育

•   高压高控的高期待养育

校家社协同育人的紧迫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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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w? 如何开展校家社协同育人工作



    校家社协同育人法律法规
                 要点须知
  
                               贵州省教育厅
                                 2023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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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长 篇

家长好好学习   孩子天天向上
   



协同育人——家庭教育“一要七不要”

1.要在与孩子建立良好的亲子关系基础上认识孩子帮助孩子

    家长应了解孩子每个时期的身心特征，知道自己的孩子是与众不同的。

《家庭教育促进法》第十六条：家长应当针对不同年龄段未成年人的身心发

展特点开展家庭教育。父母的教育责任和学校教育工作既有协同，又有分工。

《家庭教育促进法》第十七条：家长要严慈相济，关心爱护与严格要求并重；

尊重差异，根据年龄和个性特点进行科学引导。对孩子的学业要求切勿不切

实际的高期待高控制高压力。



协同育人——家庭教育“一要七不要”

2.不要使用“棍棒教育”--先跟后带

    “棍棒教育”是违法行为。《未成年人保护法》第十七条：对未成年人

实施家庭暴力，有打骂、关禁闭、限制人身自由、强迫过度劳动等虐待、损

害身心健康的行为，是违法行为。

   《家庭教育促进法》第二十三条：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不得

因性别、身体状况、智力等歧视未成年人，不得实施家庭暴力，不得胁迫、

引诱、教唆、纵容、利用未成年人从事违反法律法规和社会公德的活动。

   《反家庭暴力法》：国家禁止任何形式的家庭暴力。



协同育人——家庭教育“一要七不要”

3.不要疏离亲子关系

    《家庭教育促进法》第十七条：父母应亲自养育，加强亲子陪伴；

父母要共同参与，发挥双方的作用。父母如果不得已离家外出，要找

“代家长”。

    《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二十二条：外出务工等原因在一定期限内

不能完全履行监护职责的，应当委托具有照护能力的完全民事行为能

力人代为招护，并及时将委托照护情况书面告知子女所在学校。 没有

了家庭安全和依恋的孩子，会给孩子的幸福感受带来较大的负面影响。    



协同育人——家庭教育“一要七不要”

4.不要激化亲子矛盾

    青春期的孩子寻求“成人感”，情绪波动较大，不易控制。家长在教育过

程中要和孩子平等对话，接纳理解孩子青春期的表达。如果发生冲突，家长在

应激情况下要学会服软、冷处理、不可进一步刺激孩子，导致孩子作出过激行

为伤害自己。



协同育人——家庭教育“一要七不要”

5.不要让孩子安全失去保障

   《未成年人保护法》第十八条：家长应当为孩子提供安全的家庭生活环

境，及时排查安全隐患。教育孩子遵守交通规则、避免发生溺水、动物伤害

等事故。

   《家庭教育促进法》第十六条：教导其珍爱生命，对其进行交通出行、

健康上网和防欺凌、防溺水、防诈骗、防拐卖、防性侵等方面的安全知识教

育，配合学校，帮助其掌握安全知识和技能，增强其自我保护的意识和能力。



协同育人——家庭教育“一要七不要”

6.不要让孩子遭受欺凌

   《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七十七条：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通过网络以文

字、图片、音视频等形式，对未成年人实施侮辱、诽谤、威胁或者恶意损害

形象等网络欺凌行为。家长应关注孩子精神状况，对网络上的“自杀

群”“蓝鲸游戏”，网络沉溺现象、校园欺凌行为要主动和学校沟通，让孩

子不做欺凌者，不做受害者、不做旁观者。

   《治安管理处罚法》对不同年龄段欺凌行为有处罚条文。



协同育人——家庭教育“一要七不要”

7.不要在孩子可能出现意外时拖延帮助、拖延报警

   《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三十五条：未成年人无故夜

不归宿、离家出走的，家长和学生所在的寄宿制学校应当及时查找，必要时

向公安机关报告。如孩子和家庭成员发生冲动，行为过激，离家出走，特别

是在家写了“留言”或发送告别短信后无法取得联系、有可能产生伤害自己

的行为时，家长要高度重视，第一时间报警处理，不要耽搁，不需要等待24

小时。



协同育人——家庭教育“一要七不要”

8.不要给孩子增加学业压力

   《家庭教育促进法》第十四条：家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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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庭教育促进法》第十六条：家长要合理安排孩子学习、休息、娱乐

和体育锻炼的时间，避免加重孩子学业负担，预防孩子沉迷网络。家长们要

注意：小学十小时，初中九小时，高中八小时睡眠时间要保证，睡眠时间五

小时以下可能会带来身体健康乃至生命威胁。



协同育人

    



协同育人

     

  （一）正确看待成绩       



协同育人

    

课堂利用率偏低？

主动提问时候很少？

学习计划和目标真的执行了吗？

平时作业是否独立、保质完成？

  （二）探讨成绩成因       



协同育人

       1.先做减法再做加法       2.安排大块时间物理隔离    3.引导坚持规律作息



 （自己、他人、情境）       
    

协同育人
溺爱讨好型（没有自己）

唠叨讲理型（没有自
己和他人）
粗暴指责型（没有他人）

打岔逃避型（三者都没有）





        
    观察、感受、需要、请求。第一点观察：就是如实的表达

自己看到的结果而不加评判。第二点是感受：就是当你看
到这个结果的时候把自己的感受表达出来。比如说，难过、
伤心、愤怒、生气等等。第三是需要：就是当我有这样的
感受的时候是因为我怎么样的需要导致的。第四是请求：
当我有这样需要的时候，就是告诉对方希望他采取什么样
的行动来满足我们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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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育人
   

    

     

    

   

    

 

    



协同育人

         
    







耐心倾听与陪伴，收捡好
家里的尖锐物品；检查
阳台，注意家中设施安
全。







COVID-19

五育并举：
德--良好家风、志愿服务
智--阅读经典、社会实践
体--充足睡眠、合理运动
美--亲近大自然、艺术熏陶

劳--家务劳动、社会实践等 

 



协同育人

交通安全、消防安全、食品安全；

防溺水、防性侵、防诈骗、防拐卖、
防自然灾害；

……





谢  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