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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教师工作坊”的家长会模式，聚焦家庭教育的现实问

题，帮助家长获得积极、有效的策略，促进家校有效的

合作。[10]

第 三 ， 社 会 协 同 建 立 家 校 共 育 联 盟 。 社 会 协 同 是

家校共育中非常重要的一环，应当积极探索社区的丰富

资源，充分利用社区的多元力量，将社区力量融入家校

共育的生态系统中，以构建更为坚实、多元化的合作平

台，为学生提供更广泛的成长支持和机会。具体地说，

学校可以通过与社会各界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利用社会

资源、开展各种形式的活动、建立家校社区等方式，共

同 推 动 家 校 共 育 的 发 展 。 例 如 ， 学 校 可 以 利 用 社 会 资

源，如文化资源、人才资源、物资资源等，丰富教育教

学内容和方式。学校可以与社会各界合作，共建共享教

育资源。例如，企业提供实践基地，文化机构提供文化

艺术资源，公益组织提供志愿者支持，学校提供教学资

源，共同打造一个有机的教育生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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