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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2 1 年 7 月 ， 我 国 历 史 上 顶 级 “ 减 负 令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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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颁布，标志着一项以减轻学生学业负担为目标的综合治

理举措正式启动。“双减”政策的核心目的是减轻学生

的学习负担，缓解家长的焦虑，回归教育的初心，培养

各方面均衡发展的社会人才。对于“双减”政策，从学

校的角度来看，除了减轻学生的学业负担，还必须确保

学 校 教 育 质 量 的 提 升 和 效 率 的 提 高 。 站 在 家 庭 的 角 度

来 看 ， 减 少 了 学 生 的 作 业 量 ， 为 学 生 创 造 了 更 多 自 由

支 配 的 时 间 ， 这 也 对 家 庭 教 育 的 质 量 提 出 了 更 高 的 要

求。2021年10月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

法》，[2]对家庭教育的重视度上升到国家层面，更加突显

了家庭教育的重要地位。因此，学校和家庭应该形成一

个教育共同体，重视“双减”政策背景下学校和家庭如

何协同育人，提出切实可行的家校共育策略，不仅是贯

彻“双减”政策的有效手段，也是落实“双减”政策的

关键基础。

当前家校共育的问题分析

在“双减”政策背景下，家校共育对学校、家庭及

社会等方面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但在目前小学家校共

育的实际操作中，仍然面临着许多问题。

（一）家校双方存在认知差异，合作意识淡薄

由于家长和学校教师的学历背景、工作经验和教育

理念等因素，家校双方所具备的教育认知会有所不同，

当家庭和学校在面对教育问题时会出现观点或思想不统

一，从而难以实现有效共育。

从 家 庭 角 度 来 看 ， 存 在 三 个 方 面 影 响 家 校 合 作 的

效果。一是家长传统“唯分数论”“超前学习”“不能

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等错误的教育观念不利于孩子的

健康成长，这与学校的教育方向截然不同，致使家庭教

育与学校教育思想的相悖。二是家长的家庭教育水平各

异，导致共育效果不佳。大多数家长缺乏家庭教育的知

识和教育经验，不清楚如何恰当地引导孩子的学习和成

长。三是一些家长对孩子抱有过高或过低的期望，未能

了解孩子的实际能力和需求，影响了孩子的健康发展。

从学校方面来看，共育意识淡薄表现在两方面。一

是教师自身能力不足。教师对家庭教育的认识不足，无

法为家长提供专业的指导，导致教师对于家校共育缺乏

“双减”背景下家校共育的问题分析及策略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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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减”政策为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的发展开拓了途径，也对家校合作育人提出了

全新的挑战。家校共育存在着家校双方共育意识淡薄、沟通不足、权责边界不清、合作

内容和形式单一等问题。在“双减”政策背景下，需增强家长的教育能力，引导教育回

归本质；发挥学校引领作用，构建高效沟通机制；正确认识家校功能，厘清双方权责边

界；丰富家校合作内容，拓展双方共育形式。在践行“双减”政策的同时，形成教育合

力，实现家校共同育人，以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在“双减”政策背景下，家校共育对学校、家庭及社会等方面具有极其
重要的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