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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新时期中小学教育中的家校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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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对于中小学来说，由于受教的对象年龄小，尚处于身心发展的不成熟期，而家长在孩子的教

育中又担负了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所以处理好中小学教育的家校关系尤其重要，特别是在当前这个新

的时期，家校关系的好坏直接决定了教育的效果和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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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从来就不是单一的责任，也不是单向的

关系，它需要施教和受教的双方形成内在和谐一

致的关系才能收到应有的效果。对于中小学来说，

由于受教的对象年龄小，尚处于身心发展的不成

熟期，而家长在孩子的教育中又担负了不可或缺

的重要角色，所以处理好中小学教育的家校关系

尤其重要，特别是在当前这个新的时期，家校关

系的好坏直接决定了教育的效果和未来。

一、家校关系的变化

中国一向有尊师重教的传统，自古以来形成

了尊重知识、尊重教师、重视教育的历史。在过

去的教与学关系中，学校和教师一方往往处于强

势地位，起主导作用; 而家长一方，因为让孩子

接受教育是自己的内在需求，所以要积极主动地

把孩子送给教师，要举行一定的拜师仪式，还要

付出一定的经济成本。所以，师道尊严一直主导

了多年的家校关系。
现代社会，随着学校教育的普及，特别是现

代学校制度的建立，这种单一的家校关系有了很

大的改变。首先，学校不再是教师个人施教的场

所，它是由国家举办的专门的教育机构，其功能

就是承担中小学生的教育责任; 其次，教师也是

一种职业，施教也是这一群体服务社会的一种形

式，教育不再是教师个人的行为，而变成一种职

业责任; 最后，家长送孩子上学不仅是自己的需

求，也是国家的强制要求，接受教育不仅是一种

社会福利，也是家长的一份社会责任。所以在这

个阶段，家校关系从一开始的单一或单向关系，

变成了一种双向的、平等的关系，一种基于教育

效果的需要双方共同维护的关系。而在新的时期，

家校关系也在悄悄发生着一些变化，需要引起我

们的重视。
第一，优质教育资源的短缺和发展的不平衡造

成了当前的上好学难。这表现在: 一是城市里面优质

教育资源相对较少，中小学的择校风愈演愈烈; 二是

农村教育滑坡严重，另一方面大量农村孩子流入城

市，农村学校成为空壳，一方面加剧了城市教育的资

源紧张，城市中小学大班额已成为普遍现象。这种基

于优质教育资源短缺的现状使学校成为强势一方，家

校关系的天平越来越向校方倾斜，很多优质学校每到

招生时节往往一位难求，家长为了孩子上学托关系、
走后门、请客送礼已成常态，天价学区房的价格也被

各大媒体广为报道，不断刷新纪录。
第二，校方责任的无限扩大使学校成为弱势

群体。保障学校安全，给中小学生创造一个安全

的教育环境，本来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但当前，

社会过于强调学校的监管责任，只要是中小学生

出现了伤害事件，不管这个事件是学校的硬件设

施造成的，是学校的管理造成的，还是其他意外

因素造成的，首先要求校方承担责任，进行严肃

问责。现在的中小学校长普遍感到安全责任太大，

每年都要与上级主管部门签订安全目标责任书，

动不动校长就被列为第一责任人，要被追究领导

责任。而学校在这些事件的善后处理中，几乎完

全处于弱势地位，面对一些胡搅蛮缠的家长漫天

要价常感到难以应对。甚至有的家长如果达不到

目的，动辄就围堵校门，造成学校正常的教学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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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无法维持。这种状况的出现和漫延在特定情况

下改变了家校关系中的力量对比，原本处于强势

的校方在出现安全事件的情况下又完全处于劣势。
第三，当前中小学教育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

和困惑。激烈的社会竞争使家长对于子女的期望

值越来越高，升学压力在大学普遍扩招、升学率

大幅提高的前提下不减反增。家长不再仅仅要求

孩子有大学可上，对 985、211、双一流这些名校

的追逐无论是在一二线城市还是在普通的城乡，

都变成对学校教学成绩具体来说就是分数和名次

的单一追求。学校的教育活动越来越局限在分数

的追求上，高考、中考科目之外的学科往往被忽

视或压缩。在各种学科加强班、考试补习班、一

对一辅导班大行其道的背后，其实是家长和学校

面对升学压力时的共同焦虑。
第四，很多家长为了使自己的孩子得到更多

的关照，采取请客、送礼等不正常手段设法与教

师特别是班主任建立特殊关系，而个别教师也利

用手中掌握的教育资源或教育机会，大搞不正之

风，完全扭曲了正常的家校关系，使这一单纯的

教育者和被教育对象之间的师生关系变成利用和

被利用的不正常关系。有的家长甚至慨叹: “把学

生送到学校，孩子就好像成了人质，天天要看着

老师的 脸 色 说 话，生 怕 得 罪 了 老 师，孩 子 受 委

屈!”多年来，虽然从教育部到各省市县教育主管

部门不断出台各项加强师德建设的文件和规定，

但三令五申之后这种局面并未得到彻底扭转和改

变，也成为社会各界对教育诟病的主要原因。
以上种种情况，固然有个别人对家校关系定

位的错乱和误解，有社会上各种不正之风对教育

行业的影响和渗透，但也说明当前的家校关系确

实出现了问题，确实影响了正常教育教学工作的

开展。重新认识新时期的家校关系，让家校之间

的关系重新回到正常的轨道，已经显得迫在眉睫。

二、新家校关系的建立

( 一) 学校应该正确看待社会对教育的越来越

高的需求
21 世纪是人才竞争的世纪，这种越来越激烈

的竞争对教育的需求不仅越来越迫切，要求也会

越来越高。除了知识的传授，对人的综合素质的

培养已经成为社会普遍认知的需要和目标。如何

重新规划学校的课程设置，重新确定教育的培养

方向，包括重新定义新时期的家校关系，应该成

为学校的自觉行动。能不能适应新时期的家校关

系，也会成为各个学校发展阶段的标志和衡量办

学成绩的标准。学校应该认真研究新时期青少年

的年龄特点和心理变化，认真关注家长对于教育

效果的满意程度，准确定位自己在家校关系中的

节点和作用，把国家的教育方针严格落实在学校

的教育行为当中，这样才能做好新时期的教育，

办好新时期的学校，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对

优质教育的需求。
( 二) 家长要对学校的工作给予充分的理解和信任

在新的时期，家长也要不断学习，了解最新的

教育方针和教育政策，转变旧的教育观念，重新科

学定位孩子的培养方向和培养目标。家长要认识到

大学制度的改革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过去的人

才培养模式，孩子成才的方向和渠道已经越来越呈

现多元化，一考定终身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家长要主动化解孩子的学习压力，对学校的教育教

学工作给予充分的理解和信任，把孩子的健康和快

乐放在教育的第一位，不以不正常的手段干扰正常

的教育教学工作，也不以不正常的方式为孩子创造

不公平的竞争机会，共同来维护正常的教育教学秩

序，保持中小学良好的教育生态。
( 三) 教师应该维护自己正当的工作权利

教师作为从事教育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在工

作中有执行国家教育政策的权利和责任，也有维护

自己正当权益的法律依据。我们一方面要加强师德

教育，要求中小学教师认真从教，廉洁从教，真正

做到“学高为师、身正为范”; 另一方面要提高教

师的社会地位，改善教师的生活待遇，坚决维护学

校和教师依法治校、依法从教的权益和自由。只有

维护好教师的合法权益，才能不断激发教师工作的

积极性，才能重新恢复社会对教师应有的尊重，使

教师在教书育人的过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这就需

要我们全社会特别是政府的各个部门，既要对教师

队伍中的害群之马果断清除，绳之以法，更要对侵

犯教师权益的单位和个人坚决打击，决不手软。广

大教师一方面要按照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职尽责，另

一方面在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要敢于拿起法律武

器，切实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只有建设好新型的家校关系，教师和家长各

自摆正自己的位置，互相携起手来，形成合力，

才能把我们的中小学生教育成人，培养成才，才

能使我们的教育事业越办越好，才能使我们的社

会更加和谐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