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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_B8_AD_E5_AD_A6_E6_c38_55758.htm 学校与家庭（指家长

，主要是父母，还有祖父母，外祖父母）在培养学生（子女

）的总目标上一般说是一致的，即希望他们成才，成为对社

会有用的人。但是，在实践中，学校与家庭在教育协调方面

还存在许多问题，在一些具体的教育价值观上学校与家庭就

可能不一致，因此一定要处理、协调好，才能使学校和家庭

之间的教育做到协同合作。目前条件下，应当处理好的有关

教育问题，可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1．对待成才问题上，

有些家长对子女的教育期望值往往比学校要高，望子成龙心

切。特别对知识阶层来说，他们往往要求子女必须有正式高

等学校毕业文凭，而不愿子女成为有一技之长的普通劳动者

。高考竞争之激烈，正与家长的这种人才观有关。作为教育

、培养青少年成才的专门机构──学校应向家长宣传，说明

学校是从国家、社会的利益和学生的身心发展出发来进行因

材施教的，学校教师了解学生的个性、兴趣、理想、情感和

智慧、才能等方面的特点、发展水平，较能对学生作出切实

的评价和提出希望、要求。 2．在对待学生全面发展的要求

上，与升学问题相关的是中学生家长对高考分数的注目，导

致了他们对“教育”的片面看法。 ①重智、轻德。不少家长

忽视对子女个性、道德和精神追求的培养，把教育仅理解为

纯智育，把家庭教育减缩为纯智育，又把智育减缩为提高学

习成绩（分数）。子女的学习、考试成绩常常是家长关注的

焦点，也是最为敏感、最能引起彼此情绪波动的事情。有的



家长甚至干涉子女打入团申请，认为团组织的活动会影响子

女的学习成绩。 ②轻视传统美德对子女身心发展的积极作用

。如中学生家长有一部分人淡薄或轻视“艰苦朴素”、“艰

苦奋斗”、“勤俭节约”等传统美德。致使一些中学生居安

贪惰，不尚节俭，不尊重、爱惜劳动成果，甚至一味讲享乐

和挥霍。③一些基础文明修养，诸如诚实、正直、尊重人、

同情人、乐于助人等也为一些中学生家长忽视了。 3．对待

家──校合作问题上，有些家长往往一味强调“教育孩子是

学校的事”，对学校的请求合作采取敷衍、消极甚至对立的

态度；而有些学校则习惯于强调家长的责任和主动性，认为

，“养不教，父之过”。家长希望校方经常主动与他们联系

，报告子女的学习等情况；学校则希望家长经常主动来学校

询问、关心学生的思想和学习、生活情况。有的家长认为教

师批评子女损害了自己的荣誉、面子；教师则认为批评、处

罚是一种必要的，且是有效的教育手段，“是为学生好”，

等。由于家长和校方对“合作”、“协调”缺乏理解、达不

成某种共识，就常常会导致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之间的“内

耗”、产生“负效应”，影响学生的身心发展。 4．对待身

教问题上，学校把为人师表、教书育人、身教重于言教当作

教师职业道德修养的准则；而相当多的家长往往不注意这些

，总认为自己是一家之长，是孩子的第一位老师。学校老师

在与学生交往中较注意自己的角色和行为分寸；而家长往往

忽视自己的不良行为习惯对子女的先入为主、潜移默化的影

响。 5．对待中学生教育方式、方法问题上，学校的教育是

有目的、有计划的，主要通过理性的传授、情感的陶冶和规

章的纽带对学生进行合理的调控，还十分重视通过班集体和



心理疏导的方法对学生进行政治思想、道德的教育以及心理

品质的培养。既尊重学生，又对他们严格要求。家庭教育往

往是非计划的，家长更多地通过情感的和经济辅助之纽带对

子女施加影响。有的中学生家长由于素质偏低，辅导能力跟

不上学生的需求，又不注意了解子女的心理特点，所以不能

采取合适、有效的方式对子女进行教育，常常挫伤他们的自

尊心。特别是一些文化水准低或居住在落后、封闭的农村地

区的家长，体罚子女的现象仍很严重。另外，溺爱、容忍、

放任以及专制的教育方式较普遍地存在于各种不同类型的中

学生家庭中。 要强调的是，以上诸矛盾的解决，学校方面和

家庭方面均负有一定的责任和义务，就学校教育本身来说，

也需要改革，进一步转变陈旧的观念和习惯。加强校──家

之间的沟通和联系。学校自觉地、主动地与家庭联系、交流

，是搞好校──家协调关系的关键。因为学校毕竟是专门培

养、教育青少年的机构，学校人员的素质、方法总体上总高

于家庭教育人员的水平。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

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