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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门办教育
让家长走进学校

近日，一场学生给家长颁奖
的特殊典礼在济南高新区正丰初
级中学举行。这是学校在校园开放
月遴选出的关心、支持、爱护学校
工作的家长，为他们授予“功勋家
长”荣誉称号。

开门办教育，对高新教育来
说，是态度更是行动。济南高新教
育将每年的4月份定为“校园开放
月”，开放内容包括学校教室、场
馆、功能室、餐厅、宿舍等师生学习
生活场所及教育教学活动。学校向
家长发出诚挚邀请，家长们走进校
园零距离参与校园生活，和孩子做

“同学”，和校长、老师面对面、互动
式交流分享。

“校园开放月，是对学校的一
次重要‘考试’。”济南高新区发展
保障部教育体育办公室主任助理
田恒介绍，“从保安到物业、食堂、
宿管；再到老师、班主任、校长，都
是应考人，而广大家长是阅卷人，
只有无保留地开放才会让家长们
更深入地认识教育、理解教育，更
充分地参与到教育中来，这是高新
教育人的职责与使命。”

开放的是学校，融入的是包容
与理解，交织出家校双向奔赴的温
暖。在高新区春晖小学，家长们纷
纷走进课堂，为孩子们带去了知识
和关爱。卢美辰妈妈是一名眼科医
生，她带领孩子们学习了手势舞

《光明的未来》，引导孩子们积极行
动，养成好习惯，爱护好眼睛。张锦
缇爸爸是一名消防员，他给孩子们
带来一节消防安全课，教大家防火
知识，认识消防救援器械，学会使
用方法……

家长走进课堂，为孩子们带来
自己熟悉领域的相关知识，带领孩
子们一起推开世界的另一扇窗，激
发了孩子们强烈的求知欲和好奇
心，同时有效建立起家校共育模
式。

凤凰路小学则“趁机”召开了
“家长学堂”，邀请知名专家为家长
授课。而授课的内容大都是家长们
在育儿过程中遇到的难点、困惑
点。比如在一场关于亲子沟通的家
长课堂上，专家就将“55387”这一
核心沟通技巧与家长分享，深入浅
出地剖析了孩子们为什么不听话
这个表面现象背后的深层原因，并
对于“家长应该如何说”给出了落
地性强、易学易操作的实用方法。

校园开放月期间，每天下午，
高新区海川中学的会议室里都会
传来热烈的讨论声，到校的家长与
校领导进行面对面的沟通交流，谈
感受、聊困惑、提建议、谋发展，各
位家长畅所欲言，校领导逐一回
复。学校党支部书记王慧卿介绍，

“有问题我们解决，好的建议我们
积极采纳，真诚的交流与沟通才

可以让家长们对学校办学理念与
教育教学课程设计有更深入地了
解，也能为家校携手共育搭建更
为广阔的平台。”

“家长是学校最为丰富的校外
教育资源库，学校将家长请进学
校、走上讲台，为家校共育注入了
新活力。”田恒说，“下一步，我们将
进一步完善机制，更深度激发家长
主动参与的热情，打开‘围墙’，让
育人的场所无限延伸，让家长走进
学校和老师高效配合，让孩子走出
校园在老师和家长的陪伴下做更
多有益的社会实践，让一周‘5+2’
的时间收获大于7的成长。”

三大项目组
推动共育发展

在高新区，家校社协同育人是
热点话题，更是全体教育人共同
研究的课题。

济南高新区德育科研与家校
社共育课程开发工作于2022年3
月启动，设置了“学校教育引领社
区教育”“三代共育”、幼、小、初三
个阶段的“好习惯养成教育课程
开发”科研课题组。

一年多来，各科研组做了大

量的工作，理论研究和实践活动
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各负责校分
工合作，利用课题引领，借助多种
研究支架，开展丰富的主题活动，
完善评价激励机制，树立榜样的
示范力量感染学生，激发情感，针
对性突破各个研究项目。

作为“学校教育引领社区教
育”科研工作的牵头校，也是济南
市首批家长学校示范校的培育
校，高新区东城逸家中学十分重
视家 校 力 量 的 凝 聚 ，建 立 了

“12345”工作体系，寻找家校合作
有效路径，引导家长挖掘家庭自
身成长的发展动力，提高家庭教
育整体水平，促进家庭、学校及社
区共同发展。校园开放月期间，该
校每天的“家长复盘会”经常会开
到晚上，学校和家长进行充分的
沟通与交流。这种方式让家长对
学校教育的参与度更高、感受更
真切，自觉地融入学校教育中，将
学校的事当成自己的事，为学校
发展提供助力。

“家校社共育作为学生成人
成才必不可少的支柱力量，围绕
人生第一所学校——— 家庭、最重
要的学校——— 中小学、最大的学
校——— 社会这三个角度确定了这

一课题目标”“学校教育引领社区
教育”科研工作小组组长、东城逸
家中学校长王晶说道，“下一步，
我们将借助高新区提供的这一平
台，让家校共育更进一步，将‘社’
更好地融入进去，真正为孩子的
自身成长和发展起到助力作用。”

作为“三代共育”课题组成员
校，高新区春晖小学也在积极构
建和谐的家校关系。通过转观念、
搭平台、创机制三条路径，设计开
展了线上线下家长课堂、专家引
领的家委会培训、带着一本书家
访、家长进校园等一系列主题活
动，让家校生态实现良性循环。

东城逸家小学则将学校教育
与家庭教育进行了深度融合，校
内开设了家风体验馆，并启动“逸
家好家风八大行动”，包括祭家
祖、编家史、寻家宝、立家规、写家
书、念亲情、持家务、睦亲邻等，厚
植师生家国情怀。

幼儿阶段是孩子养成良好行
为习惯的重要时期，良好的习惯
是通过家庭教育和幼儿园教育来
共同塑造的。在高新区空港新城
幼儿园，倾听、对话、共识“三部
曲”让幼儿园与家长之间的关系
更加紧密了。针对不同年龄段幼
儿的成长需求，幼儿园和家长进
行了有效的沟通和智慧碰撞，亲
子阅读、规律作息、亲子运动、爱
护环境……幼儿每一个小小的进
步都是园所和家长共同努力的成
果。正如园长张艳所说，家园共育
犹如一车两轮，只有同步同向才
能产生出1+1>2的合力。

据了解，目前三大项目组都
在自己的研究方向上不断深入探
索，在小组内部互通共享资源的
同时，高新区发展保障部教育体
育办公室统筹区里相关的资源，
在项目组的共同努力下，陆续打
造出了不同育人路径的学校“新
样板”，呈现着百花齐放，各美其
美的美好局面。

家校社多方联动
协同合作共育人

如何推进家校社协同育人？高
新区重研究，更重实践。高新区从
体制机制入手，整体构建家校社一
体化工作体系，形成“以学校教育
为主体、家庭教育为基础、社会教
育为依托”的协同育人模式，建立
起观念上同向、履职上同责、实施
上同力的家校社合力育人体系，促
进学生全面发展和健康成长。

进入五月，章锦小学已经开始
着手“暑假互助共同体”的组建了。
该共同体是班级以小区或以村居
为单位自愿建立互助合作小组，小
组人数以3-7不等，最多不能超过7
人；小组活动时间安排在周一到周
五，与平日上学时间保持一致，为
暑假没时间照顾孩子的家长解决
后顾之忧。

配合暑假互助共同体的开展，
学校开设了36个小项目的学习内
容，构建起了暑期合作学习的网络
体系，为各共同体提供了六大类36
条活动建议。同时，学校积极联系
社区，开展暑期送清凉活动，家长
和孩子们共同为社区居民送上精
彩的文艺节目，既融洽了邻里关
系，又展现了章锦学子的精神风
貌。

假期中，社区也专门招募大学
生志愿者走进家庭，助力共同体建
设；另外，社区还组织孩子们进行
丰富多彩的实践活动，使德育教育
在潜移默化中植入孩子的内心。

不仅在章锦小学，在济南高新
区其他学校，类似的“家校社共同
体”也如雨后春笋般涌出。比如，伯
乐实验学校成立了“萤火虫工作
站”，开展了“立足教室、影响社区、
辐射社会”的公益项目，随着志愿
者的不断增加,“萤火虫工作站”的
服务范围越来越广，校门口的“文
明交通岗”，社区的“环境清扫岗”，
敬老院的“温暖关爱岗”，以及“济
南市黄河生态安全保障考察队”都
有他们的身影，也收获了家长、社
区群众的一致好评。

田恒介绍，未来，借助辖区范
围内高精尖企业，高新区将打造一
批优质的校外研学基地，让学生走
出校门、走出家门，走进企业，接触
最前沿的科技，了解未来发展的趋
势，不断开拓视野，为学生全面发
展奠基。

“济南高新区家校社协同育人
推进的整体思路是坚持科研兴教、
大胆创新，加强家校共育工作研
究，以科研创新带动家校社共育工
作取得新的发展。”济南高新区发
展保障部副部长高一鸣说，希望在
专家的指导下，发挥集体智慧的力
量，开拓全方位、全链条、全流程、
全覆盖的协同育人新蓝图，促进教
育内涵发展，最终惠及高新区每一
个家庭、每一位学子，实现助力区
域经济文化、人才引进的高位发展
的终极目标。

聚合力 育英才
济南高新区家校社共育护航成长

如何做到家庭与学校教育有效融合、互相补充？如何构建科学高效的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机
制？

作为《济南市中小学家庭教育指导纲要》颁布实施后的3个市级试验区之一，济南高新区一直致
力于打造家庭教育试验区的新高地，在教育科研、品牌建设等方面走在全市前列。过去一年，高新区
教育系统在家校共育方面下足功夫，做了很多创新实践，探寻家校共育的新路径。各具特色的家校
共育课程、举行校园开放月、开办家长学校、开展各类家庭教育大讲堂、家长进课堂、成立志愿者护
卫队……家长们参与的主动性不断被激活。

济南高新区贤文世家幼儿园开放活动。

济南高新区海川中学毕业典礼，家长自发为学校送上锦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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