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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院校现代家校互动平台构建研究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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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家庭与学校利用网络、通信互动和网下实体沟通的互补优势构建高职院校“现代家校互动平台”，在以其特
殊的功能交换信息、研讨问题、分享经验、谋求教育发展时能把握好运行策略，平台运转将极富实效，可实现学生的学习

环境良好、学习动力增强、综合素质乃至高职院校整体教育质量得以提升的目标。

关键词：功能定位；互动平台；设计与开发

中图分类号：Ｇ４５９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４－５８８４（２０１４）０８－０１１９－０２

　　良好的学习生活环境是高职大学生健康成长的前
提，需要学校、家庭、社会合力创造。在当今的信息网络

时代，如何运用现代高速发展与普及的网络、无线通信技

术与网下家校直面沟通相结合，构建现代家校互动平台

（以下简称“平台”），创设家校互动的良好场域，为学生营

造一个健康成长的大环境是高职院校面临的课题。

１　现代家校互动平台的功能定位
现代家校互动教育平台是采用网络信息技术及家校

直面沟通，以创新的方式提供了基于互联网、手机短信、

语音视频等多种互动与面对面交流，构建了学校、教师与

家长沟通的信息平台，建立了老师与家长与学生进行同

步教育的网络，形成科学量化的教育管理模式，在提升家

长参与度的同时提升了学校的管理效率。

１．１　平台是家校沟通交流的渠道
平台的核心功能是在教师、家长、学生的共同参与

中，充分利用网上互动与网下交流功能，使家长与教师、

学校及时进行沟通以便更好地帮助学生健康成长。通过

该平台可以方便快捷的实现学校与家庭、教师与家长、家

长与学生乃至学生之间、教师之间、家长之间、师生之间

的及时相互交流。

１．２　平台是家校协同教育的途径
平台的使用可以帮助教师和家长及时联手解决学生

出现的问题，也可以让老师和家长共同分享学生随时出

现的闪光点带来的喜悦，更可以在学生请求时得到老师

与家长的援手而激励学生更好地发展。

１．３　平台是家校发布信息的窗口
学校通过网站发布校方各方面的信息，教师、家长、

学生经过网上网下的交流互动传递多样化的信息，一方

面会大大增进家校双方相互了解、协调合作，增强双方沟

通交流与解决问题的针对性；同时也促使家校在双向沟

通过程中讲究策略改进方法，提高家校互动的实效性。

１．４　平台是教育管理的新形式
由于该平台发布各种学校管理信息，成为了一个开

放式的学校管理网络平台。对于建立良好的学习氛围、

形成优良的学校精神、凝聚师生乃至家长的人心都会产

生催化作用。而网络的特殊功能，使得教师、家长、学生

之间在交流地位与话语权上趋于平等、和谐。人人都可

以在平台上找到自己的位置、显示自己的存在、为学校建

设贡献才智。特别是家长在家校互动过程中也实际参与

了学校的管理，为教育管理增添了新气象。

２　现代家校互动平台的设计与开发
２．１　网上互动的基本构件

一是以信息资源功能为主的学校（院系、班级）网站。

主要发布学校信息、教学信息、教学资源等。为家长、老

师、学生提供信息服务。

二是以交流功能为主的ＱＱ群、微信、ＢＢＣ、电话。ＱＱ
群主要是为教师、家长、学生提供文字、视频对话平台，发

送学校（院系）、班级信息。我们将 ＱＱ群点对点的交互
主要定位于教师与家长的沟通和学习资讯的及时分享；

而点对点的交互主要侧重于教师组织教师、家长、学生对

某一共同关心的问题开展对话、讨论、沟通、形成共识。

微信因可以快速发送短信与彩信、支持多人语音对

讲聊天且是免费软件而成为教师与家长便捷的手机沟通

方式。家校互通的短信内容有通知、考试成绩、在校表现

等等。教师将这些信息以短信或彩信的形式发给家长，

家长可随时掌握子女在校动态，更好地配合教师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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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也可以随时向教师反馈子女有关信息，使学校教育

更具针对性。

ＢＢＣ论坛为教师与家长搭建实时在线的网络交流空
间。家长可以与教师、其他家长针对学校发展及办学特

色进行沟通；家长参与学校管理，提供咨询建议，发挥主

人翁精神，形成教育民主管理的和谐氛围；也可以就家庭

教育的热点问题进行交流，分享家教成功经验，以便引导

家长反思，改进教育方法，有效指导孩子学习。通过家长

与教师的互动，实现智慧的共享，推进合作育人氛围的形

成。电话联系则是需要紧急及时告知、沟通的家校信息。

三是以培训功能为主的家长网校。它涉及子女培养

的专题资源，包括家庭教育理念、目标、策略、内容、形式、

经验、方法等信息。经过专家的理论引领、方法指导、案

例分析，帮助家长开阔视野，转变教育观念，改进方式方

法，提升家长进行家庭教育的素养。以家长网校为中介

来提高家庭教育质量，使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协调一致，

形成合力。

２．２　网下沟通的基本构件
２．２．１　入学、毕业典礼

利用新生入学、毕业典礼的契机，召开家长座谈会、

个别家访和约谈，在小范围内有针对性地进行交流，互通

有无，为合作打下坚实基础。

２．２．２　就业计划
家长群体蕴含着庞大的人力资源。根据职业院校的

就业导向，吸收家长参与学生就业计划的全过程，即在课

程设置、就业指导、岗位实习、就业安排等方面家校双方

积极、充分地沟通，倾听家长的建议和意见，对学生就业

都会产生积极作用。

２．２．３　现身讲堂
现在有不少家长文化程度高、综合素质高、社会阅历

丰富，有的还是当地某一行业出类拔萃的人物；家长与孩

子又有着天然的情愫。据此我们特别聘请家长为客座教

师到“现身讲堂”讲课。有的依据自己多年的实践工作经

验讲授项目实施、计算机控制、机械故障诊断、临床诊断

等专业课程等；有的讲述自己学校毕业后是如何找到工

作岗位，怎样从事自己的本职工作，有哪些挫折、进步和

感想；有的家长讲述自己辛苦创业而终有所成的艰难历

程．．．．．．家长们在“现身讲堂”的每一次授课都深深吸引
了学生，他们佩服父辈们的智慧才干、分享父辈们的成功

喜悦、感叹父辈们的艰辛困苦、更体会到了父辈们坚韧不

拔的品质和艰苦奋斗的精神。

２．２．４　家校活动
学校成立家校合作促进会为家长参与学校咨询与管

理、发挥自身优势服务于学生成长搭建平台，提升家校合

作的层次，拓展沟通的空间［１］；院系、班级围绕所出现的

问题与困惑，与家长共同分析问题，探讨解决的良策，促

进学生健康成长。此外，组织教师、家长、学生开展参观、

休闲等活动能营造温馨和睦的氛围，在活动中零距离接

触有助于增强沟通加深理解。

２．２．５　专访
对重大问题或事件通过专访将问题与事件弄明白搞

清楚，减少摩擦与隔阂。比如，学校要求必须当面解释的

问题，则召集家长座谈会，可避免误会，增进理解。

３　现代家校互动平台运行的策略
３．１　发挥教师引导作用

在培养学生的过程中，教师是主要的引导者与教育

者。在网络进行互动中，互动平台的构建、互动内容的确

定、互动时间的安排、互动的方式方法等都需要教师特别

是班主任主导。在互动平台中，班主任必须花费大量的

精力，如发布管理信息、上传教育资料、与家长协商、游览

学生或家长来帖等。如果教师不关心回帖，网络互动就

难以维持，这也正是网络家校互动优势明显却不被充分

利用的重要原因。所以教师的恒心、耐心和爱心是影响

家校互动效果的关键。

３．２　提高家长教育素质
家长作为家校互动的参与者，其作用不可替代。以

往的家校互动大多以教师为中心单向互动，家长被动参

与；有的家长自视学识有限而依赖老师缺乏参与的积极

性；有的受经济、地域局限而难以参与；加之家庭教育的

差异，这使得家校互动的实效逊色。所以必须更新家长

的教育思想观念，提高家长的教育素质，使家长与教师密

切联系积极配合，提高家校互动实效。

３．３　尊重学生主体地位
学生是教育的中心，学生的成长成才是教育的出发

点和归宿。在互动中，教师和家长要尊重学生的主体地

位和人格力量。家长对孩子不能居高临下，而是要平等

融洽，在互动中要“放下身段”与孩子平等对话。教师向

家长反映学生问题，要杜绝“告状式”，应多采用激励性与

客观性评价，避免家校互动网络平台成为对学生的“电子

密探”而造成学生逆反心理［２］。更不能把学生当成被动

的受教育者，而是要利用网络平台与实践活动为学生提

供展示自己成长经历、才华品格、个性特长的机会，让他

们在自我展示中相互学习、相互促进、共同成长。

３．４　开展个性化服务
不同的家庭、不同的背景、不同的学生特点，对教育

的需求不一样。互动平台要针对家庭与学生的需求，实

现个性化服务［１］。有的通过扩展网络平台功能如网络视

频、专栏专访来实现，有的通过面对面交流、考察来实现，

唯此，家校互动平台的优势才能得以全面发挥。

综上所述，现代家校互动平台可以充分发挥网上网

下交流沟通的互补优势，给教育发展带来盎然生机，确保

学生的健康成长。我们深信，随着该平台功能的不断完

善和运行策略的整体把握，将为高职院校人才培养贡献

一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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