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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民族振兴，教育为本；教育振兴，教师为本。
进入新世纪，人类步入信息化、全球化的知识社会，人才资源越来越成为重要的战略资源，教育在综
合国力竞争中越来越具有决定性作用。
改革发展教师教育，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提升国家教育实力，日益成为各国综合国力竞争的首选战略
。
教育部于2001年6月颁布并实行了《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实验推广基础教育新的课程体
系，旨在全面推进素质教育，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能
够适应21世纪需要的各方面人才。
基础教育新课程改革是当前我国推进素质教育的重大举措，它呼唤教师教育培养出高素质的、专业化
的新型教师。
教师教育是建立在学科、专业和教育学科共同协调发展基础上的专业教育。
作为教师教育研究的最新进展，教师专业的终身发展、教师的研究性教学与反思性教学、教师行动研
究、基于教学情境的教师表现性评价等，既要求在教师教育中将之转化为具体的实践，也要求指导教
师将之转化为自身教学实践的要求。
不断推进教师教育理论与实践和创新，把学科、专业与教育学科科学研究的成果转化为教师教育的课
程与教学内容，建设与实施素质教育相适应的教师教育课程体系，推出一批符合新课程改革理念的优
质教材，在教育教学理念、模式和方法、途径、手段等方面开展实践创新，既是新世纪中国教师教育
改革的客观要求，也是高水平师范大学不可推卸的使命与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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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家校合作导论》作为一门新的学科，本教材试图通过研究大致形成我国中小学家校合作研究基
本的框架体系，对该领域的一些基本概念作出界定，对该领域的一些基本内容进行诠释，同时反映国
际和国内近年来在该领域理论研究和实践工作中的成果。
通过对部分国家以及香港、澳门与台湾地区家校合作领域的介绍，拓展我们的视野，分析我国家校合
作存在的问题，提出改革家校合作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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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一、大教育观的兴起20世纪后期，世界各国政府为了解决社会现实问题，在推动社会的可持续
发展过程中，把改造旧教育，建设新教育，构建大教育体系作为一项重要的工作。
大教育体系实质上就是全民的终身教育，它是以学习化社会为背景，以终身教育和终身学习为基础，
以社会、家庭和学校三位一体化为模式的教育。
在大教育的视野中，学校、家庭、社会教育三者之间是紧密联系的统一体，它是推动儿童顺利实现社
会化的基本力量。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教育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功能日益凸显。
以教育的社会化和社会的教育化为主要标志的大教育体系正在逐渐构成，其纵向特点是全人生教育，
或称终身教育；其横向特点是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的三位一体。
教育是个系统工程，所谓“大教育系统”，即学校、家庭、社会的结合最终发展成为组织性较高的广
义的教育系统。
对于未成年的青少年来说，家庭和学校是影响其发展最重要的两个子系统，它们之间是一种相互影响
的关系。
一方面，学校教育影响并制约着家庭教育；另一方面，家庭教育也以它的力度和成效制约着学校教育
。
家校合作，就是这种大教育体系中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在为社会培养人才的过程中，学校单方面的力量在现代教育的生态环境中显得非常薄弱，单靠学校教
育的力量已无力撑起一个完美无缺的教育空间。
这就需要学校进一步确立科学的教育发展观，在苦练内功、深挖内涵的同时，重视与家庭教育之间的
融合、协作，努力培育学校改革与发展的新的增长点，从而全面推进素质教育，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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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是我从事家校合作多年研究的心血之作，在我即将著述完成这本新教材的时候，我必须提及一些
与本教材的完成与发表有密切关系的人士。
感谢杜成宪教授，他将“家校合作”课程建设的任务郑重地交给了我，为我进入新的研究领域提供了
重要的机遇，同时在教材写作过程中他还向我提供珍贵的研究资料，尤其是有关澳门地区的研究资料
。
感谢上海教育科学院的丁笑炯老师，她在香港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为我寻找了多份香港地区家校
合作有价值的资料。
感谢台湾师范大学人类发展与家庭学系黄遁毓教授，她在百忙中为我送来了多份台湾地区家校合作有
价值的资料。
感谢我校教务处党远鸿老师、苟渊老师与孟永红老师，他们为教材的出版费心良多。
感谢我校出版社吴海红老师，她对教材的修改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
感谢我校“985工程”——“教师教育理论与实践”创新基地研究项目的支持，使本教材最终能够顺利
出版。
感谢我的学生，与他们相逢是我们的缘分，唯有努力工作，才能对得起他们当初的选择。
丰继平、杨芸、马天宇、邹扬、周旭、张瑜、徐玉珍、霍利婷等同学，帮我搜集资料、对本书的提纲
提出意见和建议、为本书文字的通顺和流畅，做了许多工作，特别是丰继平，更是尽心尽力。
傅琳在全书格式编排方面的帮助，为本教材增色。
感谢我敬爱的父母，他们的谆谆教诲是我前进的目标；感谢我挚爱的丈夫孑L祥骅教授，他的人生境
界和对学术的孜孜追求是我的榜样；感谢我心爱的女儿，她是我不断进取的支柱和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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