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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智学校中家校共育策略初探

●夏昌琴

　　

[摘要]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育人需要家庭、学校和社会的共同努力.培智学生因受生理、心理及成长环境

等方面的影响,教育难度更大,家校共育有着更大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笔者结合多年培智教育实践,提出了

一些提升家校共育成效的基本理念、原则及方法,以期为更多教师及学生家长提供参考和帮助,共同为残障

少儿提供优质、平等的特殊教育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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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庭是人发育、成长、生存的首要基地，学校是传承

文化、培养人才的主要平台，社会是人谋生发展、

相互交往的基本环境，三者构成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基础链

环。 智障少儿因生理、心理上存在不同程度的障碍，家庭

教育和学校教育是他们全面发展的主要链环，家庭和学校也

是社会对其教育影响的重要媒介。 因此，家校共育对残疾

少儿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有着更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培智学生家庭类型

努力让每个少儿享有受教育的机会，这是特殊教育普惠

发展的基础。 特殊教育学校会接纳一些不能进入普通教育

系统的适龄残障少儿，培智教育对象逐渐从单纯智力障碍扩

大至脑瘫、自闭症患儿及多重缺陷儿童。 教育对象的复杂

多样，使学生的家庭教育在观念、目标、方法、效果等方面

存在较大差异。 经过调查分析，培智学生的家庭教育主要

有以下四种类型。

(一)缺失型家庭

由于家长自身残障、文化素养低等原因，家长没有家庭

教育的意识和能力，对孩子只养不教，完全依靠学校教育。

也有极少数家长认为残疾孩子教而无用、教而无效，继而产

生厌弃、厌烦和甩包袱心理，对孩子疏于管教、放任自流，

遇到问题简单粗暴地解决。

(二)溺爱型家庭

由于家长过分看重孩子的缺陷、障碍，或是隔代养育，

心理上存在不同程度的愧疚感、负罪感和补偿感，对孩子的

过错、过失及不良行为习惯，往往归咎为病理或他因，行动

上溺爱或放纵孩子，甚至包庇、包办孩子的一切。

(三)高期望值型家庭

这类家庭因孩子在某方面障碍不明显，如肢体障碍孩子

在语言、智力等方面没有明显障碍，自闭症孩子在记忆、模

仿等方面能力较强。 这些家长期望值过高，认为孩子经过

短期的文化补习和缺陷补偿，就能进入普通中小学就读。

因此，家长把教育重点放在知识技能学习辅导或康复训练

上，忽视对孩子良好行为习惯的养成和教育。

(四)理智型家庭

这类家庭因前期的医疗和康复经历，使他们在心理上能

够接受孩子的残疾现实，并有一定的特殊教育、康复训练等

方面的知识和技能基础，对孩子的未来发展也有较合理的规

划，能够采取正确的方式进行家庭教育。

通过调查，在上述四种家庭教育类型中，缺失型家庭、

溺爱型家庭和高期望型家庭占培智学生家庭总数的６０％以

上。 这些家庭的孩子一般都存在一些不良行为习惯和倾

向，主要表现在：一是生活消极。 ３５％的学生不讲卫生、

不爱劳动、沉迷电视、不按时起床和家庭意识差。 其中

２０％的学生不愿控制情绪，存在纪律意识、自律意识较差，

故意放纵等不良倾向。 二是以自我为中心。 ２５％的学生分

别存在自私、待人不友善的倾向，对别人感情淡漠，缺乏同

情心，不愿与人合作，故意攻击同伴等。 这些现象和倾

向，严重影响他们今后的社会生活，必须引起学校、家庭的

高度重视，并采取有效措施进行干预和引导。

培智教育中家校共育的主要思想

(一)家校共育是培智学生良好行为习惯养成的重要途径

《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

意见》中指出：“既要重视课堂教育，更要注重实践教育、

体验教育，养成教育。”叶圣陶说：“教育是什么，往简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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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说，只需一句话，就是要养成良好的习惯。”行为习惯可

以影响甚至决定人的一生。 对培智学生来说，养成良好的

行为习惯不仅能终身受益，更是他们适应生活、融入社会的

核心素养，比学会一些具体知识和技能更为重要。 在孩子

的养成教育中，父母是第一任老师，需要家长用更多精力去

教育和引导。 家庭教育是基础，学校教育是主渠道，只有

形成家校共育，才能促使少儿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

(二)家校共育是提高学生适应社会能力的关键

行为习惯只单一地集中在学生的日常生活习惯上，但从

广义的角度分析，行为习惯还包括学生思想、情感、心理活

动的变化与发展。 因此，培智学生开展行为习惯养成教

育，既要关注外部行为习惯的形成，也要关注内部健康心理

活动的发展；既能培育学生良好的行为习惯，也能提高其道

德素养。 学校开展道德实践活动时，要从思想、道德品

质、学习能力、自主发展、社会参与等方面出发，持续组织

德育活动，以培养学生健全的道德品格与良好的社会生活方

式，从而保障学校道德教育质量。 通过家校共育，可以通

过生活环境中无数次的重复与练习，形成固定化的行为方

式，并以规范的行为方式生活、学习和工作，从而更好地适

应社会、融入社会。

(三)家校共育的基本理论

家校共育的基本理论是素质教育理论。 素质教育的基

本理念是：以生为本，一切为了学生，为了一切学生，为了

学生的一切。 素质教育的基本思路是：以德育为导向，以

心育为基础，以智育为主干促进整体素质的提高。

(１)叶圣陶的养成教育理论。“养成良好习惯”的论述是

叶圣陶教育思想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１９７９年叶圣陶在《当

前教育工作中的几个问题》一文中强调：教育“往简单方面

说，只需一句话，就是要养成良好的习惯。”

(２)德育回归生活的理念。 德育实效性差的最大原因是

人为地将德育从实际生活中分离出来。 学生良好习惯的养

成更是不可能脱离学生生活，来进行抽象化、空洞化的说教

的，必须回归社会生活和学生生活中去：关注和指导学生的

现实生活，教育和帮助学生通过自己的劳动创造新生活，并

以文明健康的方式享受新生活；关注和指导学生的学习生

活，让学生热爱学习，学会学习；关注和指导学生的交往生

活，让学生养成良好的日常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

(３)学生为主体的理念。 学生是教育的主体，只有充分

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并让这种作用体现在实现目标要求的

过程中，激发学生强烈的参与意识和敢于体验的勇气，培养

他们坚强的毅力和一定的自制能力，让他们在成功体验中不

断前进。

(四)培智教育中家校共育的主要原则

培智教育的对象和家庭比较特殊，且存在较大差异性，

在共育过程中，要遵循以下原则。

(１)一致性原则。 苏联著名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说：

“教育的效果取决于学校和家庭教育影响的一致性。”一致

性是家校共育成功的关键。 家庭教育应与学校教育在教育

的方向、目标、方式等方面保持一致，才能形成教育合力，

起到事半功倍的教育效果。

(２)实时性原则。 因培智学生的理解认知、记忆和再现

能力差，教师若发现学生存在不良行为习惯，要及时进行批

评教育，并做到家校信息互通，以便共同教育和引导，才能

让学生认识、理解到自身行为的错误，并知道怎么改正，才

能起到教育作用。

(３)持续性原则。 培智学生良好行为习惯的养成，不是

一朝一夕、一蹴而就的事，不是靠几次批评教育就能完成

的，需要家庭和学校持续的“教育—实践—再教育”的循环

反复，才能实现教育目标。

(４)平等性原则。 在家校共育过程中，一方面，要尊重

学生。 即尊重学生的生理和认知情况，认真区分学生的哪

些行为是由病理因素引起的，哪些是认识理解的盲区，哪些

是目前思想上、认知上可以改变的，哪些方式是学生能够接

受和承受的，从而制定合适的教育方案。 另一方面，要尊

重家庭。 家校是合作关系，家长和教师在共育过程中的地

位是平等的。 在共育过程中教师要保护家庭隐私，还要充

分尊重家长的意见。 另外，教师还要平等对待每个学生。

不能忽视和放弃任何一个学生的教育和培养，与每位家长平

等沟通、精准分析、持续施策，从而让每个学生都在家校共

育中逐渐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

培智教育中家校共育的基本策略

培智教育中的家校共育，既有普通教育中家校共育的共

性，也有其个性。 在实施过程中，既要各司其职，又要默

契配合，才能收到“１＋１＞２”的教育效果。

(一)加强培训，增强家长共育意识和家教能力

通过学校授课、专题讲座、家教分享、家长群讨论交

流、一对一指导等形式，对家长进行家庭教育及特殊孩子的

教育、康复、心理健康等方面的理论和技术培训，提高家长

对家庭教育、家校共育重要性的认识，为家长实施科学、适

合的家庭教育提供能力保障。 重点从以下方面着手。

１．身教重于言教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 培智孩子是非辨别能力

低，模仿是他们的主要学习方式。 家长的言行自然成为孩

子的模仿对象，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习惯。 对特殊孩子的教

育，有时候无数次的说教不如一次的言传身教更有效果。

如家长在餐桌文化、待客礼仪、邻里关系中注重言行举止，

融入养成教育思想，指导孩子实践体验，就能让孩子潜移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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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地受到教育，并逐渐形成良好的行为习惯。

２．营造良好的家庭环境

培智孩子大多比较自卑、安全感较低，只有和谐、文

明、健康、宽松的家庭环境，才能培养孩子活泼、开朗、勇

敢、进取的性格，也才能使孩子在和睦的家庭中健康成长。

３．正确爱孩子

对培智孩子来说，家长要做到关爱不溺爱、放手不放

纵，爱护与严格要求相结合，让残疾孩子树立起自尊、自

爱、自强、自立的人生信念。 一是正视孩子的缺陷、障碍，

采取积极的医疗、康复和教育措施，促进其功能障碍的不断

改善。 二是“狠心”加耐心。 针对孩子的不良行为习惯，

要及时批评，采取“小步子、多循环、螺旋提高”的方法逐

渐改正，不能因孩子的哭闹、不配合等而放弃(身体出现不

良反应时除外)，只有坚持的次数多了，才能让孩子守规矩。

三是鼓励孩子多做事。 在家庭中，要倡导自己的事情自己

做，吃饭、穿衣、洗脸、刷牙等事情家长不要包办代替。 还

要引导孩子多做扫地、刷碗、叠被子等家务劳动，让孩子在

劳动中锻炼身体、促进智力和身体的协调发展，逐渐养成热

爱劳动的习惯，为自立社会奠定基础。

(二)家校密切配合，共同发力

１．建立稳定的家校沟通渠道

通过家长微信群、电话沟通、家长接送学生、家访等形

式与家长进行沟通，互通学生信息，共同制定和调整个性化

的教育方案，将学校教育延伸到家庭生活及社会生活中。

对少数已经形成不良习惯的学生，教师要指导家长细心、耐

心地优化教育方案，促进家校配合，提高教育效果。

２．督促家长当好生活导师

家长是孩子的榜样，也是孩子适应生活的最好导师。

家长要站在导师的角度，养育结合，充分利用家庭生活和社

会活动场景，对孩子进行尊老爱幼、文明健康的生活习惯，

积极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等方面的教育，并督导孩子

从守时、守纪、守信和讲卫生、讲文明、爱学习、爱劳动等

小事做起，逐渐形成良好的习惯，继而配合学校五育并举，

促进孩子身心素养的全面发展。 如家长在过马路时要遵守

交通规则、办事购物要排队、在公交车上要给人让座、饭前

便后要洗手等，在实际生活中都能给孩子进行良好的行为示

范，让孩子在潜移默化中学习，长期坚持下来就会养成好的

习惯。

３．开展共育活动，关注长期培养

学校可以巧妙设计共育项目，促进培智学生良好行为习

惯的长期培养。 一是通过定期的家长学校会议或在线平

台，着眼学生未来生活场景，与家长讨论制定有针对性的养

成教育计划，统一、家校教育目标，明确各自的责任和任

务，形成一个长期或阶段性的教育计划，然后配合实施，提

高教育实效。 二是定期开展家教专题培训、专题研讨及经

验分享等活动，为家长提供家庭教育的技术支持和技术指

导，提高家校共育的水平和质量。 三是学期末家长参与学

校教育考评活动，对孩子在家庭生活、社会活动中的行为表

现给予恰当的评价，评价结果作为学生综合评价的重要内

容，也是下学期教育的起点，从而确保家校共育的一致性、

整体性和连续性。 四是健全奖励机制，激励学生积极进

取。 发挥学校德育的主渠道作用，通过自主评价、同伴评

价、班级评价、学校评价等形式，每月、每学期对学生的道

德素养进行综合考评，大力表彰，为学生树立典型和榜样，

从而激励他们自省、自律，从而提高其道德素养，形成良好

的道德品质。

培智学生家校共育是一项复杂持久的系统工程，也是一

个常抓常新的课题，需要学校在落实常态化育人机制的同

时，加强家校共同体的建设，不断丰富和创新家校共育途

径，优化共育策略，才能办好特殊教育，使每个学生都能接

受符合自己成长需要的特殊教育，从而适应社会、自立

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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