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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减”背景下实施“家校社”共育的途径及方法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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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双减”背景下，教育教学出现了重大变革，教师的教学模型和学生的学习模式都发生了巨的大变化。在新时代的教

育总任务中提到要把学生培养成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中的人，随着时代的发展与变迁，劳动教育越来越占据着不可动摇的地

位，而培养学生劳动教育能力和素养的最有效的途径就是“家校社”三方协作的劳动教育实践体系，可以极大地促进学生的

劳动教育，培养新时期社会所需要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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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double reduction", there has been a significant change in education and teaching, with both the 

teaching model of teachers and the learning mode of students undergoing significant changes. In the overall task of education in the 

new era, it is mentioned that students should be cultivated into individuals with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in morality, intelligence, 

physical fitness, aesthetics, and labor. With the development and changes of the times, labor education is increasingly occupying an 

unshakable position, and the most effective way to cultivate students' labor education ability and literacy is the "family school society" 

tripartite collaborative labor education practice system, which can greatly promote students' labor education and cultivate the talents 

needed by society in the new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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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自建国以来，就强调要把劳动教育置于首要位置，

强调劳动教育的重要价值，突出它与其他社会现象的密切

联系。毛泽东同志在 50 年代就曾指出：“我们的教育方针，

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

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关于正确

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一方针明确指出学校培养

学生的最后归属应使学生成为合格的劳动者。60 年代中

期以后，学校里的劳动教育渐趋淡化，劳动教育的机制有

所削弱；特别是十年动乱后的一段时期，不适当地强调了

文化知识的作用。近几年来，许多学校片面追求升学率的

倾向有增无减，家庭和社会也把升学率的高低作为衡量学

校优劣的标准，因此劳动教育观念普遍淡薄了
[1]
。如今在

“双减”背景下，学生有时间和精力在劳动教育上，学校

教育也十分注重学生在劳动教育方面的发展。由此可见，

劳动教育对学生的地位愈见上升。 

随着我国经济等各方面的不断改革与发展，对于教育

的模式要求更加严格了。它要求教育尽快跟上新时代变迁

的步伐，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国家教委于 1986 年制

定了九年制义务教育规划，把劳动技术课作为必修课
[1]
。

由此许多地区的学校陆续开展劳动教育课程，劳动教育的

开展极大地促进了我国教育的发展。目前劳动教育的实践

体系尚未全部完成，存在许多薄弱的环节。基于这个问题，

在 2020 年的劳动教育理论中，出现了“家校社”新的字

眼。2020 年 3 月，国务院印发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

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其中不仅强调了针对中小学生

开展劳动教育实践的目的和意义，还结合广泛开展劳动教

育实践活动的内容，阐述了家庭、学校、社会在劳动教育

实践中的作用
[2]
。基于此，本文主要研究“家校社”三位

一体的育人模式在劳动教育中的作用及方法分析。 

1 家庭、学校、社会在劳动教育中的作用 

2018 年，在全国教育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

出“要努力构建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的教育体系，形成更高

水平的人才培养体系”
[3]
。并且伴随着近几年双减政策的落

实，劳动教育的实践体系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尤其是将“家

校社”三方协作的模式引入了劳动教育实践体系之中。对此，

首先应该思考家庭、学校、社会在劳动教育中的作用。 

1.1 家庭对学生劳动教育的基础作用 

众所周知，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家长对孩子的

成长教育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家长正确的劳动观念和言传

身教深刻教育和熏陶儿童的劳动价值理念，从而构建起儿

童正确的劳动价值认知和认同，发挥着学校、社会不可替

代的基础作用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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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云：“养其习于蒙童，则作圣之基立于此，人不

幸而失教，陷入于恶习，耳所闻者非人之言，目所见者非

人之事。日渐日溃于里巷村落之中，而有志者欲挽回于成

人之后，非洗髓伐毛，必不能胜。”这里强调了从小形成

良好习惯的必要。否则，一旦染上劣习，就得下“洗髓伐

毛”之功
[1]
。就化学学科九年级上册《燃烧与灭火》的学

习中，家长可以在学习本节课之前先组织学生结合教材的

内容，在家庭的厨房等人员密集、容易起火但不容易逃离

火灾的区域开展防火演练的劳动教育活动，让孩子们感受

火灾来临的场景，并且让孩子们使用灭火器灭火，以及让

孩子们独立完成灭火的流程，以防在火灾中无法第一时间

得到救援。这样的教育活动对于孩子们的成长有一定的帮

助，可以帮助孩子们形成安全防护的意识，培养学生善于

观察、总结归纳、勇于创新和动手的能力。这种能力如果

在家庭的劳动中形成，对孩子的学科思维的形成与进行化

学实验有很大助益。也不需后期经受“洗髓伐毛”。家长

也可以结合各学科的学习适当开展家庭劳动教育活动。这

样，家庭为各学科的学习提供了一定的基础支撑。 

劳动教育的开展，需要家庭的支持。家长应当积极配

合学校，做到家校协同教育，学生在家庭中做到不以家务

劳动作为任务，在家务劳动中积累劳动经验，提升劳动能

力。将劳动教育融入生活中，重视劳动教育在家庭教育中

的有效实施，全面加快家庭教育立法，强化家庭对孩子的

监护主体责任。 

1.2 学校对学生劳动教育的主导作用 

学校的劳动教育是对于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落

实劳动教育提供有力的保障。向全社会广泛宣传劳动对儿

童成长的重要意义是学校不可推卸的责任和义务，要在观

念和意识上让社会各阶层潜移默化地转变，更要让家长切

实懂得劳动教育在孩子们整个人生中的意义和价值。以学

校为出发地，通过劳动培养并训练孩子的劳动技能，多途

径、多渠道、多形式地创造更多地参与劳动的机会，使孩

子养成热爱劳动的良好习惯
[4]
。学校的劳动教育是多元丰

富的，要依据学生身心发展和新时代的需要系统性地设计

和创造性地开展劳动教育。比如在学习化学学科九年级上

册《水的组成》之后，学校就可以组织全体学生开展水资

源以及其他资源保护和环境保护的劳动实践活动，让学生

参与到水资源的保护之中，从关闭水龙头，组织学生轮替

查找没有关闭完全的水龙头，组织学生分小组捡垃圾并将

垃圾分类，这样既唤醒了学生保护环境的意识，又体现了

劳动实践活动和课程思政相结合的作用效果良好，学生们

也积极参与，乐此不疲，保护环境的观念油然而生。 

学校在劳动教育的开展方面，主导作用显著体现在构

建适应不同学段学生发展需求、符合时代特征又立足于学

校实际的劳动教育体系并组织实施。从课程维度来看，学

校劳动教育体系不仅包括理论教育课程与实践教育课程

两个模块，也嵌入了其他专业课程，又例如化学学科课程

中实验就需要培养学生的劳动教育。还覆盖了思想政治教

育和素质教育，因此，彰显出教育课程具有多元性、相融

性的特点。从内容维度来看，涵盖了劳动关系、劳动价值

观和劳动体验等教育内容，实现思想性、实践性的有机融

合。从实施维度来看，是课堂课程教育与校内课外实践教

育、校内教育与校外教育的协同推进，表现出教育场域全

方位性、全覆盖性的优势。 

学校在劳动教育的主导作用还表现在组织规范化的

劳动教育实践活动。学校劳动教育实践是依据人才培养目

标所开展的有计划性、规范化的教育活动，使劳动实践活

动形态进一步拓展，除组织开展传统劳动教育实践外，又

有着适应科技进步和新时代特点的劳动工具、劳动技术和

劳动形态的运用，具有家庭和社会无可比拟的深度
[5]
。 

1.3 社会对学生劳动教育的支持作用 

教育是一种社会现象，它与其他社会现象有着密切的

联系。社会在劳动教育中发挥着支持作用，充分利用社会

各方面资源，可以为劳动教育实践提供必要保障。社会是

真实的课室，进入社会各行各业中，参与社会劳动，并利

用社会劳动贡献评价劳动教育实践效果，是构建家校社三

方协同教育体系的重要内容
[2]
。

 

劳动教育的持续发展离不开社会的全力支持和配合。

学校可依托附近的工厂、农场、敬老院、博物馆、图书馆、

生态园等实践场所为孩子们提供体验劳动的活动基地。寒

暑假孩子们走进社区争当社区环保小卫士，强化他们的公

德心和社会责任感。比如在化学学科实验的学习中，就需

要学生有强烈的社会责任心，对于一些有毒有害的化学物

质会给人类生命和大自然带来危害，这就需要培养学生的

劳动教育，让学生有正确的价值观。
 

良好的社会风气对劳动教育的开展起到了支持与促

进作用，学生在社会中丰富劳动经验，思考人生哲理，对

学科学习也有所帮助，比如化学学科的学习，通过观察生

活现象来发现问题、探索问题、解决问题。也提升了独立

思考问题的能力，学会与人沟通的方式方法。 

2 家庭、学校、社会在劳动教育实践中存在的

问题与不足之处 

在“双减”政策实施的背景下，我们国家要求在我国

教育领域之中要有效地减轻学生们繁重的作业负担和校

外培训负担，意味着劳动教育将占据主体地位，而“家庭、

学校、社会”三位一体的育人模式在劳动教育中却占据主

体地位，要想有效地实现劳动教育系统正常运行，就必须

构建各方面都完善完备完整的“家庭、学校、社会”三位

一体的育人模式，但目前，家校社三位一体的协同育人模

式还存在许多有待改善的问题与不足之处。 

2.1 协作的劳动体系尚未完全构建 

我国对劳动教育十分重视，虽然目前劳动教育已经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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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大力的发展，家校社三方协作的教育也在促进劳动教

育的发展，但是发展劳动教育的完整体系并没有完成形成，

要想使劳动教育真正成为学生的学习的“必修课”就必须

要构建完整的三位一体的合作体系，但是目前，国家和地

方还尚未正式成立专门的“组织”与“机构”，“家校社”

协同育人的教育模式还尚未盛行，这样必然会阻碍劳动教

育体系的构建。并且社会上许多家长还对这种“协作”的

模式不是完全了解，社会宣传力度不够强烈，这项工作的

开展无法得到正常的运行。因此，就我们国家还没有专门

的机构促进“家校社”三方协作在劳动教育中的发展，特

定的体系并不完整，存在不足之处而言，劳动教育工作的开

展处于一个相对劣势的位置，而且对各个学科的发展也是不

利的，因此，构建完善的家校社合作体系是发展劳动教育的

核心。“三位一体”的育人模式需要制定完善完备的体系。 

2.2 协作的劳动教育资源共享机制尚未完善 

劳动教育系统所需要的教育资源包括相应的设施、场

所、师资、课程资源，这些资源共享体系尚未完善，这些

资源仅供学校教育利用，学生在学校中可以接触这些资源，

但是学校教育并没有全部把这些资源应用到劳动教育之

中，尤其是中小学的教育中，有些场所、设施并没有列入

到劳动教育的实践当中，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还有

其他是社会教育和家庭教育并不能利用到以上资源，这些

资源并没有达到共享，这些问题都将会阻碍“家校社”三

方协作的育人模式在劳动教育实践中的运行。因此相关教

育部门和机构应该建立资源共享体系，将三方协作推进到

劳动教育之中。 

2.3 协作的劳动模式尚未完全融合 

目前，在家庭、学校和社会协同的劳动教育系统中存

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对于中小学而言，“家校社”三方协

作的模式在劳动教育的实践上能融合，但也存在弊端，尤

为突出的是在高校的劳动教育实践中，“家校社”三方协

作的模式不能完全融合。主要原因是高校缺乏足够的经费

投入，学校内部支撑劳动教育的实践教室、实训基地配置

还不到位，学校面向社会的劳动实践场所建设困难，本来

需要进行社会实践的劳动教育课程，只好在理论教学体系

之内完成，劳动课程资源投入不足，专业教学、学术研究、

思政教育和服务管理等与劳动育人关联性不强，学校吸引

社会力量提供的劳动教育服务不足，高校劳动教育师资队

伍单一，纳入相关行业专业人士担任劳动实践指导教师还

不够
[5]
。而家庭中由于每个家庭的教育背景不同，所提供

的基础教育也不相同，不能很好地与社会和学校融合，社

会中存在的模式往往会有负面的影响，负面的影响无法与

其他两者融合，这样的效果并不好。 

3 家庭、学校、社会协同育人模式在劳动教育

中的方法分析 

“家校社”协同育人在劳动教育之中存在许多问题，

虽然促进家庭、学校、社会其中一个方面的发展，也有利

于劳动教育的发展，但是想要使劳动教育体系有效地构建

却遥不可及。家庭在学生的劳动教育中起基础作用，基础

也是前提，要想达到质的飞跃就必须提前准备好夯实的基

础，尽管基础作用是劳动教育实施的“眼睛”但是没有四

肢与身体作为支持和主体，那么整个系统难以维持运行，

所以学校是学生劳动教育的主体，社会是学生劳动教育的

后盾，这样具备完善完整的三位一体的教育模式在劳动教

育体系中发挥作用，促进学生劳动教育的发展，促进劳动

教育整个体系的完善。由小见大，针对上述四个问题，从

家庭、学校、社会分别出发，各尽其责，各显其能，三者

共同配合达成共识，彰显作用。 

3.1 学校作为劳动教育的主要阵地，加强劳动教育实

践、提升教学水平 

学校教育主要是针对培养和提高学生综合素质能力

的一种最重要的形式，所以对学生进行劳动教育首选的方

式是学校教育。而且“双减”政策的实施下，学生有更多

的时间和精力，在学校中学生也有大量的时间学习除学科

知识之外的知识，凸显了劳动教育在学校教育中的发展，

学校作为学生学习的主要阵地，学校要充分利用学校和社

会的资源，发展学生的劳动教育。 

鉴于学校教育对于提高学生劳动教育实践能力占据

着统治和支配地位，学校对于劳动教育实践应当制定适当

的措施。学校可以通过开展大扫除，校内日常劳动等形式

培养学生爱劳动，会劳动等良好劳动习惯。但是伴随着新

时期以及科技的迅速发展，学校教育不能只满足于简单的

活动就此止步，学校的教育应该紧跟新时代与科技的步伐，

整齐划一，共同前进。
[6]
首先要坚持“拓宽口径”，劳动

教育需要方方面面的知识的支撑，这就要求教育工作者要

夯实关于劳动教育方方面面的基础知识，有理论知识才能

更好地支持劳动教育活动的进行。跨学科综合性的知识也

是极其必要的一项要求。 

劳动教育的思想观念必须渗透在学生的思想中，劳动

教育的思想与学生的思想才能相互交融，学校对学生进行

劳动教育的目的才能达成。学校可以通过开展劳动教育，

评优活动，对学生的劳动教育实践能力进行发展性评价，

从而将劳动教育的思想渗透进学生的思想中。或者可以设

置劳动日志，将劳动教育日常化，先渗透学生的日常中，

然后从学生的日常转向学生的思想。定期开展劳动教育思

想教育的班会活动也是必不可少的，直接性地先影响学生

的思想，以学生的思想支配学生的行为，从而培养学生养

成良好的劳动行为习惯。 

除此之外，更新教育手段和教学方法也是必要的，学

校要定期地组织教师探讨教学方法，完善教学方法，提升

教学水平。最后，学校发挥主导作用，与社会、家庭相沟

通，学校提供理论指导和主要实践的阵地，家庭、社会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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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支持和帮助，如学校可以结合家庭劳动教育、社会劳动

教育，举办相关实践活动，学校还可以制定属于自己的劳

动课程，将自己的主导作用积极地发挥，促进劳动教育、

教学水平、学科认知的发展。学校应该首先扮演好“眼睛”

的角色，为社会和家庭教育指明方向。 

3.2 社会作为劳动教育的实践跳板，积极拓展劳动教

育知识体系 

社会属性是人类区别于其他生物最本质的特征，社会

教育是促进学生劳动能力发展的后备军，人类生活的环境

有家庭环境、学校环境，社会环境，从一定角度出发，人

类的发展是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下存在的，社会环境可以阻

碍和促进人类的发展，所以社会教育对学生劳动教育能力

的提高是起显著作用的，社会环境会潜移默化地影响人的

情感、态度以及行为方式。 

对于学生的劳动教育，社会的方向是正确的，社会培

养一代又一代的有志的好青年。但深究其中，仍有部分需

要提高的地方。近年来随着社会教育对青年的影响，越来

越多的青年一代更加注重劳动教育的进行，社区服务和志

愿服务深入青年一代的思想与灵魂。但问题百出，例如部

分青年满怀热血想要奉献祖国，为社会服务，但由于自身

对网络平台或者其他途径的了解的匮乏性，一部分青少年

不知道该从什么途径参与志愿服务，这一问题在部分偏僻

的地方更突出。这时就需要社会加大宣传力度，从各个方

面各个角度进行宣传征集志愿者，有志青年不再迷惘，能

紧跟大队伍的步伐，奋勇前进。 

可见，社会的宣传力度是非常庞大的。由此我们可以

想到利用社会作为劳动教育实践的跳板，社会大力支持劳

动教育的发展，加大宣传力度，发展劳动教育，力求达到

“质的飞跃”。这也要求学校和家庭要充分利用好社会资

源，将相关社会资源引入课堂，引入家庭。 

3.3 家庭作为劳动教育的实践基石，学生形成劳动和

学习习惯 

家庭教育是学生劳动教育能力和素质培养的辅助工

具，它是以辅助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并且与学校教育并驾

齐驱培养学生能力的主要方式。当今新时代，伴随着“双

减”政策的实施，学生有空闲的时间娱乐，许多学生回

到家中主要的娱乐放松方式就是玩游戏、刷抖音、看电视

等形式，这样的结果会导致学生沉迷于游戏网络世界并且

荒废学业，而且越来越多的学生把时间花费在游戏上缺乏

锻炼体质逐渐变弱。长此以往，学生的身体健康也将受到

影响。这就要求家庭作为劳动教育的实践基石，为学生夯

实劳动教育基础。 

家庭教育对学生的劳动教育实践能力的影响起着辅

助作用，家庭教育对学生劳动教育实践能力的培养主要有

以下方面，一般的家庭会从简单的家务活动中进行渗透，

但是会存在一些孩子在家庭的溺爱的环境下成长就会对

简单的家务活动都产生不良情绪以及抵触反应。追其缘，

溯其根，是因为家长没有从孩子特别小的时候就帮助学生

树立一下正确的劳动教育的观念，才使得部分孩子都不愿

意为父母分担一些极其简单的家务活动，更有甚者，连自

己的事情都要交给家长，这样对孩子的成长也是百害而无

一利的。应该依据家庭这种天然有利的条件，从小对孩子

进行耳濡目染的影响，帮助孩子树立正确的劳动观念，会

劳动，善于劳动，经常劳动，形成优良的劳动习惯。 

除了上述家庭要发挥好自身的实践作用之外，家庭更

加应该注重与学校和社会的联系。这就要求家长应该重视

与学校和社会的联系，家长应该积极与学校沟通和合作，

共同探讨开展劳动教育的模式，做到“里应外合”，例如

家长在孩子生活的过程中就应该帮他们建立劳动的意识，

比如，在化学学科九年下册《酸碱盐》的学习中，家长可

以让学生亲自动手做饭，区别碱和盐的特点，这样既锻炼

了学生的劳动能力，又提前学习了知识，对学生的成长是

十分有利的。家长还应该与社会建立桥梁，利用好社会资

源，给予学生正确的引导。更好地发展劳动教育。 

综上所述，在学生劳动教育实践能力的培养提高过程

中，学校教育起着主导地位是显而易见的，家庭教育对学

生劳动教育的影响也是不容小觑的，社会教育的深刻影响

人尽皆知。“家庭、学校、社会”三者之间是相互配合的

三位一体教育网络，只有形成以学校教育为主、家庭教育

和社会教育为辅助力量的体系，才能更好地，更有效的培

养学生的劳动教育能力与素质，才能更快地让学生养成优

良的劳动行为习惯。所以深入贯彻落实以及实施从学校，

家庭，社会三方发起具体劳动教育活动，深化学生的劳动

教育是当下应该贯彻落实到底的举措。 

我们不难明白家庭是基石，可以培养学生的生活基本

技能和劳动习惯；学校是主导，可以有目的地培养学生的

劳动能力；社会是跳板，可以培养学生劳动知识的运用，

突出劳动价值观和奉献精神，家庭、学校、社会形成育人

合力，能有效推进劳动教育真正落实
[6]
。 

4 结论 

“双减”背景下实施“家校社协同育人”需要家长的

正确引导，社会的正向支持与学校的主导，三者共同进行，

将劳动教育深入到每位同学的心灵深处。劳动教育会影响

人的一生，家庭劳动教育使人们掌握必备的劳动技能，积

累劳动经验，增强动手能力
[7]
；学校让人们学会劳动教育

的理论知识对今后在学习学科专业知识，实验操作等方向

奠定基础。还组织社会实践活动等让学生提前适应社会活

动，积累经验；社会教育让人们掌握生存技能，了解劳动

的意义。在家校社三种劳动教育合作下，体现的是德智体

美劳全面发展的育人理念，并为新时代培养所需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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