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两江新区教育工委委员、教管中心主任曾珠：

两江新区每个学校都设有家校服务中心

“两江新区以智慧教育云平台为中心，将教育咨询、教育资源、培训机构监
管等功能和内容聚合，实现家校社快捷通畅的协同联动。”曾珠称，两江新区作
为重庆的高质量发展引领区、高品质生活示范区始终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
战略地位，目前已建设16个校外智慧劳育实践基地、45个校内外生态劳动实
践基地，构建了新时代劳动的教育体系。

两江新区的每个学校都设有家校服务中心，积极探索“一校一品”的家校
社协同育人特色，全方位、立体式构建学校、家庭、社会共育的新生态。例如，
近年来，两江新区深化体教融合改革，融入社会专业体育力量参与学校体育建
设和学生体育素质技能培训培养，以此实现体育资源的共建和共享。

华东师范大学副校长戴立益：

充分利用大数据搭建新的教育发展空间

“教育数据化是家校社共育的战略选择。”戴立益称，互联网、大数据、云计
算、人工计算、区块链等日益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个领域、全过程，ChatGPT的
强大冲击让教育理念一再更新，教育模式必将变革，教育体系必将重构。

打造家校社共育体系，形成教育信息化的共同体，要充分利用大数据搭建
新的教育发展空间，建设及时、泛在、精准的教育信息化传播网络，构建网络
化、数字化、智能化教育公共服务平台，加强教育智能数字化及育人方式的云
链接和云链路，以数字化赋能高质量育人体系。

5月13日，第二届家校社共育三十人论坛在重庆两江新区华师中旭学校举行。来自北京、上海、
天津、湖北等地的教育名家齐聚山城，围绕如何构建家校社协同育人新生态进行深入交流和探讨。

第二届家校社共育三十人论坛在渝举行，推动家校社协同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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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育学会秘书长杨银付：

办好教育，家庭学校社会都有责任

“办好教育事业，家庭、学校、政府、社会都有责任。”杨银付认为，就基础教
育来讲，学校要担负主体责任，对学生负责、对学生家庭负责；家长要尊重学校
教育安排，尊敬老师的创造发挥，配合学校搞好孩子的学习教育，同时要培育
良好家风，给孩子们以示范引导；各相关单位特别是宣传、文化、科技、体育机
构要积极为学生了解社会、参与实践、锻炼提高提供条件。

在杨银付看来，创新家校社协同育人机制要做好三方面的工作：学校要充
分发挥协同育人主导作用，全面掌握并向家长及时沟通学生在校期间的思想
情绪、学业状况、行为表现和身心发展等情况，加强家庭教育指导。家长要切
实履行家庭教育主体责任，积极参与学校组织的家校指导和家庭活动，利用闲
暇时间带领或者支持孩子体验社会，帮助孩子亲近自然、开阔眼界、增长见识、
提高素质。社会要有效支持，服务全面育人，要积极构建普惠型家庭教育公共
服务体系，各类教育基地和活动场馆要面向中小学生和学龄前儿童免费或者
优惠开放，打造有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的晴朗社会文化和良好网络生态。

市教委副主任李劲渝：

家校社共育“共”为首“育”为要

“推进家校社协同育人对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健康成长起着重要作用。”李
劲渝称，随着社会大环境的急剧变化，家庭结构或功能发生改变，父母家庭教
育履职的表现和能力与新时代子女健康成长成才的需求存在差距。

构建面向未来的家校社育人新生态，一是树立现代化协同育人的新理念，用
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持科学教育观念，增
强协同育人的共识。二是重塑现代化协同育人的新体系。家校社共育“共”为
首、“育”为要，形成学校主导、家长主责、社会支持的“三位一体”教育共同体，开
拓全方位、全链条、全流程、全覆盖的重庆协同育人新蓝图。三是增添现代化协
同育人的新动能。构筑包含心理健康、生涯发展、网络素养等内容的家校社三方
联动专项课程，培养不同层次的协同育人后备人才力量。四是激发现代化协同
育人的新活力。通过建设家校社共育数字资源库，扩大协同育人的传播力。

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中国陶行知研究会
会长周洪宇：

培养具有“六力”的时代新人

如何有效推进家校社协同并进？周洪宇以“新时代小先生行动”为例作主
旨报告，分享了自己的观点。

周洪宇认为，“新时代小先生行动”主张培养具有“生活力、实践力、学习
力、自主力、合作力和创造力”的时代新人。鼓励学生继承与发扬陶行知生活
教育思想，立志做热爱祖国追求真理的“小先生”，做自觉觉人、自利利他的“小
先生”，做手脑双挥、行知合一的“小先生”，做身心健康、阳光开朗的“小先生”。

那么，“新时代小先生行动”如何有效推进家校社协同并进？周洪宇认为，
首先，“新时代小先生行动”可以强化学校教育主题阵地作用，协助基础教育阶
段学校制定一套行之有效的行动方案，培养“新时代小先生”的团结协作精神；
鼓励“新时代小先生”参与教学过程，发挥学生在教学过程中的主体性、积极
性、创造性，培养学生主动学习、合作学习、创造性学习的能力。其次，“新时代
小先生行动”可以发挥在家庭教育的特殊作用、独特优势，引导“新时代小先
生”在“即知即传”中弘扬中华传统美德，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最后，“新时
代小先生行动”可以整合社会教育的优质资源。

中国人民大学基础教育研究中心主任翟小宁：

让学生到社会大课堂中去学习锻炼

中国人民大学基础教育研究中心主任翟小宁认为，“教育的目的是激发和
引导学生自我发展，培养他们在未来生活中寻求幸福的能力，让他们能够意识
到，即使自己是一个平凡的人，依然能够感受到活着的幸福。”

“未来不属于只会刷题的人，未来属于能创新的人。”翟小宁称，在数字化
时代、自动化和人工智能时代，要不断进行教育创新，实现跨界整合，打开学校
的边界，让学生到实验室去、到社会大课堂中去学习锻炼；开设创新的课程，建
设创新的课堂，开展创新的活动，培养创新的文化，最终培养创新人才。要强
调学习的个性化、探究性和创新性，注重项目学习、合作学习、跨界学习，培养
学生的自主性，让他学会学习。要注重人文与科技的结合，培养既有创新精
神、又有社会责任感、还有家国情怀的人才。要建立好的价值体系、育人体系
和治理体系，使学校变成一个创新体。此外，还要强化关键性教育要素的有效
组合，使学校不再是一个独立的个体。

重庆两江新区华师中旭学校校长陈珍国：

未来卓越人才应具备“五维”特质

陈珍国在主旨报告中提出，未来教育生态，应是一个以学习者为中心的智
能共育生态系统，且具备三个最基本的特征。

在陈珍国看来，未来的卓越人才应该具备“五维”特质，即应具有中国心、全
球观、创新力、美好心灵和强健体魄。培养这样的人才需要课程体系来支撑。

陈珍国发现，在“双减”文件出台之前，有些学校，学生作为学习的主体
——需求端，他们没有权力也没有机会来表达自己的需求。但在供给端，学
校、家庭、社会又是强势的供给，这种供给表现在有的是无序供给、有的是过度
供给，这就使得学生的负担不断加重。还有就是很多社会培训机构在功利价
值的驱动下出现了畸形的供给，这种畸形的供给会带来学生的畸形发展。

怎么办？陈珍国认为应该站在需求端，让学生的需求能够得到充分的表
达，让学生的需求充分表达出来，我想学什么、我想成为什么样的人、我的兴趣
特长是什么、我能够成为什么样的人。

“当然孩子毕竟是成长中的人，所以在需求表达的时候，除了要满足学生
的需求，还要注意引导学生的需求。”陈珍国表示，“这就需要把学校、家庭、社
会协同起来，实现有序合规的供给、适度有效的供给、科学合理的供给。”

陈珍国认为，未来教育生态应是一个以学习者为中心的智能共育生态系
统，这个系统具备三个最基本的特征：第一是以学习者为中心，有效提取、有效
满足、有效引领学生的需求。第二是智能支持，现在有了人工智能和信息技术
的支撑，使得人的个性发展、因材施教有了实现的可能。第三是共育生态系
统，要坚持学校的主导、家长的有效参与、社会的支持与合作。

据重庆日报客户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