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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世纪80年代末，爱普斯坦教授提出了交叠影响域理论。该理论以关怀为核心，构建了家庭、学校、社

区互相合作、协同育人的新型理论范式和实践机制。交叠影响域理论认为学校、家庭、社区三者并非割

裂的存在，而是彼此独立又相互沟通、相互影响。当前我国家校社协同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在许多方面还

存在不足，将交叠影响域理论应用于心理健康教育，对审视我国当前的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改进家校社

协同进行心理健康教育的不足、构建起家校社协同心理育人机制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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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late 1980s, Professor Epstein proposed the theory of overlapping domains of influence. The 
theory takes care as the core, and constructs a new theoretical paradigm and practical mechanism 
of family, school and community cooperation and cooperative education. The theory of overl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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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ng domains of influence holds that schools, families and communities do not exist separately, 
but communicate and influence each other independently. At present, there are still shortcomings 
in the cooperative development of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in our country. Applying this theory to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has important enlightening significance for examining the current work 
of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in our country, improving the shortcomings of the cooperative devel-
opment of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and constructing the mechanism of cooperative psychologic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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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学生这一群体的心理健康问题日益突出，引起社会重点关注，心理健康教育的重要性愈发

凸显。2019 年 12 月，《关于印发〈健康中国行动——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行动方案(2019~2022 年)〉的

通知》中强调，要形成学校、社区、家庭、媒体、医疗卫生机构等联动的心理健康服务模式。对学生进

行心理健康教育，仅靠学校单个主体的力量作用是有限的。学生心理健康的发展离不开家庭、学校和社

区这三大主体的协同合作。20 世纪 80 年代末，美国霍普金斯大学的爱普斯坦教授(Joyce L. Epstein)提出

了交叠影响域理论(theory of overlapping spheres of influence)。该理论以关怀为核心，构建了家庭、学校、

社区互相合作的新型理论范式和实践机制，其观点旨在表明学校、家庭、社区三者并非割裂的存在，而

是彼此独立又相互沟通、相互影响。将交叠影响域理论用于心理健康教育，打破学校社主体离散的状态，

建立起“学校积极主导、家庭主动尽责、社区有效支持的”家校社协同共育机制，不仅能够发挥各主体

心理健康教育的独特作用，还能整合三方力量，形成教育合力，发挥各自优势为学生心理健康发展保驾

护航。 

2. 交叠影响域理论及模型 

20 世纪 80 年代末，美国学者爱普斯坦提出了交叠影响域理论，该理论以关怀为核心，构建了家庭、

学校、社区互相合作的新型理论范式和实践机制，其观点旨在表明学校、家庭、社区三者并非割裂的存

在，而是彼此独立又相互沟通、相互影响。交叠影响域理论强调家庭、学校和社区应具有一致的目标、

承担共同的责任，学校、家庭和社区对学生的成长和发展会产生交互叠加的影响。交叠影响域包括外部

结构和外部结构两个模型。外部结构模型(见图 1)将学生置于交叠影响域的中心，学生的成长环境由学校、

家庭和社区三个主要部分，家庭、学校和社区都分别对学生的发展产生独一无二的作用与价值，也可以

彼此间协同对学生产生综合性影响。交叠影响域理论的外部模型强调，家庭、学校和社区三方都对学生

具有独特的影响，他们在学生的成长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产生独特的功效，因此学生的成长和发展也

离不开三者中的任何一个。同时，交叠影响域理论还重视各主体对学生的累积影响，即家庭、学校和社

区对学生的影响是叠加且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不断积累的，对学生的发展会产生持续的作用。内部结构模

型(见图 2)依然强调学生是家庭、学校和社区教育的核心，主要阐明家庭、学校和社区之间相互交织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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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以及对学生的影响机制，内部模型建立在外部模型的基础之上，是外部模型的进一步阐释。交叠影响

域理论启示我们在重视家庭、学校和社区独特的教育作用与影响的同时，更要重视三方形成的教育合力。

爱普斯坦在交叠影响域理论模型的基础上，还总结了六种主要的家校社合作模式，为家校社协同开展心

理健康教育提供了更为明晰的指导。这六种模式分别为做好家长、相互交流、志愿服务、在家辅导、参

与决策、社区合作。其中既包括三方协同共育和三方联结，又包括两两之间的双方共育模式和双向联结，

总之，家庭、学校和社区三者之间既独立又互相联系，从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协同共育体系。交叠影响

域理论对指导我国家校社协同心理育人具有较强适用性，将交叠影响域理论应用于心理健康教育，对审

视我国当前的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改进家校社协同进行心理健康教育的不足、构建起家校社协同心理育

人机制、达成家校社合作伙伴关系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Figure 1. External structural model of overlapping spheres of influence 
图 1. 交叠影响域外部结构模型 
 

 
Figure 2. Internal structural model of overlapping spheres of influence 
图 2. 交叠影响域内部结构模型 

https://doi.org/10.12677/ap.2024.144225


王媛媛 
 

 

DOI: 10.12677/ap.2024.144225 335 心理学进展 
 

3. 当前家校社协同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 

3.1. 学校层面 

在家校社三方交叠共育模式中，学校与家庭合作是目前较为普遍和常见的。我国的家校合作由来已

久，虽然大部分学校都采取家校合作的形式，但是还存在许多问题。一方面，有些学校家校合作注重形

式，内容单一，缺乏实效。虽然有些学校设置了家长开放日、家长委员会等家校合作方式，但是大多数

流于形式，缺乏实效。如家长开放日活动，师生为了迎接家长的参观花费大量人力物力积极准备，“表

演”给家长最好的一面，为的是完成任务，老师与家长缺乏深层次的交流，有些家长也是走马观花，参

与“深度”不够；大部分家校常态化的合作方式便是召开家长会，而家长会的内容以学生的学习成绩为

主，双方的关注点都在如何提高学生的成绩上，忽视对学生健全人格的塑造和身心的健康发展。另一方

面，许多学校和家庭的地位不平等。交叠影响域理论六大模式中的“决策参与”模式强调通过各种学校

委员会和家长组织等，使家长作为参与者关心学校的决定、管理和倡导各种活动。而当前的许多家校合

作中，教师和家长并不是处在平等的地位，学校往往把家长当作“教育对象”。在家校合作过程中，教

师向家长传输教育理念和方法，仅仅要求家长予以配合，而没有将家长当作“合作伙伴”。 

3.2. 家庭层面 

首先，家庭教育和家庭环境在心理健康教育中的重要地位未得到足够重视。虽然我国大力推行“五育

并举”及“双减”政策，但是还有一部分家长只看重学习成绩，忽略孩子心理健康的发展。有些家长认为

心理健康教育的主要场所是学校，“教”的责任由学校承担，自己的主要任务便是“养”，家长只需要配

合学校便可，缺乏责任意识。家长对心理健康教育重要性认识不到位、责任意识不强等，导致家庭心理健

康教育缺失。同时许多家长也没有认识到家庭环境对孩子心理健康潜移默化的影响，父母关系不和谐、教

养方式不恰当等都对孩子的心理健康发展产生了不利影响。其次，部分家长对心理健康教育的了解不足，

存在认识误区。比如有的家长片面地认为心理健康教育就是进行情绪调节，孩子过段时间便会好起来，有

些家长甚至对心理咨询、心理治疗具有抵触心理，讳疾忌医，导致延误孩子的治疗时机。再次，即使许多

家长能够认识到孩子心理健康教育的重要性，但也缺乏主动和学校及社区合作、寻求帮助的意识，也不懂

得科学的心理健康教育的方法和策略，不能很好地应对和解决学生的心理健康方面的问题。 

3.3. 社区层面 

社区教育是指家庭教育、学校教育以外的由个人、社会团体或组织机构实施的教育，其本质是社会

教育，只不过，社区教育是在社区这个空间范围内进行的社会教育(邵晓枫，刘文怡，2020)。社区作为具

有内在互动关系和地域性的社会生活共同体，是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家校社

协同育人的重要阵地(霍雨佳，柳铭心，2022)。当前，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社区的功能不断增多、服务

体系日益完善，但我国社区在心理健康教育服务方面还未发展成熟。一方面，社区心理健康服务体系不

完善，未能充分利用丰富的教育资源与医疗资源发挥心理健康教育的作用，社区心理健康教育服务人才

缺口较大、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人员技能水平不高，心理健康服务质量较低；另一方面，在家校社协同共

育的机制中，社区“缺场”严重，社区同家庭与学校的联动不足，未形成与家庭、学校常态化的心理健

康教育互动机制。 

4. 交叠影响域理论对家校社协同心理育人的启示 

4.1. 确立协同目标，树立共育观念 

确立协同目标，树立合作共育理念，确保两者之间能够就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问题达成一致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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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重视程度，是达成互相信任的交流合作的基础，有利于更好地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当前，由于家

校社在观念、立场、利益等方面的不同，家校社的心理育人目标离散，未形成协同心理育人的共识，因

此，家庭、学校和社区都应提高对心理健康教育重要性的认识，明确合作的必要性，在教育理念上达成

一致。在家庭层面来看，家庭教育在学生的成长中起着奠基作用，而不同的家庭对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

重视程度有很大的差异，应着力提高家长对心理健康教育以及家校社合作重要性的认识，帮助家长形成

正确的教育观念。从学校层面来看，要切实落实素质教育目标，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在具体目标的确立

上，教师应在充分了解不同学生心理状况与实际情况的基础上，结合学生的年龄特点和心理需求对症下

药，提供相应的帮助和支持，有针对性进行心理健康教育。比如，若发现有些同学出现持续性地焦虑、

烦闷、不安的情况，老师和家长可以给予他们更多的关怀，引导他们进行自我调节与情绪疏导；针对有

些学生的抗挫折能力差，可以着力培养他们的抗压能力和心理承受能力，提升他们的意志力和心理素质。

当发现学生出现较严重的心理问题时，可以鼓励和引导学生进行专业的心理咨询与治疗，守护好学生的

心理健康。在社区层面来看，社区应提高对心理健康教育的关注度，加大社区参与力度，将心理健康教

育纳入社区工作的重要内容，发挥社区独特的资源优势助力学校开展心理健康教育。 

4.2. 明确角色定位，理清责任边界 

根据交叠影响域理论，心理健康教育的不同主体在育人过程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发挥着不同的作

用。因此明确各主体的角色定位，理清责任边界至关重要。首先，学校在心理健康教育中处于主导地位，

扮演着指导者的角色。学校所特有的教育属性决定了其是开展心理健康教育的主要场所。学校应当重视

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通过开设相关课程、加强师资建设、设立心理咨询室等方式，帮助学生形成良好

的心理品质。其次，家庭在心理健康教育中位于基础地位，扮演着配合助力者的角色。家庭教育是学校

教育的延伸，在学校心理健康教育的过程中，离不开家庭的密切配合。爱普斯坦在交叠影响域理论模型

的基础上，总结了六种主要的家校社区合作模式，其中，“做好家长”就是要充分发挥家庭教育的重要

作用。家庭教育对学生心理健康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家长应认识到家庭环境在孩子心理健康发展中的

重要作用，明确自身在孩子身心健康发展中的责任，努力营造和谐融洽的家庭氛围，关注孩子在成长中

遇到的问题，帮助他们形成健康的心理。最后，社区在心理健康教育中居于辅助地位，扮演着服务保障

者的角色。社区应不断加快心理健康教育服务的建设与完善，加大心理健康教育服务资金投入，成立社

区心理健康教育人才队伍等。通过明确各主体的角色定位、理清责任边界，发挥各主体在心理健康教育

中的独特作用。 

4.3. 建立共育机制，开展多样化教学活动 

引发心理危机的因素较为复杂，有生理因素、心理因素、家庭因素、社会因素以及个体易感性等，

且多存在着综合性或叠加的特点，较难做出科学因果归因(羊子轶，朱文潇，马守兴，2023)。因此，心理

健康教育工作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是需要将心理健康教育作为一个系统工程，建立心理健

康教育的协同共育机制。这一机制强调了学校、家庭和社区不仅要扮演好各自所承担的心理健康教育角

色，发挥各自在心理健康教育中的作用，还要构建家校社协同共育的合作伙伴关系，建立家校社协同心

理育人共同体，形成教育合力。具体来说，家校社协同共育的具体措施包括多个方面。比如，从学校主

体出发，要健全家校合作机制，如定期召开家长会、建设家校管理制度和家长委员会制度，建立学生心

理档案，通过“一生一档一策”的家校社信息共享机制实现资源共享；从家庭主体出发，家长应加强与

学校和社区合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建立与学校和社区的“主体间性”关系，加强与老师与社区心理健

康工作人员的沟通，为更好地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建言献策；从社区主体来看，可以依托社区丰富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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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搭建课外活动平台，开展多样化的课外活动。如通过校馆合作弥补学校教育资源的不足。鼓励学生

参加志愿服务活动、研学、夏令营等活动，增强社会适应能力，锻炼处理人际关系的能力，在奉献社会

中增强学生的自我价值感与幸福感。社区还可以成立家庭心理健康教育指导中心，组织志愿者进行家庭

心理健康教育的宣讲，向家长普及家庭心理健康教育常识，提高家长对学生心理健康状况的重视程度，

帮助家长树立正确的教育理念、掌握正确的教育方法。 

4.4. 建立常态化沟通机制，进行交流互动 

通过建立常态化的沟通渠道，及时分享学生的心理健康状态，能够发挥家校社协同机制的信息资源

共享优势，有助于三方更好地了解学生的情况和需求，及早发现可能出现的问题，早识别、早干预，防

止情况恶化。及时的交流互动还能使三方协同制定个性化的教育计划，满足学生的个性化需要。学校和

家庭作为学生成长的主要场所，两者之间的沟通尤为重要。比如当学生因家中变故而心情低落，在上课

时无法集中注意力，对此，若没有家校的及时沟通，老师可能对学生进行批评教育，反而适得其反。家

校在进行沟通交流时，应注意两点：一是两者之间的沟通应是平等的、双向的。老师能够深入、全面地

了解学生，为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提供条件，在倾听家长的反馈和意见的同时，改善教育策略。家长

也能通过与老师的沟通，了解学生在校表现。二是沟通渠道应多元化。家校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可以采取

面对面沟通、电话、利用社交媒体等多种方式灵活进行，实现资源互通。此外，社区也应加强与家校的

联系与互动，在相互尊重、互信互赖的基础上建立稳定的教育共同体(唐汉卫，2019)。家庭、学校和社区

可以依托互联网拓宽合作渠道，如通过在线平台互相了解学生情况、交流教育经验、分享教育资源、共

商活动计划等，通过家校社资源共享和相互协作实现教育效果的最大化。 

5. 结语 

交叠影响域理论及其实践框架为我们解决当前家校社合作进行心理健康中的许多问题提供了理论支

撑和解决办法。交叠影响域理论启示我们在进行心理健康教育时，要抛弃以往家校社分离的观点，代之

以家校社结合的理念。家庭、学校和社区在心理健康教育中各有优势，在预防和矫正学生心理问题的过

程中，应发挥各自应有的作用，同时应加强合作，实现协同共育。当前，家校社协同进行心理健康教育

还存在许多不足之处。对此，家校社应在确立协同目标，树立共育观念的基础上，明确角色定位，理清

责任边界。同时建立共育机制，开展多样化的教学活动，还应注重建立常态化沟通机制，经常进行交流

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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