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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人的成长发展是包含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及社会教育的教育生态平衡发展的过程。本文从我国几个典型

省域出发，采用2012~2020年的面板数据，主要研究对象是处于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根据学生的受教

育情况，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分析近5年该省的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的耦合协调度。研究结

果表明，我国家庭、学校和社会教育水平的耦合协调度近年来缓慢上升，并且差距逐步减小。但中部和

东部以勉强协调为主，其中西部地区以失调型为主，反映出我国的家校社协同力度仍然不足，主要存在

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滞后于学校教育的特点。因此要加强学校教育的投入和引起社会教育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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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uman growth and development is a process of balanced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ecology in-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orf
https://doi.org/10.12677/orf.2023.132076
https://doi.org/10.12677/orf.2023.132076
https://www.hanspub.org/


谢园 
 

 

DOI: 10.12677/orf.2023.132076 746 运筹与模糊学 
 

cluding family education, school education and social education. This paper starts from several 
typical provinces and adopts panel data from 2012 to 2020. The main research object is students 
in compulsory education stage. According to students’ education situation, the coupling coordina-
tion degree model is used to analyze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of family education, school 
education and social education in the province in recent 5 year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degree 
of coupling coordination between family, school and social education levels has increased slowly 
in recent years, and the gap has gradually decreased. However, the central and eastern regions are 
mainly barely coordinated, and the western region is mainly discoordinated, which reflects that 
the home-school-community coordination is still insufficient in our country, and the main charac-
teristics of family education and social education lag behind school education. Therefore, we 
should strengthen the input of school education and arouse the attention of soci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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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教育是一国之根本，2021 年 7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

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以下简称“双减”政策)，主要指导思想是提高学校教育教

学质量，强化学校教育主阵地作用，深化校外培训机构治理，构建良好的教育生态[1]。2021 年 10 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九十八号，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

进法》，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法律明确“家庭教育应当符合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紧密

结合、协调一致的要求”“各级人民政府指导家庭教育工作，建立健全家庭学校社会协同育人机制”。 
以上各项促使和意见方案引发了有关于“培养什么人，怎么培养人，如何做到真正的立德树人”的

社会思考。首先家庭，学校和社会是现代教育的三大阵地，家庭是儿童知识启蒙、成长和生活的主要基

地，学校是学生知识启智、认识世界、认识他人和交流的主要平台，社会是潜移默化影响学生环境基础，

三者相互纵贯并影响每个人的一生。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明确提出“推进

家庭学校共同育人”，实现“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家庭教育密切配合”[2]。 
2020 年 10 月我国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旨在提高引导全社会注重当代青少年

的家庭教育，家庭教育权作为父母天然具有的教育权，父母在其中应当承担起对子女的教育义务，明确

自身作为家庭教育法律关系主体的基本职责[3]。事实上，有关于家庭教育的影响一直有被关注，也引起

社会的不少反响，2022 年冬奥会上谷爱凌荣获三枚金牌离不开父母对其兴趣爱好的培养和一直的陪伴，

以及如同全红婵在 2020 东京奥运会夺得跳水女子单人 10 米跳台金牌，打破世界纪录，虽然没有富裕的

家庭环境，但凭借自己的努力和天赋，成为世界跳水冠军。 
可见必须充分发挥家庭、学校、社会的合力，正视“家–校–社”在协同育人过程中协同主体、协

同焦点及协同保障机制等方面存在的现实问题。在促进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各司其职的基础

上，以学校教育为抓手，以“家–校”交流和“校–社”合作为突破点，明确育人联动机制，落实育人

责任主体，搭建实践育人平台，积极探索思想政治工作视阈下“家–校–社”协同育人机制[4]。本文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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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研究省份之间的三种教育协调度来进行相关的政策引导，分别说明要加强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

教育的耦合协调。 

2. 文献综述 

有关于家庭，学校和社会教育三者之间存在的紧密联系研究已有很多，多偏于定性的研究，而且大

多数学者都有从三者协同的角度进行了相关的研究。 
首先，有关于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结合的研究，家庭学校教育的概念最早源于美国，被誉为“美国

家庭学校教育之父”的约翰·霍尔特就提出两者密切的关系，学校为家庭教育提供主要且丰富的教育资

源和基础设施，主要包括教师资源和固定资产的投入，同时，家庭教育也推动学校教育的改革和观念的

转变[5]。“双减”政策的背景下，社会、国家和家庭个体对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的要求也是越来越高，

学校对家庭教育的服务指导也有了更高的要求，边玉芳(2021)就指出学校是家长最希望接受家庭教育指导

服务的渠道，学校在完善自身教育水平和师资力量团队的同时，要更加关照“孩子心理健康”，加强“家

本化”的关怀，促进家校协同[6]。 
其次，有关于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结合的研究，叶澜教授在我国首先提出了“社会教育力”的概念，

认为“社会教育力是指社会所具有的教育力量”[7]，国外一些国家和地区很早就制订了《社会教育法》，

诸如日本、韩国等等，然而我国对社会教育的立法方面发展缓慢，还没有对社会教育给予足够的重视[8]。
同时，学校一直是教育的主阵地，然而学校为什么能一直发挥其重大的教育作用，最主要的是学校也是

在社会分工中形成的，社会本身给予了学校教育的专业性和更多角色的赋予[9]。学校教育一直是我国改

革开放以来的重点和核心，当前有关于教材，学校设施等方面的研究也十分丰富。一直到实施“双减”

政策，才又开始了一场学校教育的自我变革，期待学校进一步重构教育的生本逻辑。充分认识青少年社

会教育的重要性。它不仅是学校教育的必要补充，而且是人的存在和发展的基本方式，尤其是当代社会

闲暇增多，青少年社会教育更为急迫。 
最后，有关于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结合的研究，在三种教育体系协同的过程中，社会教育与家庭教

育之间的教育联系是最为困难的一个环节[10]，青少年的发展阶段中，为了更好地提升教学质量，发挥教

学优势，家长更应该明白社会发展的影响对于学生发展的制约，为了更好地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家长

应当积极地参与社区提供的多种家庭教育讲座和活动，通过认真的学习观察，全面加深对于社会和家庭

教育教育结合的理解，切实提升家庭教育质量，在家庭教育环境之中，确保学生建立起健康的心态，实

现健康成长[11]。 
综上所述，已有研究存在以下不足，第一，有关于家校社协同的研究大部分停留在理论研究阶段，

提出了以学校为中心的三位一体的教育模式，但是有关数据的定量研究较少。第二，大部分专家学者的

研究有关于三者结合的研究较少，业内的专家学者主要研究三者相互的协调和联系，以及包括三者教育

力的边界问题，很少有关于三者的适配度的研究，由于一个城市的家校社的教育力度是不同的，但如何

具体测量少有研究。因此，本文在结合专家学者的研究，试图从个人，家庭和学校三个层面的数据来反

映三者教育层次水平来反映各省市的三者的耦合协调水平。 

3. 研究设计 

3.1. 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采用 2012~2020 面板数据，选取了来源于公开数据库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 CFPS)和国家统计局中的数据，旨在通过收集筛选个体、家庭、社区三个层次的数据调研，反映

我国教育方式，教育观念，教育水平的变迁。其中本文通过调查收集了包含全国 25 个省市的家庭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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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个人，家庭和学校三个层面的数据来反映三者教育层次水平来反映各省市的三者的耦合协调水平。 

3.2. 指标选择和描述 

1) 指标构建 
构建合理的评价指标是研究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三者之间互动关系的基础，因此，在构

建评价指标体系时通过参照经典文献和专家评价，遵循全面性，代表性，科学性，可获得性以及可操作

性，分别围绕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三个维度，总共构建 20 个变量指标，各个指标采取 TOPISIS
熵值法计算权重，后综合一个维度的数据计算该省域的耦合协调度进行相关的研究，具体的变量指标见

表 1。 
 

Table 1. Explanation of variables 
表 1. 变量解释说明 

维度 变量指标 变量说明 

家庭教育 

家庭教育支出 过去 12 个月的教育支出 

父母教育指导 父母是否主动和子女交流 

家庭教育期望 期望子女的受教育程度 

课外补习 是否上辅导班 

学校教育 

教师资源质量 对各个科目老师的满意度 

学校质量 是否为示范、重点学校 

高校数量 普通高等学校数(所) 

学生的质量 普通高中毕业生数(万人) 

教师数量 普通高等学校数(万人) 

社会教育 

公共图书馆数量 公共图书馆业机构数(个) 

博物馆的数量 博物馆机构数(个) 

数字电视使用 数字电视用户数(万户) 

艺术团体文化宣传 艺术表演团体国内演出场次(千场次) 

新媒体使用 有线广播电视用户数(万户) 

 
2) 描述性统计 
通过筛查 2012~2020 的 CFPS 的公开问卷数据以及国家统计局中的数据，构成本文的面板数据，将

三个子系统确定的变量指标选取后，匹配所在省份，然后把所取得的结果进行标准化处理和利用 TOPSIS
熵值法确定各个主要变量的权重，统计出变量的最大值，最小值和均值进行描述性统计，见表 2。 
 

Table 2.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main variables 
表 2.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均值 均值 最大值 最小值 

家庭教育支出 0.258337 0.973661 0.005849 

父母教育指导 0.458109 0.954203 0.007681 

家庭教育期望 0.489238 0.986830 0.0118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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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课外补习 0.409211 0.996648 0.005850 

教师资源质量 0.249948 0.992723 0.025943 

学校质量 0.187327 0.930712 0.022989 

高校数量 0.225605 0.888889 0.051282 

学生的质量 0.191977 0.976646 0.000313 

教师数量 0.195818 0.979259 0.007553 

公共图书馆数量 0.045720 0.902439 0.005747 

博物馆的数量 0.032224 0.810036 0.011719 

数字电视使用 0.045720 0.995733 0.012408 

艺术团体文化宣传 0.160190 0.990808 0.000897 

新媒体使用 0.051325 0.972317 0.038838 

3.3. 研究模型 

耦合原本是物理学概念，表示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系统之间通过各种相互作用形成对彼此之间影响的

现象，耦合度则用来描述各系统之间相互作用、彼此影响的程度，而后逐渐用于地理、经济等研究领域

[12]。本文在借鉴修正后的耦合协调模型，以及在逯进等(2018)和钱丽等(2012)专家学者的基础上，构建

了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的耦合度及耦合协调度测算模型[13]。 
本文研究的中心问题是我国省域间家校社三种教育的耦合协调度，因此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耦合

协调模型是研究两个及两个以上的子系统之间的关系，耦合度指双方相互作用的程度强弱，不分利弊；

协调度是指相互作用中良性耦合程度的大小，体现了协调状况好坏，可以表征各功能之间是在高水平上

相互促进还是低水平上相互制约。随着对科学发展观认识的深入，耦合协调度模型成为研究区域整体均

衡发展程度的有效评价与研究工具。后有学者针对传统耦合协调模型的不规范进行修正，在修改书写错

误、丢失系数、错用权重和模型不成立四类误区得到了修正后的耦合协调度模型。 
1) 修正后耦合协调度测算模型 
由于耦合度只能反映子系统之间的强弱关系，然而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有很想的相关性，

因此必须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来测量其中的协调关系才更有说服力，因此通过相关文献的检索，针对传

统耦合协调度模型中存在的书写不规范和权重系数不清等存在的问题，本文采用国内修正后的耦合协调

度模型， 
当 n = 2 和 n = 3 时(n 为子系统个数)，修正后的耦合协调度模型如下： 

2
1 2 2 1 2

1 21 2
2

U U U UC
U UU U

∗
= =

++ 
 
 

 

3

3
3

1 2 3 3 1 2 3
1 2 31 2 3

3

U U U U U UC
U U UU U U

= =
+ ++ + 

 
 

 

其中，C 为耦合度，其分布区间为[0, 1]，故耦合度 C 值区间为[0, 1]。C 值越大，子系统间离散程度越小，

耦合度越高；反之，子系统间耦合度越低。Ui 为第 i 个子系统评价后的标准化值，对应本文学校教育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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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1，家庭教育为 U2 和社会教育为 U3，U1、U2、U3 组成三个子系统，然后计算出两两交叉和三系统的

耦合协调度 D，具体的公式如下所示： 

D C T= ×  
1 2 3T u u uα β γ= + +  

T 为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的综合评价值，α、β、γ分别为各个子系统评价的权重。由于三

种系统的重要程度均等化，因此本文的三系统的评价权重分别为 1/3 均等。 
2) 耦合协调度分级划分。 
为了清晰划分我国各个省域间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各子系统间协调发展的状况，将系统

间耦合协调度划分为以下 10 种等级[14]，使得结果中各种复杂的数据客观性更强，具体等级划分如表 3
所示。 
 

Table 3. Classification of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表 3. 耦合协调度等级划分 

耦合协调度 等级划分 

0.00~0.09 极度失调 

0.10~0.19 严重失调 

0.20~0.29 中度失调 

0.30~0.39 轻度失调 

0.40~0.49 濒临失调 

0.50~0.59 勉强协调 

0.60~0.69 初级协调 

0.70~0.79 中级协调 

0.80~0.89 良好协调 

0.90~1.00 优质协调 

4. 实证分析 

4.1. 三系统耦合协调度分析 

本文从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三个系统中分析了近八年的三种协调度，从三系统整体的角

度来看，我国的家校社耦合协调还是处于勉强协调的水平，其中东部地区由于经济综合水平普遍高于中

部和西部地区，对教育的投入高，使得东部地区的家校社耦合协调水平高于中部和西部地区。其中西部

地区存在明显的不协调的情况，普遍的耦合协调度处于 0.3 左右(0.2~0.65)的水平，即处于重度失调，轻

度失调，勉强协调及初级协调阶段；中部地区的耦合协调度在 0.45 左右(0.3~0.7)的水平，即处于轻度失

调，濒临失调，勉强协调和初级协调的阶段；东部地区的耦合协调度普遍在 0.5 以上(0.4~0.95)的水平，

基本全部处于协调的水平，只是不同省份间的协调程度各有不同。 
从时间的角度来看，从 2012 到 2020 年，全国的家校社教育水平耦合协调有上升的趋势，并且处于

中级协调水平的城市越来越多。细看可得，2014 年的东部江浙地区的三系统耦合协调明显处于较高水平，

即优质协调水平，这与当时 2014 年的新高考改革政策息息相关，2018 年的各省份耦合协调度有小幅度

的上升也和当时中共中央国务院先后印发的《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关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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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教育深化改革规范发展的若干意见》等教育政策有关，由此可见，适当的教育政策和教育改革的提出

可以提高家校社三系统耦合协调度，引起社会家庭和学校对教育的重视。 
从个省域间的耦合协调发展来看，东部地区的个别省份如江苏，浙江耦合协调水平较高，平均在 0.7

以上，然而西部地区的很多省份如重庆，甘肃等耦合协调度均处于 0.3~0.4 的水平，由此可见地区的差异

较大。同时，西部地区的四川省的耦合协调度整体处于较高水平(0.6 左右)，即初级协调阶段，与西部整

体上不协调的水平相比有很大的差距，东部地区整体上初级协调的阶段，也有像福建省处于 0.4~0.5 这样

勉强协调的水平。因此并不是简单的经济水平较高的地区，就得出家校社耦合协调度较好的结论，影响

三系统的耦合因素还需要具体联系当年的具体的教育政策、经济环境，当地的教育结构等等。 
 

 
Figure 1. The degree of home-school-community coupling coordination in various provinces 
图 1. 我国各省域的家校社耦合协调度 

 
从空间看，如图 1 和图 2 所示，耦合协调度呈现出“东部 > 中部 > 西部”的发展格局，但是每年

的省域间家校社的耦合协调度发展趋势不够稳定，个别中部地区如湖北省一直处于协调度(0.6~0.8)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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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都会水平的同时也会在 2018 年处于濒临失调(0.5 左右)，其中西部地区的三系统耦合协调基本处于 0.4
的水平波动，但是是近几年中涨幅最快的，有明显的耦合协调上升的趋势，即从近几年的涨幅速度来看，

却有着“西部 > 中部 > 东部”的发展格局。总的来说，结合三地区的数据可得，如图 3 所示，我国大

部分地区的家校社协调度还是不断上升的，这表明我国有加大对教育系统的投入力度和不断优化调整改

善教育结构，尤其是西部地区的失调程度明显变换，这也有赖于各项如“西部计划”，国家对西部地区

的教育投入的增加等教育政策的执行。 
 

 
Figure 2. Time variation trend of family-school-community coupling coordi-
nation degree in eastern,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图 2. 东、中、西部地区家校社耦合协调度时间变化趋势 

 

 
Figure 3.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of family, school and community in 
each province 
图 3. 各省域家校社耦合协调度 

4.2. 两系统间耦合协调度分析 

在前文三系统分析的基础上，得出了一些结论，对此进行更为具体的阐述和动因分析，为了进一步

分析三系统耦合协调形成的原因，可以分别考察家校社两两系统之间的耦合协调度，只有各两系统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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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调变现为递进优化时，三系统耦合协调才会有序提升，然后结合时事依据具体省域进行具体的教育状

况分析。 
由图 4 可得，首先，2012~2020 年期间，我国的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两者之间的协调度更优，且两

者的耦合协调度更为稳定，无较大的波动，通过比较不难发现社会教育资源的投入对学校教育有明显的

支撑作用，同时教师和学校资源也是社会分工和社会化的一部分，两者的相互协调效应明显。其次，通

过比较 u1u2、u2u3 和 u1u3 的耦合协调度趋势的数据可得，整体上的协调效应的支撑强弱是“学校教育 > 
家庭教育 > 社会教育”的，虽然社会教育的支撑作用弱于家庭教育，并且两者有较强的协调相关趋势，

波动趋势相同，但是社会教育和家庭教育的作用明显弱于学校教育的水平，说明教育资源整体上对学校

教育有明显的倾向作用，学校教育依旧是现代教育体系的主流。 
 

 
Figure 4. Coupling coordination trend between the two systems 
图 4. 两系统间的耦合协调趋势 

5. 结论和政策启示 

本文主要从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三者耦合系统协调的角度分析其协调发展的内涵和运作

机制，结果数据筛查和处理，考察了我国 25 个省域(自治区、直辖市) 2012~2020 年的面板数据，试图寻

求三系统协调的不足和空间特种加以进行政策启示。基于以上研究得出以下结论：第一，运用修正后的

三系统耦合模型测量得出我国东、中、西三系统的耦合协调度。由计算结果可知，虽然我国三系统耦合

协调度仍处于较低水平，但整体呈逐年上升态势，针对目前的家校社协同度较低的现实情况，我国要加

大对教育资源的投入，不仅仅包括经济条件的辅助，更多是优化教育结构升级，增加教育发展动力，加

快教育发展模式的转变，其次要弘扬适度的教育理念，引起各个方面对教育的重视。 
第二，从计算东部，中部和西部的耦合协调度水平可得，我国人家校社三系统的耦合协调度存在地

区差异，并且耦合协调度处于较低水平，虽然东部和总部地区的耦合协调度明显高于西部地区，但是东

部和中部地区近几年的增长幅度和协调度的稳定性明显弱于西部地区，鉴于此，就全国而言，要进一步

完善我国的教育系统和优化教育结构，推动教育结构的转型，改善我国的教育环境。就具体而言，西部

地区自身需要不断调整教育结构，加快教育结构的升级，推动构建家校社共建人才的体系，同时防止人

才的外流和吸引高素质人才的流入，从而促进形成教育资源的平衡稳定发展格局。 
第三，由两系统的耦合协调度计算可得，要加强对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的重视，两者的教育支撑作

用明显弱于学校教育，可见学校教育占据教育结构的较大比重，因此，要提高学校的资源整合能力，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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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校社配合，协同促进学校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发展，进一步加强“家本化”关怀，开展真正满足家

长需求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 
本研究提出家–校–社教育模式，该模式将学校、家庭、社会三个原本独立的个体，通过不同的形

式连接为一个全方位的合作体，该模式为：通过大学社区服务中心将学校和社区进行双向对接，通过家

长联合会将学校和家庭进行双向对接，在家庭和社区方面，可以结合中国现有组织即社区服务中心来实

现双向对接。通过该模式实现学校、家庭以及社会的全方位教育模式，使学生得到全方位发展，同时保

证了学生不但具有良好的学习环境，还具有和谐的家庭环境和社会环境，为人的终身可持续发展奠定基

础，对于构建教育社会也才更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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