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dvances in Social Sciences 社会科学前沿, 2024, 13(3), 357-361 
Published Online March 2024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ass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4.133225   

文章引用: 苏畅, 张文, 高伟, 周赛军. 教育信息化背景下农村高中班主任家校沟通策略探析[J]. 社会科学前沿, 2024, 
13(3): 357-361. DOI: 10.12677/ass.2024.133225 

 
 

教育信息化背景下农村高中班主任 
家校沟通策略探析 

苏  畅1，张  文1，高  伟1，周赛军2 
1湖南省桃江县第四中学，湖南 益阳 
2湖南科技大学土木工程学院，湖南 湘潭 
 
收稿日期：2024年1月31日；录用日期：2024年3月18日；发布日期：2024年3月27日 

 
 

 
摘  要 

高中阶段的家校沟通必不可少，对学生的升学、身心健康等都发挥重要作用。教育信息化的发展极大丰

富了家校沟通渠道，提升了家校沟通效率。但鉴于现阶段家校沟通发展和农村家校沟通现状，家校双方

的沟通认知、方式、能力、管理等方面仍然存在一些不足。为提升家校沟通效果，进一步保证高中学生

的身心健康发展和升学进程的顺利进行，文章分析了家校沟通的优势和不足，并在此基础上探讨有效家

校沟通策略，以期家校沟通发挥更大能量，提升教育质量。 
 
关键词 

家校沟通，教育信息化，农村高中班主任，沟通策略 

 
 

Analysis on the Strategies of  
Family-School Communication  
for Rural High School Head  
Teacher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Educational Informationization 

Chang Su1, Wen Zhang1, Wei Gao1, Saijun Zhou2 
1The Fourth Middle School of Taojiang County in Hunan, Yiyang Hunan 
2School of Civil Engineering, Hu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Xiangtan Hunan 
 
Received: Jan. 31st, 2024; accepted: Mar. 18th, 2024; published: Mar. 27th, 2024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ass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4.133225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4.133225
https://www.hanspub.org/


苏畅 等 
 

 

DOI: 10.12677/ass.2024.133225 358 社会科学前沿 
 

 
 

Abstract 
High school stage of family-school communication is indispensable, which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student’s college entrance, and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Th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al in-
formation has greatly enriched the channels of family-school communication and improved the ef-
ficiency of family-school communication. However, in view of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and status 
of family-school communication in rural areas, there are still some shortcomings in the commu-
nication cognition, methods, abilities, and management of both home and school. In order to im-
prove the effect of family-school communication, and further ensure the smooth progress of high 
school students’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development and college entrance process,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family-school communication, and on this basis, ex-
plores effective family-school communication strategies, aiming to make family-school communi-
cation play a greater role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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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18 年教育部印发的《教育信息化 2.0 行动计划》中指出教育信息化是教育现代化的基本内涵和显

著特征，要努力构建一体化的“互联网 + 教育”大平台。该计划坚持育人为本，培养新时代和信息社会

需要的人才，促进人的全面发展[1]。基于此目标，利用大数据等技术，可以精准有效地识别个体需求，

精准支撑个体服务，精准驱动创新、促进发展，不断完善各种资源和服务体系建设，使教育的教学及管

理等各方面都能得到更加精准、智能和科学的发展[2]，进而为培养全面型人才创造更多可能。而这需要

家庭和学校这两大人才培养方通力合作，因此有必要研究家校共育策略，让双方适应教育信息化。 
此外，在高中阶段，学生的身心发展从不成熟向成熟过渡。并且通过不断学习积累，学生也逐渐开

始为未来职业发展和规划做准备，逐渐由家庭向学校过渡，甚至在为未来走向社会奠定基础，因此高中

阶段也是一个心理和行为问题特别常见的时期。这个时期的学生可塑性极强，思维独立，开始思考和探

索人生及社会各项问题。高中后期对个人的升学、就业的个人前途问题极为关心，加之近年来高考制度

发生重大变革，学生往往容易出现心理和思想上的矛盾[3]。由于他们的心理尚未完全成熟，又缺乏社会

生活实际经验，容易产生片面、偏激和走极端的倾向[4]。 
而对于大多数农村高中的家长而言，文化水平普遍不高，对学生的要求更多以结果为导向。再加上现

代社会发展，他们大多为了家庭生计常年奔波在外，将孩子托付给家中长辈照看，他们自身很少有时间亲

自见证孩子的成长。而对于托付的家中长辈，他们受文化水平所限，无法在学习上给予子女更多的帮助，

也不知道如何关注学生的思想和心理发展，更不用说及时给予适当引导。此外，他们也很少意识到甚至有

自信主动与学校和教师沟通，及时获取学生的学校教育与管理方面的信息，创造有利于学生身心发展的环

境[5]。因此，为进一步保证学生高中阶段身心健康发展，家庭与学校双方需要不断学习、通力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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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教育信息化在农村高中家校沟通中的优势 

2.1. 拓宽家校沟通渠道  

随着国家教育信息化进程推进，许多工具和平台也应运而生。对于教师与家长之间的沟通，传统的

方式，如电话、家长到校谈话、教师上门家访，已逐渐向兴起的通讯软件转移，如微信(包括企业微信)、
QQ、钉钉。教师不仅可以通过建立家长微信群、QQ 群或者钉钉群，及时发布学校通知，与家长共同探

讨学生成长问题，还可以与家长进行一对一沟通，既有效率，又有针对性[6]。此外，还有一些网络平台

旗下的应用也可助推家校沟通，如希沃推出的班级优化大师中家校管理功能，既可发布通知，亦可实现

学生表现在家长手机端的实时同步。因此，教育信息化背景给教师与家长的有效沟通提供了多种可能。 

2.2. 丰富家校沟通内容 

传统的家校沟通多涉及教师与家长之间语言、文字方面的沟通，形式较为单一。而在教育信息化背景

下，凭借各方平台，家校沟通可包含视频、语音、图片、文字、应用功能共享等多种形式，使得沟通更加

多元和立体化，极大丰富家校双方沟通形式和内容，提高沟通效率和积极性。此外，教育信息化也使家校

沟通主体由教师与家长拓宽到学校与教师与家长甚至还有部分社会团体。如部分学校建立的在线家长学

校，通过线上分享资源或者组织活动，可实现家校双方的信息同频与共振；此外，大部分校方会建立自己

的公众号，及时发布校方信息并发布家校共育推文，供教师与家长共同学习和探讨；部分校方也会推荐教

育方面的官方公众号，教师与家长双方都可定期或者不定期参加相应公共课或者阅读相应文章提升各自技

能。如通过关注“教育部关工委”公众号，教师与家长双方都可定期参与以立德树人与家校协同育人为主

题的家庭教育公开课，了解学生心理成长，学会更好与青少年沟通，更好扮演各自的角色。 

2.3. 打破家校沟通时空限制 

传统家校沟通模式下，无论是打电话、发短信还是实地家访，都无法不受时空限制及时传达并接收

信息。相反，在教育信息化背景下，微信、QQ 等沟通方式都可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实现一对多或者

一对一的信息沟通、信息数据收集等工作。只要有网络，教师无论何时何地都可发布通知，家长的及时

回应也能被教师知晓，双方沟通效率极大提升。自此，家长无论是在家还是务工都可以通过相应沟通工

具发布的内容了解学生相关情况，并能及时作出回应，实现家校双方信息的互享互通，提升家校之间的

沟通质量。 

3. 教育信息化背景下农村高中家校沟通中存在的问题 

3.1. 家校沟通缺乏合作认知 

对于农村高中班主任的家校沟通，沟通主体通常为教师和家长，二者需要秉承相互尊重原则，保持

教育理念基本一致才可进行高质量的交流。而在现实的家校沟通中，双方往往存在认知差异。农村高中

家长大多知识水平不高，缺乏一定的教育理念和实践。部分家长甚至认为孩子在校时间长，把孩子各方

面教育的责任推给学校，忽视了自身对孩子的生活习惯养成以及身心健康发展等各方面的重要角色[5]，
在家校沟通过程中往往处于被动地位。而教师方负责学生的学习、生活与实践等，通常是活动的发起人

或者制定者，是支配者地位。同时教师与家长之间的沟通模式多是问题导向的，久而久之，教师成了对

孩子和家长的指责方，家长则成为了被指责和被教育的对象[4]。这就使得双方有地位差，让家长更难对

家校沟通与合作采取积极的态度，从而导致家长参与不足，而教师方支配度过高。长此以往，教师方容

易懈怠，而家长方则容易抵触，最终阻碍有效家校沟通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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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家校沟通主体缺乏合理规范 

现有的农村高中家校沟通大多依赖班主任进行，缺乏统一的管理和规范。一方面，家校沟通的形式、

内容、时间等大多由班主任自主决定，沟通结果更多依赖个人因素，具有不确定性[7]；另一方面，家校

沟通对交际能力、情商等方面有很高要求，学校缺乏教师家校沟通的技能培训，沟通效果依赖于个人的

沟通能力、情商等因素，具有不稳定性。如个人能力不足，将影响家校沟通进程。而家长作为家校沟通

中的重要参与者，自身缺乏职能认知，校方也缺少相应的具体政策来规范他们在家校沟通中的角色职能，

对于家长方在家校沟通中能力的发挥缺乏统一的培养和调度，使得家长在家校合作过程中承担职责不明，

容易积累负面情绪，阻碍家校沟通的有效进行。 

3.3. 线上沟通缺少情感共鸣 

尽管教育信息化给家校双方提供了便利的沟通平台和多元化的沟通形式，但它也使得学校与家长之

间的沟通太过依赖于电子设备。这些设备敲打出来的信息往往是缺乏连贯上下文情境的只言片语；发送

的各种视频、图片和纷杂的表情包也不足以完整表达真情实感。这种沟通仅仅停留在电子屏幕，是虚拟

世界的沟通，缺少真实情境，容易产生交流信息误差。因此，虽然信息化给各位教师的教学管理工作提

供了很大便利，但要培养身心健康、全面发展的学生，就需要教育工作者深入各个学生家庭，了解真实

情况，才能真正了解学生的成长轨迹，追根溯源，帮助他们解决高中阶段可能遇到的问题。而家长也需

要在日常生活中身体力行，才能更好为孩子各方面习惯的养成以及身心健康发展发挥榜样力量，同时也

需要与校方、教师方进行更多线下的相互了解与沟通，才能进一步实现双方更多理念与精神方面的契合，

达成情感共鸣，更好发挥家校沟通对学生全面发展的正向作用。 

4. 教育信息化背景下农村高中家校沟通的有效策略 

4.1. 转换家校沟通认知 

有效家校沟通的实现离不开教师方与家长方的共同协作，对于沟通中存在的认知误差，双方应采取

措施转换认知。教育信息化背景下，线上培训资源丰富，教师和家长均可参加线上培训，了解并掌握家

校沟通的相关理念，充分认识到良好的家校沟通对学生成长的重要影响。一方面，教师方应建立平等沟

通意识，在家校沟通过程中扮演的角色不是命令方、指责方、说教方。教师方只有秉承相互尊重、平等

沟通原则，才能更好理解彼此的立场，同心协力解决学生问题，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发展。另一方面，家

长方应充分认识到无论自己在孩子是在家还是在学校，都对他们的成长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不能把责

任全部推给教师方[8]，而应积极承担起相应的教育责任。同时家长方也应秉持终身学习理念，积极寻找

线上线下资源，如可通过专业培训或者阅读相关知识，进行自我素质提升，从而树立教育信心，积极参

与家校沟通。同时，家长方也应秉持平等沟通原则，与教师方进行平等、和谐的沟通。只有双方同步的

理念更新才能真正促进孩子的健康成长。 

4.2. 建立家校沟通机制 

农村高中家校沟通主要在班主任和家长之间展开，双方的职能有待规范，技能有待提升，因此校方

必须建立完善的家校沟通机制来保证家校沟通的有效进行，进而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为社会培养更多身

心健康、全面发展的优秀人才。一方面，学校应建立班主任家校沟通能力养成体系。首先，学校应充分

利用线上线下资源，定期组织教师参加沟通技能提升培训，使教师配备有最新的家校沟通理念、沟通知

识和技巧，与时俱进，提升沟通效果与质量；其次，学校应设定操作性能良好的家校沟通制度，明确班

主任家校沟通的内容、频率、方式、时长等，让班主任的工作顺利展开有制度可循。最后，学校可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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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的制度设定相应考核标准，定期对班主任家校沟通工作进行审核，提升班主任参与家校沟通的积极

性。另一方面，学校也应依据教育局的政策规定，建立并完善家长委员会制度，规范家长委员会职能，

让其承担支持教育教学工作、参与和监督学校管理、促进学校与家庭沟通、合作等职责[9]。在赋予责任

的同时，鉴于农村高中家长的综合素质水平和就业情况，学校充分利用线上资源和平台，为家长委员会

提供家校沟通职能认知、技能等方面的培训途径，提升家长能力以更好履行职责，保证家校沟通效果。 

4.3. 融合新旧家校沟通模式 

教育信息化背景下应运而生的各种信息交流平台为家校沟通提供了极大便利，但这并不意味着可

以完全摒弃打电话、面对面交流等传统的沟通模式。线上线下沟通方式各有利弊，两者可以充分融合，

实现有效率、有温度的家校沟通。一方面，校方可以合理选择在线沟通工具和平台，结合群聊和私聊

以及多种信息发布途径，既可提高沟通效率，又可保证个性化、私密化、深入化个体沟通；另一方面，

校方也应为家长线下深入了解学校和学生提供机会和渠道，如定期开展学校开放日、邀请家长共同参

与学校各种文化艺术节、学生成人礼、全面展开大家访活动等，为家校双方提供面对面沟通机会，进

行有温度、有情境的交流，实现情感共鸣，共同探讨解决学生问题的方式方法，助力学生的全面发展

和身心健康发展。 
总而言之，教育信息化为家校沟通的有效进行提供了多种渠道，为其带来诸多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些

许挑战。这些都值得家校双方共同研究并探索出行之有效的家校沟通途径。为实现家校有效沟通，助力

学生身心健康发展，家校双方应明确双方职责，充分利用线上线下资源，不断改进和完善家校沟通体系

建设并提升双方沟通技能，建立稳定、长效、多元、平等的沟通对话机制[10]，通力合作，共同促进家校

沟通发展进程，提升学校教育质量，为学生的未来发展提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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