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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understand the main difficulties and experiences of student workers in home school 
cooperative psychological education through qualitative research, and put forward own work thinking. Methods: 
20 front-line instructors and deputy secretary of the college Party committee in charge of student of Shanghai 
universities were interviewed individually, and the recorded data were converted into words word by word. 
Based on the content analysis technology from bottom to top, the interview data were coded. At the same time, 
the coding data were classified and the topic was extracted based on the research topic. Conclusion: the main 
difficulties of home school cooperative psychologic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clude the lack 
of parents’ cooperative consciousness, parents’ difficulty in facing students’ problems, students’ unwillingness 
to intervene by parents, and insufficient motivation and energy of instructors’ home school cooperation. The 
main experience of home school cooperative psychologic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cludes 
that instructors pay attention to communication methods, popular science focuses on common problems of 
psychological education, and insist on reasonable home school cooperation limits, etc. Finally, four suggestions 
were put forward: (1) to popularize the common sense of mental health and enhance the sense of cooperation 
between home and school; (2) to strengthen the training of psychological skills and pay attention to the 
communication strategies between home and school; (3) to expand the platform of home school cooperation 
and integrate the resources of psychological education; (4) to reasonably use laws and regulations to ensure the 
development of home school co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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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通过质性研究了解学生工作者在高校家校合作心理育人工作中的主要困难与主要经验等，

并提出自己的工作思考。方法：对 20 名上海各高校的一线辅导员及负责学生工作的学院党委副书记进

行个别访谈，将录音资料逐字逐句转换成文字，并基于自下而上的内容分析技术，对访谈数据进行编码，

同时基于本研究主题对编码数据进行分类和主题提取。结论：高校家校合作心理育人的主要困难包括家

长合作意识缺乏、家长难以正视学生问题、学生不愿家长介入以及辅导员家校协作动力与精力不足等；

高校家校合作心理育人的主要经验包括辅导员注重沟通方式方法、科普聚焦心理育人共性问题、坚持家

校合作合理界限等。最后，提出高校家校合作心理育人的四点建议：（1）普及心理健康常识，增强家

校合作意识；（2）加强心理技能培训，注重家校沟通策略；（3）拓展家校合作平台，整合心理育人资源；

（4）合理运用法律法规，保障家校合作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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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提出

心理育人作为提升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质量的“十大育人”体系之一，需要全员参与、全过程追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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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方位推进［1］。从狭义上说，要求全体教职员工共同来履行育人职责、发挥育人之效；从广义上说，

需要全体社会成员共同承担育人责任，还需要家庭系统共同行使育人功能。教育学理论普遍认为，教育

作为一个整体，是由家庭、学校和社会等共同构成的，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在整体上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健全人格、提升心理素质方面，家庭教育既是一种有效培养方式，也是一种重要的教育资源；在预防

风险、应对心理危机方面，家庭参与既是法律规定的义务，也是现实干预的需要［2］。

我国对于家庭资源融入高校教育协同育人的研究起步较晚，高校教师普遍认为：开展大学生家校合

作意义重大，必要性日益增强，家庭和学校作为大学生成长中两个重要的环境系统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3］。魏翠妮等研究发现，新时代的高校学生家长具备较强的参与学校管理的能力与意愿，期待建立

家校沟通平台，共同关注学生的成长［4］。马萍指出，高校家长不仅维护和宣传学校在社会中的地位

和声誉，并且有些直接参与学校的招生就业、学生的社会实习实践，甚至有人直接筹资助学［5］。但

是在实际学生工作中发现，虽然近年来家校合作略有补足，但仍是高校育人中的“短板”，并未得到显

著改善。高校在开展家校互动教育过程中，普遍存在互动意识缺乏、互动途径不通畅、互动制度较欠缺

等问题［6］。

本研究聚焦高校学生工作人员，了解他们在心理育人工作中使用家庭资源的实际情况，分析家校合

作心理育人的现状与困难，期待为高校心理育人工作提供参考。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

来自上海各高校的一线辅导员及学工书记，共 20 人，涉及专业包括人文类、理工类及艺术类，工

作年限从 2 年到 15 年不等，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2.2  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采用的是访谈法，线下访谈地点为高校心理咨询室，线上访谈地点为网络会议室，访谈

时间在 60 分钟左右。

访谈中，首先告知被试此次访谈的研究方向与目的，在征得被试同意后对访谈过程进行录音。

访谈结束后，访谈者将录音资料逐字逐句转换成文字，并基于自下而上的内容分析技术，对访谈数

据进行编码，同时基于本研究主题对编码数据进行分类和主题提取。

3  研究结果

3.1  家校沟通的主要途径

新生家长会和家长学校是上海一些高校官方与大一家长集中沟通的主要途径，传统的家访方式，由

于“人力物力的考虑”和“现代人对个人隐私更强调”，逐渐“改成家长请进来开座谈会”的形式。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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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学院还“十几年来一直在坚持”召开“毕业班家长会”，只要是上海周边能赶得过来的家长都“一一

打电话邀请”。

除集中沟通之外，家校主要是以电话、面谈加邮寄为主开展个别沟通。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微信沟

通已成为家校沟通的一个重要补充。但是“各个辅导员的风格不太一样”，可能出于保护个人边界的考虑，

辅导员一般不会主动加家长微信，只有个别辅导员会主动创建家长群。更多情况下，是由热心家长自发

组建家长群，有些辅导员会被邀请进入家长群，虽然“不太在群里说话，但会一直关注这个群，一旦有

不合适的言论，立即私信，马上把这个问题解决掉”。

3.2  家校沟通的主要内容

学校方面，辅导员一般不会主动找家长。一旦发现学生有情况，学习上、生活上和心理上各方面有

一些比较严重的潜在问题，辅导员就会联系家长。联系家长的“规定动作”以信息告知类为主，一个是学业，

一个是违纪，比如说他在宿舍把门给踹破了，比如说多长时间没有去上课。学校有规定，“试读警告寄

过去要有回执，家长要签字，违纪、考试作弊、心理危机，这也是必须跟家长联系的。休学、退宿这类的，

我们需要家长签字承诺。”

家长方面，一般来说新生家长比较主动跟辅导员互动，新生家长会在现场会有很多的互动和提

问，……他们关心的话题也很多，关心孩子的自律性，担心孩子自己不会做规划，不会设立目标，当然

更关心这个孩子没有办法吃苦，担心孩子遇到情感困扰，关心宿舍里的人际关系，关心班级的氛围和班

级的运作，关心海外交流实习，包括直研、考研、出国留学呀等。

有些家长只是找辅导员聊聊天，了解了解学生的情况，因为家长也不知道上大学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不清楚孩子是不是完全理解学校的这些东西，……所以他也会做一个了解，但并不是对你提出什么要求。

家长只要觉得孩子状态可以就放心了，家长也不会找你。比较优秀的孩子，基本上自己都能搞定，也不

需要家长来干预。

有少数家长会向辅导员提出各种要求，比如找同伴来陪伴他，上课的时候多鼓励他，多陪他聊聊；

希望保研，希望多引导、多帮忙，介绍老师指导；找老师课后辅导功课，付费也没问题。

大二之后，家长主动联系学校的少了，除非这个孩子有什么情况，处于需要关注的状态。比如说发

现孩子成绩下滑了、找不到孩子啦，发了消息也没回呀、大晚上的，孩子跟别的孩子闹矛盾，打起来了、

喝醉酒、夜不归宿了等。还有一种情况是孩子上了大学就不跟父母交流，那家长只能找老师了解情况。

3.3  家校沟通在心理育人方面的主要困难

3.3.1  家长缺乏家校合作心理育人的意识

大多数家长认为考上大学就万事大吉了，于是对孩子是完全放手的，没有意识到孩子在大学里面会

遇到很多的问题，例如专业学习上的困难、人际交往的困难等。

而农村、偏远地区的学生家长，觉得从小到大我也没管过他读书，我的孩子很优秀，是全村人的骄傲，

但是他忘了之前是封闭式学校，有很强的外力控制，没有看到中学老师付出的一块，也不了解大学学习

对学生自制力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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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学生家长，只知道拼命攒钱供养孩子上学，没有意识到需要为孩子的成长提供更多精神支持，

甚至当孩子出现问题时，会认为是校方的问题，我的孩子从小到大一直很优秀，为什么到了大学就变成

这样了？

3.3.2  家长难以正视学生的心理问题

大多数家长愿意与辅导员聊学业，但对于心理话题的态度大不相同。

具备一定文化水平的家长中分为两类，一类家长通情达理，他很能理解你，特别沟通得来，能够接

受辅导员的建议；另一类家长，虽然有一定的文化，但是可能碍于“面子”，对心理问题避之犹恐不及，

当辅导员告知孩子可能存在心理问题时，表现出否认和排斥的态度，认为“我孩子不可能有这种情况”，

不大会听取你的建议，即使孩子已经在就诊或服药，也会千方百计隐瞒病情，“不让孩子吃药，认为是

药三分毒，……介意孩子服用精神类药物”，也“不愿意接受学生需要住院治疗”。

文化水平较低的农村家长中也分为两类，一类家长与外界接触的比较少，对于心理一无所知，他对

你有充分的信任，你给他的建议他觉得很有道理；另一类家长不和外界交往，在他的认知里没有（心理

健康相关的）知识系统，他也不明白心理问题可能会引发危机，甚至可能致命，辅导员跟他们沟通的时

候就是很困难，你怎么给他解释，他也不一定能接受，他无法理解自己知识系统之外的事情，更难以配

合我们的工作。

3.3.3  学生不愿学校过多与家长联系

学生年满 18 周岁，从法律上讲已经是权利和责任的主体，他们希望脱离父母约束，很多事情可能

不见得愿意跟父母去聊，他也不希望父母的过多参与。校方联系家长的本意是希望家长配合学校，做好

学生的心理引导工作，但是学生觉得“我都这么大，你没有必要事事都跟我家长聊”。

家长处理问题的态度也使得学生不愿家长介入。有的家长脾气火爆，直接冲到学校动手打孩子，有

的家长还停留在中小学的状态，采取强制的方式，他没有换位思考去理解孩子，过分干涉孩子的选择，

有的学生从外地考到上海，终于可以躲过父母的控制，但是到了大四又面临着可能会被父母再次控制、

抓回去的事实。

3.3.4  辅导员家校协作的动力与精力不足

辅导员虽然心里明白加强与学生、家长沟通的重要性，但是实际工作中任务繁多，往往一个人带一

两百个学生，还需要分管党建、团建、就业、帮困等各项工作，没有太多精力用来与家长沟通，家校育

人的重点也只能主要放在需要关注的学生身上，中等的那些学生很难去关注到。

还有不少辅导员认为，“家校合作挺敏感的，虽然大家都知道家校育人是最好的，但是在实践的过

程当中（家校）关系并没有那么友好，因为有利益冲突在里面，所以老师和家长之间很难做到像朋友一

样”。曾经有辅导员提出让学生转专业，家长反应就很大（更别说建议学生当兵或退学了）。因为吃过亏，

老师的自我保护意识越来越强，不太敢给一些可能家长很难接受却适合学生的建议。

辅导员是一份付出感很强的工作，过多的时间精力投入和情感卷入，容易产生职业倦怠，因此辅导

员也在试图保持一种工作界限，有意无意地就将家校合作的部分优先忽略了，甚至会觉得家委会挺难搞

的、挺麻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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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家校沟通在心理育人方面的经验

3.4.1  注重家校沟通的方式方法

大部分辅导员认为，需要“和家长很好的、很真诚的沟通”，“你只要给家长尊重，他是极其配合、

理解、支持我们的工作的。”当然，与家长交流时要注意谈话技巧，有些忌讳和注意事项。事情是要让

家长知道的，但是用怎样的态度、怎样的方式，可能（效果）是不一样的。

有些辅导员建议，尊重学生，从孩子的角度跟家长对接。在与家长沟通之前，可以从学生口中先了

解他们家里的相处模式、家长的脾气性格等。这样沟通下来的效果会比较好，也避免了一些冲突。也有

些辅导员认为与家长沟通的思路可以是首先找到孩子身上的闪光点，再去和家长聊，这个孩子有哪些方

面还需要加强。

3.4.2  聚焦心理育人共性问题

大学生心理成长具有一些共同特点，家校沟通内容也可聚焦共性问题。辅导员们可以整理出家长普

遍关心或与大学生心理成长相关的共性问题，通过讲座、手册、微信推送等方式加以解答。

除了让家长了解大学的生活，包括专业学习、成长资源等，让他们了解孩子之前的生活状况与现在

的差异，帮助孩子去完成适应的过程，还可以请具有心理辅导经验的辅导员和家长从心理成长、人格成

熟完善等层面讲解沟通。跟家长说，到了大学后，亲子关系的变化对学生和家长分别意味着什么？……

家长在目前阶段怎么与孩子互动，放手还是不放手，这个程度怎么样去把握？从学生的成长规划上来讲，

大学四年学生心理和人格在每个阶段的成长是怎样的？家长可以协助的是什么？

3.4.3  坚持家校合作合理界限

有辅导员认为，“亲子沟通与亲子互动，孩子和父母都有责任促成一个良性的沟通，而不是把责任

推给学校”。一般情况下，当家长与孩子的沟通出问题时，有的家长失控了，他们掌握不到孩子的情况，

就希望通过辅导员来“监控”孩子。此时，辅导员一般不会直接去当传声筒，而是建议家长与孩子沟通、

详细了解孩子的情况，如果实在沟通不了，再来联系辅导员。

在涉及学生身心健康的原则性事情上，有十多年工作经验的辅导员建议，虽然可以尽可能营造比较

缓和的工作氛围，但是涉及原则性的问题，没有商谈的余地。

4  高校家校合作心理育人的建议

4.1  普及心理健康常识，增强家校合作意识

传统的新生家长见面会限制了未参会家长对于信息的及时了解，也难以保证参会家长能在短时间内

将家长会上输入的大量信息立即消化。新媒体时代的到来，给高校开展家校合作心理育人提供了更多的

可能与媒介。卫慧芳、程德强提出建立院校官方微信、微博平台，实时推送院校动态，并邀请家长参与

互动［7］，可在此基础上通过微博、微信公众号和 QQ 等渠道，根据一定的时间节点发布相关的心理工

作温馨提示。提示内容可以是一些如何帮助孩子顺利度过大学生活的理念与信息，包括大学四年各阶段

心理成长任务、大学生活可能面临的心理困惑与心理危机、亲子关系调整与家庭沟通技巧等内容，这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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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可以帮助家长了解心理健康常识，而且还能增强家校合作意识。

4.2  加强心理技能培训，注重家校沟通策略

辅导员能否在家校沟通中管理好自己的情绪，能否共情到家长与学生的感受，能否换个角度站在家

长与学生的立场上考虑问题，对于家校沟通的效果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8］。具有心理谈话技巧的辅导员，

在日常工作中更容易让家长与学生感觉到被尊重，能够保持与学生和家长的顺畅交流，为家校合作心理

育人打下良好基础。一旦真的出现需要多方协调配合的情况，例如应对学生学业困难、人际冲突等问题时，

也更容易以家长与学生能接受的方式来完成，减少了心理育人工作中的阻力。所以需要通过心理技能培

训，帮助更多辅导员增强谈话技巧、培养积极心态，以期达到鼓励学生、支持家长的目的。

4.3  拓展家校合作平台，整合心理育人资源

家校合作心理育人不仅在于预防学生心理危机，而且在于促进学生心理成长。家长与学校的互动，

不应该只出现在孩子有问题需要时，更应该出现在学生的日常培养［9］。学校可以鼓励热心家长自发

创建家长交流群、成立家委会等方式搭建家校互动信息交流沟通平台，增进家校之间便捷而及时地沟通，

同时可以更好地将家长方面的各种社会资源整合进高校心理育人工作中，共同推动学生心理育人工作。

4.4  合理运用法律法规，保障家校合作开展

学校和家庭两方在面对学生心理问题时，可能由于立场和权益的差异出现一些处理方式上的冲突。

面对家长不理解、不配合的情况，校方可以依据《精神卫生法》《治安管理处罚法》及学生管理相关规

定开展工作［10］，在人性化、个性化处理冲突的同时，坚决守住法律法规的底线，只有在遵守法律的

前提下，才能给学校和家长留下更大的工作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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