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附件 2：“家校社协同育人数字化”建设项目详细介绍

“家校社协同育人数字化”

建设项目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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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校社协同育人数字化”建设项目

一、项目价值

家校共育是我国基础教育追求内涵发展的重要内容，如何推

动家校合作，为儿童和青少年提供无缝链接的学校、家庭、社会

为一体的教育生态场，是摆在所有学校面前的重要任务。尤其在

“双减”政策推出后，家庭教育以及家校共育在促进学生健康成

长和全面发展中的作用进一步得到凸显和强化。

《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明确规定：“未成年人

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负责实施家庭教育。国家和社会为家庭教

育提供指导、支持和服务。”当前，大数据发展日新月异，对经

济社会产生深刻影响。在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互联网+教

育”的重要性和优势更加明显，成为打通家校社壁垒，促进协同

育人的重要手段和形式。

二、项目宗旨

当前，我国基础教育正处于国家、区域从外延转入内涵发展

的关键时期，家校共育既是区域教育发展的重大战略，亦是深化

教育改革的切入点。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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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

“完善家校社协同机制。进一步明晰家校育人责任，密切家校沟

通，创新协同方式，推进协同育人共同体建设。”“家校社协同

育人数字化”建设项目，旨在促进家校协同共育，为孩子的健康

成长凝聚更强大的支撑力量，创造更好的环境和条件；提升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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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引领力，构建学习型社会与组织；赋能每一所学校、每一个

家庭，帮助教师、家长和孩子实现终身成长。

中国信息协会教育分会将充分发挥学术引领作用和数字化

平台优势，通过科研助推、师资培训、平台建设、课程体系建设

等形式，努力实现家校共育工作的常态化、系统化、本土化，为

孩子提供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生态场，同时打造家

校共育的学校和区域样本，促进教育品质的提升和教育品牌的打

造，为数字中国建设贡献力量。

三、项目规划

（一）科研助推

联合有代表性的学校和区域典型经验，从家校社数字化平台

建设、家校共育课题研究、课程体系构建等方面提升学校文化引

领力，增强学校自身价值，带动并影响家庭教育，促进当代家庭

的健康发展。

（二）教师家庭教育指导能力提升行动

秉持“以学习者为中心”的原则，关注教师的职业发展和素

养提升，从活动组织、个体指导、教育合力、安全教育、儿童心

理健康、习惯养成等维度，系统全面地对教师进行家庭教育专项

培训，提升教师的家庭教育指导能力和教育素养，帮助学校培养

家庭教育师资队伍，并为之提供实践平台。

（三）发展论坛

通过组织召开现场会、论坛等，引领区域舆论，促进典型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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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的辐射推广，提升学校文化引领力，丰富学校发展内涵，增强

品牌认知度，助力区域教育改革，构建教育新生态；并将在整体

框架设计、教育发展评估、区域顶层设计、专业发展、媒体推广

等方面提供支持。

（四）平台建设和课程体系建设

遵循“一区/校一平台”原则，打造基于微信公众账号的在

线直播课程平台。以学习者为中心，通过多维教育和深度教育，

为教师、家长和学生增智赋能。

1.班主任专业发展移动学习平台介绍

班主任专业发展移动学习平台基于多场景课程体系和专属

化平台运营管理服务，为班主任定制终身成长学习路径，是班主

任专业发展的一站式解决方案。全方位促进班主任专业成长，创

新家校一体德育新模式，完善育人工作长效机制。

一区/校一平台：为区域或学校搭建专属的移动直播平台，

构建科学系统的课程体系，支持个性化管理和定制化服务，满足

线上校本教研的需求。

多场景课程体系：关注班主任职业生态和实际需求，充分考

虑班主任在职学习的特点和学生身心发展规律，确定五种学习模

式，强化针对性和实效性，全方位、多层次满足班主任的学习需

求。

圆桌论坛 专项培训 名师专栏同步课程 家长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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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接微信服务号：课程平台与学员微信实现对接，学员可及

时获取课程信息推送、上课提醒通知等，准确了解课程信息。

学习轨迹可视：学习记录全程可视、充分呈现教师个人成长

发展轨迹，为地方教育主管单位（学校）提供有力的数据支持。

随时随地学习：支持移动端、PC 端学习，支持回看，打破

时间区域限制，实现教研活动的及时化。

2.家校成长课堂在线学习平台介绍

家校成长课堂在线学习平台，基于微信公众账号，搭建学校

或区域专属的家校共育课程平台，为家校协同共育提供常态化、

过程化、专业化、规范化的指导和服务。以系统化优质课程引领

为主线，以对家长和孩子进行精准主题培训为特点，旨在通过丰

富多维的课程，帮助家长优化家庭教育理念，提升科学育儿水平；

让孩子拓展视野，丰富知识，提升综合素质；助力学校和教师育

人工作的开展，促进家校教育的互通性和一致性。

课程形式包括“直播+视频+音频”；课程模块分为如下五大

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