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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美国的家校合作具有比较完备的外部支持系统，这一外部支持系统的主体有非政府组织、政府和社区。全国家长教师联

合会、国家合作学校网络等非政府组织为家校合作创建平台，以各具特色的做法促进家校合作；政府通过制定和实施相关教育

政策与法规，支持家长参与学校教育；社区为家庭和学校提供丰富的支持和服务。固然美国的家校合作有其特定社会文化背

景，但可以结合我国实际借鉴一些经验和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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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alysis of the External Support System of Home-school Cooper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GUO Li-ying
(School of Educational Science，Jiangsu Normal University，Xuzhou 221116，China)

Abstract: Home-school cooper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has a relatively complete external support system，the main body of this exter-

nal support system by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government and community.Ngos such as PTA and NNPS have created a plat-

form for home-school cooperation and promoted home-school cooperation with their own unique practices.The government supports par-

ents' participation by formulating and implementing relevant education policies and regulations;The community provides a wealth of

support and services for families and schools.Although home-school cooper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has its specific social and cultural

background，some experiences and practices can be learned from the actual situation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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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校合作”一词是我国的提法，通常被人

们理解为一种家庭和学校双方共同进行的旨

在促进儿童全面、健康成长的互助活动。在美

国，对应的是“父母参与教育”(Parent involve-

ment)、“学校、家庭和社区的合作伙伴关系”

(School ，Family，and Community partnerships)等。

美国家校合作已有一百多年的发展历程，积累

了一定的成功经验，并形成了一个比较完备的

外部支持系统。这一外部支持系统是由非政

府组织的行为、政府行为和社区参与共同构成

的。对此，本研究基于对联邦政府历年的重要

相关政策、法规、报告的整理，并结合美国家校

合作的实践变迁进行分析。近年来，我国家校

合作也越来越得到重视，并被列入我国现代教

育制度的组成部分，或许美国家校合作的成就

和经验可以为我国家校合作的推进提供可供

参考的视角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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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非政府组织：创建平台，促进家校合作

非政府组织是把促进社会进步、经济发展

作为活动宗旨的一类社会组织，通常独立于政

府。美国有不少教育类非政府组织，其中有一

些专门以促进家校合作为宗旨。它们在美国教

育史上，比政府更早重视和促进家校合作。最

早促进家校合作的非政府组织是出现在1841年

的“女子公共学校联合会”。这一联合会是家长

开始介入学校教育的标志，它几乎每月都举行

活动，活动内容广泛，包括诸如听学生诵读、为

学校做清洁、为学校捐书和募集善款等。19世

纪70年代，在美国公共教育体系趋于完备的背

景下，要求参与学校教育的“母亲协会”也在各

地开始建立。该协会的目的是帮助母亲掌握保

教子女的常识，并引导母亲与教师合作。随后，

效仿此种形式，各地成立了诸如“父亲协会”“家

校联谊会”等家校合作组织。1897年，华盛顿召

开了首届“全国母亲代表大会”，旨在通过教育

母亲进而使儿童获益，全国家校联合会运动正

式在美国拉开，此后不断发展。

至今，形成了著名的全国性家校合作组织，

其中最引人瞩目的当属全国家长教师联合会(Na-

tional Parent Teacher Association，简称PTA)、国家

合 作 学 校 网 络 (National Network of Partnership

Schools，简称 NNPS)。它们会员多、规模大、做法

有特色，成为全美影响重大的家校合作平台。

（一）PTA促进家校合作的特色做法：目标一

致、分级负责

PTA是由“全国母亲代表大会”于1925年更

名而来，其宗旨在于保护儿童、为儿童争取更大

更多的权益。目前，PTA会员人数有逾650万，遍

布了全美各州，是最大的家校合作组织［1］。它具

备完整的三级金字塔组织体系，由地方/学校的

PTA、州PTA、全国PTA构成。不过，作为非政府

组织，各级PTA之间没有上下级行政关系，只是

为了保障家长参与学校教育的权利这一共同目

标而有不同分工。

国家级PTA对全国一级儿童发展问题进行

宏观指导。包括:其一，建立规范。如20世纪90

年代，全国PTA制定了关于美国家长参与学校教

育的“六项标准”［1］；其二，向政府提出建议。如多

年来，全国PTA带领美国各州和地方/学校PTA的

所有会员，致力于维护青少年儿童利益，并向政

府提出“儿童课后看管”“儿童免疫”“建立公共保

健服务”“促进残疾儿童的特殊教育”“学生校车

安全”“儿童电视分级标准”“儿童创造力培养”

等。最终，这些提议被纳入美国联邦的法律或项

目，并得以实施［1］。州级PTA则对州一级的上述

同类问题进行指导。

地方/学校的PTA作为基层组织，将学生、学

生家长、学校和社区连接起来，并贯彻州级、国家

级PTA的价值理念与目的。它们的具体工作大

致可以归纳为两个方面:一是督促学校为家庭提

供良好的教育服务。如提供各种教育信息；为家

长参与儿童教育及家长们聚会提供专门的活动

场所；PTA与学校共同制定各式家长教育培训计

划，开展家长教育培训。二是鼓励家长以实际行

动支持学校教育。这些服务有:家长主动地参与

儿童学习；家长参与学校各项工作的决策与管

理；家长为学校募集教育经费；家长支持学校校

园环境建设。

（二）NNPS促进家校合作的特色做法：帮助

学校开发和改进校、家、社合作项目

不同于古老的PTA，NNPS的发展历史不算

长，它由霍普金斯大学的教授、社会学博士乔伊

丝 L.爱普斯坦（Joyce L Epstein）在1996年创建，

至今有25年。取得NNPS会员资格的主体可以是

学校，也可以是地区和/或州，学校可以与地区和/

或州一起加入。NNPS还有一个独特的创建背

景，即依托爱普斯坦教授领导下的“学校、家庭和

社区合作研究中心”，这是一个致力于研究和倡

导家校社合作的著名机构。

或许与自身的社会学学术背景有关，乔伊

丝 L.爱普斯坦认为，传统的家校合作关注的是

学校与家庭的两方合作，这是不够的，应该关注

学校、家庭、社区的三方合作。由她创建和领导

的NNPS则旨在研究的基础上指导各州教育领

导者、学区、学校改善与社区以及家庭的合作关

系。NNPS的做法颇具特色:一是基于实证研究、

实验研究，帮助 NNPS 中的学校制定有效的学

校、家庭和社区合作计划；二是不同于传统学校

与家庭的两方合作，它重视学校、家庭、社区的

三方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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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政府：制定和实施教育政策法规，支

持家长参与
20世纪60年代，美国兴起民权运动，这一运

动扩展到教育领域，极大地刺激了民众追求教育

平等的需求。受联邦政府委托，著名教育学家詹

姆斯·科尔曼（James S Coleman）等人在美国各州

进行了一场美国教育史上最大规模的调研，调研

范围涉及四千所学校的六十万名学生。他们基

于调研数据发现，影响学生受教育质量和受教育

机会的关键因素，是学生的家庭背景。这一结论

体现在他们于1966年向国会提交的著名报告《关

于教育机会平等》中。美国联邦政府也意识到儿

童的家庭状况对其早期教育平等以及成年后经

济机会均等的重要性。因此，除了学校教育，改

善家庭环境、促进家长参与开始被作为增进教育

平等的一个手段纳入联邦教育计划之中，并开始

将家校合作作为基础教育改革的重点之一。从

20世纪60年代至今，联邦政府相继发布的一系列

重要教育政策法规或报告中，均体现出对家校合

作的重视和促进。对这些法规、报告中关于家校

合作的内容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家校合作关系

中，家长的角色和权责有一个变迁历程:从最初侧

重于被视为需要学校帮助提高教育子女水平的

人，到强调作为学校的配合者、支持者，再到使家

长成为学校的决策者、管理者、监督者。

（一）帮助家长提高家庭教育水平

20世纪60年代中期，出于促进教育公平的目

标，联邦政府立法规定帮助社会经济地位低、文

化处境不利的家长提高家庭教育水平。在1964

年的《经济机会法案》中最早提出“开端计划”。

次年，“开端计划”开始实施，该计划主要为低收

入和少数民族家庭儿童提供教育与生活补偿，以

帮助儿童智力发展，并强调家长在促进儿童智力

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提出接受政府资助的幼儿

园、小学应该帮助家长提高家庭教育水平。

除了关注教育公平的目标，到了20世纪90

年代，政府又出于普遍提高教育质量的目标，立

法规定帮助提高各种不同情况家长的家庭教育

水平，使家长成为真正有益于儿童学业、促进儿

童发展的“第一任教师”。1990年的《儿童保育与

发展固定拨款法》规定“拨款援助”涉及六个关键

领域，“家长教育”是其中之一。1993年的《2000

年目标:美国教育法》第一篇中指出:“每天家长要

抽出一定时间帮助儿童学习；并使家长得到必要

的支持，能受到这方面的培训”。另外，在该法的

第三部分，专门关于政府帮助家长获得教育信

息、学习儿童保育和教育的知识、得到社区的援

助进行了规定［2］。

（二）使家长成为学校教育的支持者、配合者

关于家长成为学校教育支持者、配合者的规

定，意味着学校教育决策权被学校管理者及其管

理部门所掌握，家长参与学校教育则只是侧重协

助、配合。对此，美国比较集中的规定始于20世

纪70年代。如1970年《初等和中等教育法》修正

案规定，联邦政府提供基金支持父母参与学校教

育，同时提出，“有联邦资助项目的各学区应该设

立父母咨询委员会，由家长选举产生委员会成

员”，并要求“家长参与校委员会，参与学校课堂

活动，协助学校制定、实施促进贫困家庭儿童发

展的计划”［3］。

家长对学校教育的支持和配合不能是被动、

盲目的，应当以知道学校如何对待儿童为基本前

提。相关法规也体现出对家长知情权的尊重，如

1974年的《家庭教育权和隐私法》肯定了家长在

学校教育中的地位，并赋予了家长对学生教育档

案的信息提出质疑的权利［4］。 1975年的《所有残

疾儿童教育法》规定学校在对残疾儿童做出任何

评估与安排之前，需要征求家长的同意。

（三）规定家长参与学校教育的管理、监督、

决策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家长开始从参与

学习相关的活动、支持配合学校教育过渡到参与

学校事务的管理与决策。这与美国政府重视基

础教育质量改革的背景相关。1983年，美国发表

了一份报告，呼吁教育质量改革，这份报告是《国

家处于危机之中:教育改革势在必行》。其中提

到，“家长有权向学校要求为其子女提供最好的

教育，也有积极参与其子女教育的责任”［5］。此

后，为了提高基础教育质量，学校展开了校本管

理制度改革，尝试把管理教育的权利从州教育行

政部门下放至学区和学校。校本管理制度改革

也引进家长资源，联合学校管理者，参与学校的

决策、管理。家长在学校的教材选用、课程设置、

资金预算、资金支配、教师聘任等方面都享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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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发言权。另外，家长还可以通过竞选一些组织

成员来参与学校的决策、管理，这些组织如家长

咨询委员会、学校咨询委员会等。

20世纪90年代，美国基础教育开始了市场

竞争导向的改革。市场竞争导向的改革使学校

成为“教育提供者”，也使家长成为“教育消费

者”，因此，学校必须考虑家长的意愿。如果从

教育消费者角度考虑，家长有权选择更好更满

意的学校，并有权监督学校为学生提供的教育

服务；反过来，如果从教育提供者角度考虑，学

校若主动邀请家长参与学校教育的管理，则有

助于学校获得更好更多的教育资源，促进学校

发展。1991年的《美国2000年:教育战略》中也

表明了这一点，该战略提出了十五条措施，其中

就包括:向家长提供子女的在校成绩单；准许家

长基于自己意愿选择学校；把管理学校的权责

交给校长、教师、家长［6］。

进入21世纪，政府对基础教育质量更加重

视，这一态度特别体现在2001年《不让一个孩子

掉队法》中。根据该法，为了使每一个孩子的阅

读与数学达到规定的学业标准和要求，美国各州

学生在四年级和八年级的时候必须参加由全国

教育进步评估计划(NAEP)组织实施的学业评估，

评估重点是上述两门课程。同时该法还规定:各

州向家长报告学生每年的阅读和数学测验评价

结果，让他们了解孩子在学校的学习情况，家长

还可以参与制定学校相关政策［7］。2014年的《儿

童保育与发展固定拨款法》修正案则称“家长参

与各级政府部门对儿童保育标准和政策的制订

是家长义不容辞的道德责任和法律权利”［8］。这

意味着家长的决策权超出学校范围，开始参与政

府教育政策的制订。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几十年来家校合作中

家长的角色、权责得到持续丰富，具有三种角色

和相应权责。需要指出的是，家长的三种角色并

不是孤立存在于某一阶段，每一种新角色的出现

并不意味着取代和否定旧角色，而是与旧角色共

同存在。关于这一点，在法规中也有明确体现。

如1993年的《2000年目标:美国教育法》规定了八

项国家教育目标。其中，将“父母参与”列为第八

项目标。围绕该目标，提出三个具体要求:一是各

州政府应制订相应政策法规，以帮助该州的学校

和教育机构制定促进家校合作的计划，这些计划

应满足不同家庭的需要，如少数民族家庭、低收

入家庭、有残疾儿童的家庭；二是每所学校都应

积极和家长合作，使家长可以配合教师，帮助儿

童在家学习；三是家长应支持学校的工作，拥护

学校和教师高标准、严要求的教学［2］。可见，这些

要求涉及到家长的三种角色和权责，即帮助家长

提高教育水平、家长支持配合学校、家长参与学

校管理决策。

三、社区：为家庭和学校提供丰富的支持

和服务

所谓社区，至少可以有三层含义:其一，从社

会学角度看，是人们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其二，从

城市规划角度看，是邻里单元；其三，从政治学角

度看，是国家的基层自治体。在美国，一个社区

包括家庭、教会、学校、政厅、体育运动场、工业企

业、商业机构等。

美国教育有重视社区力量的传统，主要开

始于20世纪60年代，那时的“开端计划”是美国

教育中最早的社区行动计划。到了20世纪八九

十年代，改变传统家校合作，加强学校、家庭与

社区之间的关系已经成为当时教育界倡导的热

点之一。正如当时的领军人物乔伊丝 L.爱普斯

坦所认为，从传统意义上说，家庭和学校一直被

视为对儿童发展产生最大影响的机构，然而，学

校和家庭难以单纯提供充分资源，确保所有儿

童在更大社会环境中接受获得成功所需的经验

和支持，社区在确保学生在诸多社会领域获得

成功、促使年轻人社会化等方面的价值也很值

得重视。为此，爱普斯坦和她的研究团队致力

于家庭、学校与社区关系的研究，在全国范围长

期进行实证研究、实验研究。在此基础上，他们

提出了“交叠影响域”理论，并将家庭与学校的

合作活动划分为六种类型，“社区合作”是其中

的一种。关于学校与社区合作伙伴关系，爱普

斯坦等人认为:学校是与商业机构的合作关系是

最平常的社会联系，其他的社区联系对象是为

年轻人和学校提供资源和社会支持的大学和教

育机构、政府和军队组织、卫生保健组织、宗教

组织、国家服务和志愿者机构、老年人组织、文

化和娱乐机构、其他以社区为基础的组织和社

区志愿者。他们主张，学校在制定与家庭的合

作计划时，不但应该注重加强与家长的合作，而

且强调与社区内其他社会机构的合作［9］。目前，

这种家庭、学校和社区相结合的模式在美国各

地广泛发展起来。

社区对家庭予以支持的方式大致可以分为

两类:一类是提供信息。诸如向学生及其家庭提

供有关社会支持、社区健康、社区娱乐、社区文

化、各种计划和服务信息；向家长通知社区的学

生计划信息，如辅导、家教和业务伙伴关系。另

一类是提供服务。诸如确保学生和家庭平等参

与社区计划或机会均等地获得服务；社区创造家

庭般的环境；社区志愿者可能组织并经营一个儿

童物品(如校服)交换店，家长在此可免费获得儿

童物品。

社区对学校的支持内容广泛，根据笔者的整

理，诸如:解决有关合作活动的资金、员工和场所

等问题；提供与学生有关的社区活动信息，如社

区的学生暑期计划；社区创造学校般的活动机会

和项目，以此加强、认可并奖励学生的进步、优秀

表现和贡献，使学生能体验学习型社区和友爱型

社区；帮助学生了解各种职业，使其知道如何选

择未来接受的教育、如何选择职业；通过社区资

源丰富校内课程和课外经验，利用社区志愿者、

家庭教师、业务伙伴等帮助学生拓宽实践教学的

领域，提高学生的技能和才能。

四、结语

总结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美国家校合作在多

方面取得较好的发展。相比之下，我国家校合作

的组织建设、政策目标、对家庭的支持程度、社区

参与程度都有提升空间。在不忽视美国的家校

合作有其自身社会文化背景和发展过程的前提

下，结合我国家校合作的发展实际，我们可以借

鉴美国的一些经验和做法。为此，有以下建议:

其一，从多方面继续加强家校合作组织建

设。《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2010-

2020年）》中明确提出，作为现代教育制度建设的

一部分，要建立“家长委员会”。其后相关文件进

一步规定应该成立“班级和学校两级家长委员

会”，有条件的地方可设“区域的家长委员会联合

会”［10］。实践中，学校多数会成立班级和学校两

级家长委员会，区域层面的家长委员会联合会很

少。基于我国现状，与美国比较，我们可以找到

一些建设点。首先，扩大组织的规模:与美国比

较，我国家校合作组织在规模建设上总体处于发

展初级阶段，更没有类似美国的国家级大型家校

合作组织，有加强建设的空间。其次，增强组织

的自治性:家长委员会在本质上是群众性自治组

织，美国影响最大的家校合作组织无论成立缘由

还是日常运行均体现出民间自发性，这一特点也

体现出家长们参与学校教育的自觉性和自主性，

而我国学校的家长委员会往往是在政府要求和

倡导下成立的。为了调动家长的自觉性、积极

性，我国也可以鼓励家长们自发成立家校合作组

织、自主参与学校教育。再次，借助研究项目提

高家长委员会开展家校合作工作的质量:美国的

NNPS重视设立项目，基于实证研究、实验研究帮

助成员学校提高家校合作的质量，我国则没有类

似比较严谨和科学的做法，家长委员会提高工作

质量的措施多数是基于一些经验，为此值得借鉴

美国NNPS的做法。

其二，补充家校合作的政策目标。作为“现

代学校制度”的一个方面，我国“家校合作”的目

标更多是为了“优化育人环境”［11］。这是当前我

国教育政策语境中对家校合作的目标定位。与

美国的家校合作政策相对照，自上世纪六十年代

中期以来，他们就通过“支持校外家庭教育”来实

现“教育机会平等”的目标。那么，如果结合当下

我国教育事业发展以“优质均衡”为发展目标的

政策取向，笔者认为，家校合作也可以助力“优质

均衡”。其中，“优质”目标的实现需要家校合作

在普遍意义上提高家长素质；“均衡”目标的实现

则可以引入和借鉴美国的教育平等思路，补充

“教育平等”的目标。家校合作的具体工作也可

以有选择、有重点，可以格外重视帮助经济、社

会、文化等方面处于弱势的家长提高教育素质。

这一点值得在政府制定政策时予以考虑。此外，

为了通过支持校外家庭教育实现教育机会均等

的目标，美国政府特别重视采取财政投入的措

施，用于帮助弱势家长提高教育水平、改善家庭

为儿童提供的经济条件等，效果明显。家校合作

工作中，财政支持弱势家庭这一思路也值得我国

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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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志愿者。他们主张，学校在制定与家庭的合

作计划时，不但应该注重加强与家长的合作，而

且强调与社区内其他社会机构的合作［9］。目前，

这种家庭、学校和社区相结合的模式在美国各

地广泛发展起来。

社区对家庭予以支持的方式大致可以分为

两类:一类是提供信息。诸如向学生及其家庭提

供有关社会支持、社区健康、社区娱乐、社区文

化、各种计划和服务信息；向家长通知社区的学

生计划信息，如辅导、家教和业务伙伴关系。另

一类是提供服务。诸如确保学生和家庭平等参

与社区计划或机会均等地获得服务；社区创造家

庭般的环境；社区志愿者可能组织并经营一个儿

童物品(如校服)交换店，家长在此可免费获得儿

童物品。

社区对学校的支持内容广泛，根据笔者的整

理，诸如:解决有关合作活动的资金、员工和场所

等问题；提供与学生有关的社区活动信息，如社

区的学生暑期计划；社区创造学校般的活动机会

和项目，以此加强、认可并奖励学生的进步、优秀

表现和贡献，使学生能体验学习型社区和友爱型

社区；帮助学生了解各种职业，使其知道如何选

择未来接受的教育、如何选择职业；通过社区资

源丰富校内课程和课外经验，利用社区志愿者、

家庭教师、业务伙伴等帮助学生拓宽实践教学的

领域，提高学生的技能和才能。

四、结语

总结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美国家校合作在多

方面取得较好的发展。相比之下，我国家校合作

的组织建设、政策目标、对家庭的支持程度、社区

参与程度都有提升空间。在不忽视美国的家校

合作有其自身社会文化背景和发展过程的前提

下，结合我国家校合作的发展实际，我们可以借

鉴美国的一些经验和做法。为此，有以下建议:

其一，从多方面继续加强家校合作组织建

设。《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2010-

2020年）》中明确提出，作为现代教育制度建设的

一部分，要建立“家长委员会”。其后相关文件进

一步规定应该成立“班级和学校两级家长委员

会”，有条件的地方可设“区域的家长委员会联合

会”［10］。实践中，学校多数会成立班级和学校两

级家长委员会，区域层面的家长委员会联合会很

少。基于我国现状，与美国比较，我们可以找到

一些建设点。首先，扩大组织的规模:与美国比

较，我国家校合作组织在规模建设上总体处于发

展初级阶段，更没有类似美国的国家级大型家校

合作组织，有加强建设的空间。其次，增强组织

的自治性:家长委员会在本质上是群众性自治组

织，美国影响最大的家校合作组织无论成立缘由

还是日常运行均体现出民间自发性，这一特点也

体现出家长们参与学校教育的自觉性和自主性，

而我国学校的家长委员会往往是在政府要求和

倡导下成立的。为了调动家长的自觉性、积极

性，我国也可以鼓励家长们自发成立家校合作组

织、自主参与学校教育。再次，借助研究项目提

高家长委员会开展家校合作工作的质量:美国的

NNPS重视设立项目，基于实证研究、实验研究帮

助成员学校提高家校合作的质量，我国则没有类

似比较严谨和科学的做法，家长委员会提高工作

质量的措施多数是基于一些经验，为此值得借鉴

美国NNPS的做法。

其二，补充家校合作的政策目标。作为“现

代学校制度”的一个方面，我国“家校合作”的目

标更多是为了“优化育人环境”［11］。这是当前我

国教育政策语境中对家校合作的目标定位。与

美国的家校合作政策相对照，自上世纪六十年代

中期以来，他们就通过“支持校外家庭教育”来实

现“教育机会平等”的目标。那么，如果结合当下

我国教育事业发展以“优质均衡”为发展目标的

政策取向，笔者认为，家校合作也可以助力“优质

均衡”。其中，“优质”目标的实现需要家校合作

在普遍意义上提高家长素质；“均衡”目标的实现

则可以引入和借鉴美国的教育平等思路，补充

“教育平等”的目标。家校合作的具体工作也可

以有选择、有重点，可以格外重视帮助经济、社

会、文化等方面处于弱势的家长提高教育素质。

这一点值得在政府制定政策时予以考虑。此外，

为了通过支持校外家庭教育实现教育机会均等

的目标，美国政府特别重视采取财政投入的措

施，用于帮助弱势家长提高教育水平、改善家庭

为儿童提供的经济条件等，效果明显。家校合作

工作中，财政支持弱势家庭这一思路也值得我国

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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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适度扩大家庭、家长的参与范围。我

国家长参与学校教育主要是以家长委员会为桥

梁。2012年印发的《关于建立中小学幼儿园家长

委员会的指导意见》中明确讲到“发挥好家长委

员会支持学校工作的积极作用”，这里所谓的“支

持”，具体有四点要求，即“与学校共同做好德育

工作”“支持和推动减轻学生课业负担”“营造良

好的家校关系”“协助学校做好安全和健康教

育”。显然，这四点要求符合我国教育现实。同

年相关文件还指出，家长委员会“对学校、教师的

教育教学、管理活动实施监督，提出意见建议”，

并提到家长对“学校办学活动和管理行为知情

权、参与权和监督权”［10］。可见，我国政策文件中

对家长参与学校教育的角色规定重在“支持者”

“监督者”。与美国家长比较，参与范围稍窄。例

如，美国政府的政策法规中要求家长每天要抽出

一定的时间，帮助学前儿童学习，并使家长都能

接受这方面的培训以及得到必要支持等；美国家

长在教材选用、教师聘任、课程设置等方面有发

言权等。类似这些我国家长没有的权责，值得适

度向美国借鉴。

其四，有效促进社区、社会参与。我国2019

年印发的规划性文件《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中，

提出“大力发展社会教育，构建学校和各级党政

机关、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及街道、社区、镇村、

家庭协同育人格局”。这是最新涉及到社区教育

的规定，将社区参与置于社会教育系统中。但如

何有效实施这一规定？目前在政策、实践、理论

层面均缺乏具体的回应，值得进一步探索。比

如，可以借鉴美国NNPS重视“社区合作”，开展构

建“学校、家庭、社区合作伙伴关系”研究的思

路。这样的研究势必是基于我国实际，那么，一

方面可以将研究成果用于指导实践，提高我国家

校社的合作质量；另一方面有助于我国家校社合

作理论的建设。再如，还可以借鉴美国社区支持

学校的做法。由于意识到社区对学校的价值，我

国学校日益重视积极主动地走向社区，试图充分

利用社区资源促进学校教育的延伸。为此也有

必要探讨促使社区参与学校教育的有效做法。

由前文可知，美国社区对学校的支持方式和内容

比较多样，可以为我们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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