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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目的和意义

（一）研究目的

我国针对家校合作的研究起步较晚，针对自闭症儿童家

校合作的研究暂为空白。本研究通过深入访谈个案学校自闭

症儿童的家长及教师，了解自闭症儿童家校合作教育的基本

情况，并进一步分析讨论，最后根据个案学校的具体情况提

出建议，希望能为自闭症儿童家校合作提供一些帮助。

（二）研究意义

本研究从家校合作认识、合作层次、合作内容、合作方

式、合作满意度等方面对案例学校自闭症儿童家校合作进行

研究。一方面，拓展特殊儿童家校合作相关领域的研究，奠

定自闭症儿童家校合作的理论基础；另一方面，为自闭症儿

童家长、教师、学校明确教育方向，推进自闭症儿童家校合作。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对象

为真实、客观地反映自闭症儿童的家校合作现状，按随

机抽样原则，分别抽取 C 校自闭症儿童的家长 12 名、任课

教师 12名进行一对一深入访谈，并进行分析、归纳、总结，

整理好访谈记录。

（二）研究方法

（1）文献法：在进行访谈之前，查阅文献，明确家校

合作概念、内部维度划分、研究现状，在此基础之上设计出

符合研究需要的访谈提纲。

（2）访谈法：依据半结构化访谈提纲进行访谈，根据

访谈具体情况灵活调整访谈内容。在征求被访者许可后通过

手机录音、观察其神情及肢体语言来收集信息，并将访谈记

录整理成档。

（三）研究工具

《自闭症儿童家校合作访谈提纲（家长卷）》《自闭症

儿童家校合作访谈提纲（教师卷）》。访谈提纲主要包括两

个部分：人口统计学信息；家校合作访谈部分（合作认识、

合作内容、合作层次、合作方式、合作满意度）。

（四）信息处理

访谈信息回收后，对访谈记录进行逐字逐句分析，寻找

被访谈者使用的“核心词汇”，如“生活自理”“语言沟通”

等，并将这部分核心词汇定为“家校合作内容”。按照以上

方式对家长和教师的访谈记录进行整理，并得出初步结论。

三、结果与分析

（一）多数家长和教师都肯定家校合作的重要性，但家

长主动性不强

在接受访谈的 12 名自闭症儿童家长和 12 名任课教师

中，绝大多数家长和教师都肯定了家校合作的意义和重要性。

“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都非常重要，但家长应该对孩子教育

负主要责任。（家长03）”家长虽然肯定家校合作的重要性，

但并不为此主动付出努力，对家校合作的理解较为片面，且

不主动与教师交流，多数情况下都是教师主动找家长进行沟

通。“不经常交流，一般都是老师主动找我们的多。（家长

03）”“有事班主任会找我们，没事的时候我们找老师比

较少。（家长 04）”部分教师也在访谈中提道：“部分家

长会询问教育方法，但在我们给予建议后，很少坚持做。（教

师 12）”在已有的研究中，陈建功在对聋校家校合作的调

查中发现家长和教师都能意识到家校合作的重要性，但家长

由于工作忙等与教师的沟通较少，这与本研究结果类似。

（二）合作内容围绕自闭症儿童自身，极少涉及其他

在访谈中发现，教师与家长的交流内容通常都是在教育

中遇到的自闭症核心问题，如自闭症情绪问题、语言沟通问

题、社会适应问题，教师大多认为家长并不太关心学生的行

为问题。“我比较关注行为、情绪和沟通，因为这些是自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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症的核心障碍，家长的话一般比较关注学业和语言，对学生

的行为问题不太关注。（教师 03）”家长认为学校管理与

自己无关，甚少与教师交流家庭情况及学校情况，有家长表

示“我愿意参与学校组织的活动，但是组织活动是学校的事

情（家长 09）”。对家长参与班级管理和学校管理，教师

持有不同的意见。“有些家长文化水平较低，教育理念传统，

能力有限，如果让这些家长参与班级和学校管理，简直就是

在帮倒忙（教师 09）”，由此也说明平时家长较少参与班

级和学校管理。在已有研究中，陈瑶通过对四川特殊教育学

校的家校合作研究发现，现有家校合作内容单一，效果普通，

流于形式。这与本研究结果类似。

（三）在合作层次上更多地进行低层次沟通，且效果欠佳

在访谈中，家长和教师表示家长在陪读期间会了解与

学生有关的资料和教育计划，涉及少部分班级事务管理。

“孩子的课堂教学、家长会我都会参加，我们有事情也找班

主任。如果学校可以给我们提供培训，我们愿意参加。（家

长 04）”家长和教师支持学校开展家校合作活动，但受时

间、精力等因素影响无法达到预期效果。家长表示“虽然很

想参加学校的活动，但由于工作较忙，没有时间参加（家长

11）”。多位家长表示学校班级人数超额，“希望学校按

照培智班级标准人数分班（家长 07）”。在已有研究中，

谢安梅通过研究发现，现有家校合作主要属于低层次，其他

层次涉及较少，且实施效果不理想。这与本研究结论相似。

（四）合作方式比较单一，教师对现有家校合作方式不

太满意

在访谈中发现，多数家长通过面谈、微信、电话、短信

等方式与教师进行交流。“我在接送孩子时面谈，班级有微

信群，老师会在群里发布学校的活动、通知，挺方便的。（家

长02）。”教师也表示会采用不太耗费时间、精力的合作方式，

极少使用其他合作方式。相比家长，部分教师对学校现有的

家校合作方式不太满意，希望学校层面可以开发更丰富的家

校合作方式。“学校不太重视家校合作，老师也没有时间、

精力来开展家校合作，需要学校领导采取措施，举行类似家

长培训讲座、家校联系手册的活动（教师 01）”“建议学

校拓展微信公众号、家校联系册、家长会等合作方式；重视

科任老师和家长的沟通合作，建立家长委员会，每个月定期

有针对性地开展班级规模家长教师交流会，解决实际问题（教

师02）”。在已有研究中，梁佳发现家校合作方式以电话、

面谈为主，较为传统，家长意见与建议不能得到充分表达，

积极性不高，作用不明显。这些与本研究结果类似。

（五）在合作满意度上，家长满意度高于教师

在访谈中发现，相比教师，家长对家校合作较为满意，

认为与班主任沟通顺畅，无家校合作障碍。而学校对家校合

作不重视，没有制定相关制度，致使家校合作效果差，教师

对家校合作效果的满意度低。“学校不重视家校合作，教师

人手不足，工作量大，没有剩余精力来开展家校合作，且教

师无实际权利，无经费，提交建议但无法实施，缺乏实施机

会（教师 07）。”从家长方面来说，家长希望从教师这里

获取专业知识，教师也做了相应努力，家长从态度和意愿上

表示重视，但实际行动却并未给予相应的重视。有教师表示

“有些家长喜欢问教师一些专业问题，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取

得进步，但在放学回家后，并未按照老师的指导去教育孩子

（教师 04）”，这可能是由于家长家庭杂务事较多，并没

有时间和精力来完成任务，这也就导致了教师对家校合作的

满意度要略低于家长。在已有研究中，谢安梅提出“由于教

师在校体验到的活动较多，教师满意度略高于家长”，这与

本研究结论相反。在本研究案例学校中，多数家长长期在校

陪读，体验基本与教师一致，教师对家校合作的要求高于家

长，所以导致本研究中家长的满意度要高于教师。

四、意见与建议

（一）针对自闭症家长的不同特点，开展多种形式的家

校合作活动

家长是宝贵的教育资源，针对自闭症家长的不同特点，

学校可以开展多种形式的家校合作活动。对较积极的家长，

可以鼓励其协调学校与家长之间的关系，成为家校组织中的

引领者；对年纪大的家长，学校可以开展相应技术培训活动，

引导家长分享自己的生活技能（如包粽子、种花等）并将其

应用于教学中，促进学校职业教育的发展；对较年轻的家长，

应积极对其培训，使他们成为学校工作的协助者，让他们参

与课堂管理、学校决策。学校领导层及教师必须重视家长及

家庭的教育力量和他们背后蕴藏的丰富教育资源，以更好地

促进家校合作。

（二）按培智班级标准人数分班，补充教师人力资源

教师是家校合作的重要支柱，师资力量缺乏，教师压力

大，易导致教育教学质量下滑，影响家校合作活动的开展。

雄厚的师资力量可以丰富校园文化，更利于开展丰富多彩的

家校合作活动。班级人数也是影响教师工作强度的重要因素，

培智教学一般采用小班制教学，班级人数不宜过多，否则既

影响学生的学习效果，也会增加教师的教学压力。

（三）因地制宜，不断发展和创新家校合作方式

目前特殊教育事业正处在蓬勃发展期，家校合作方式也

应该与时俱进。首先，可定期举办班级家长会，请家长分享

育儿经验。其次，可开发新型家校合作方式，如举办家长读

书会，让家长共读一本书，定期分享自己所得；举办家长沙

龙，进行“头脑风暴”，共同解决学生教育的难题；开设基

于微信等网络通道的微课，促进家庭教育进展。我们要不断

发展和创新家校合作方式，因地制宜，共同努力，促进自闭

症儿童的成长。

（四）针对家校合作需求提供相应的支持

自闭症儿童的独特性和多样性决定了每个自闭症儿童

的需求各不相同。学校可建立自闭症儿童家校委员会或交流

群，了解不同自闭症儿童家校合作的具体需求，提供相应的

支持，并将其整理成册，采用录制视频、制作视频二维码、

编订家长使用手册、开通微信公众号等手段，为更多家长提

供其所需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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