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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课为主，多样为
辅”，课程有趣、有用

走进广汉市实验小学，一副对联

分外显眼：“名小肇兴华，沧桑古庙新

黉，一派朝晖艳桃李；典型重实验，沾

沐春风化雨，十年苗木成栋梁”，对联

由有书法造诣的学生家长书写；操场

一隅的墙上，煅烧的青花瓷由有绘画

功底的家长和孩子们协力完成；教学

楼一侧清净淡雅、线条明快的刺绣作

品是家长指导孩子完成。在实小，家

长学校不仅是老师指导家长，也有家

长和学生、家长与家长之间的良性互

动。

“有一种陪伴，是生命里血脉注

定一生的陪伴，那是咱们和父母，和

孩子之间的陪伴。”《朗读者》视频里，

主持人董卿的讲述为广汉市实验小

学一堂家长班级课做了精彩的开场，

老师分享平时以及亲子活动中观察

到的现象，谈陪伴对孩子的影响，家

长打开心扉讲述陪伴中的困惑、经

验。最后，一位不能到现场的家长，

用视频方式谈他对陪伴的理解。这

场家长班级课效果非常好，家长感慨

“完成了一次深度沟通，有班集体的

感觉”。

家长班级课是广汉市教育局建

设家长学校的创新之举。什么是家

长班级课？广汉市教育局副局长黄

文健这样定义：以班级为单位，以班

主任为教学组织者，以家长为主体，

以课程为载体，以提高育人水平为中

心，采用自主学习、互动交流、个别指

导相结合的成人教育模式。

家长班级课受人喜爱的秘诀在

于，广汉市通过省级课题《呼唤家教

自觉的家长班级课活动实践研究》的

研究，以名师精品课的标准打磨了四

步教学法。包括：预习，课前一周预

习指定家庭教育文章；导入，案例导

入，循序渐进；互评，教师围绕设计要

点启发家长互动，教师点评；课后作

业，付诸实践。此后，各学校在此基

础上开创了近 20 种特色课型，如雒

城三幼“妈妈社团”、雒城四幼“猫爸

课堂”、雒城一小“三步五环课”、南丰

小学“坝坝课堂”等。该课题先后获

得四川省十大教育创新成果奖、省级

阶段成果二等奖、德阳市政府第五届

教学成果奖一等奖。

除了家长班级课，还有多种形式

的活动吸引家长参与。如亲子活动、

家教沙龙、读书论坛等，以及校级、区

片级、市级的“家规家风 助我成长”

的征文与手抄报竞赛、家长学校品牌

推介会、家长演讲赛、家长班级课竞

赛等，既满足了家长多元需要，又激

发了教师做家长良师益友的热情、家

长做合格家长优秀家长的进取心、学

生勤学乐学、全面发展的追求。

搬到线上，利用碎片时
间潜移默化

“家长朋友们晚上好，这里是小

镜子心语网络电台，我是主播晓静老

师。”每天晚上，打开“小镜子心语”公

众号，广汉市师生、家长就能收听到

主播老师熟悉的声音。从 2015年至

今，“小镜子心语”每天一期从不间

断，已更新 1800余期，早期内容主要

是语文课外阅读分享，后期增加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理想信念、艺术、考

前复习等，用“小镜子心语”主创张晓

静的话说：“是面向每一个儿童的优

质免费家教。”

张晓静是广汉市研培中心教研

员，一开始想的是发挥专长，将语

文教学向家庭延伸，没想到 5 年下

来，电台逐渐成了家校共育的平

台。她既做着老师的事，也帮助家

长对学生品格、行为习惯、理想信

念进行引导。受益的除了学生，还

有家长。今年因为疫情，“父母云课

堂·点亮千万家”系列节目正式上

线，半小时左右的音频围绕一个主

题分享文章，暗含“是什么、为什

么、怎么办”这条主线，家长利用

碎片时间听一听，就能获得从理念

到实操的指导。张晓静还邀请家长

走进录播室，和孩子一起朗读富有

教育意义或哲理意味的文章。

雒城一小教师张苗带自己孩子

和班上孩子参与过“小镜子心语”节

目的录制。她发现孩子们通过当小

主播锻炼了语言表达能力，更自信、

更大胆了。“电台不仅关注语文能力，

还关注心理成长。”张苗说，有时还会

分享精彩的课例，作为语文老师听了

也有收获。

处在家庭教育不同阶段的家长，

都有各自的收获。广汉市小汉镇中

心小学校学生家长屈炳芳是小学文

化，平时工作较忙，管孩子的时间不

多，因为女儿成了小主播，常跟孩子

一起听“小镜子心语”网络电台的故

事，逐渐意识到自己以前的教育方式

有问题。在别人眼里，女儿乖巧懂

事，成绩又好，是“来报恩的”，但女儿

做得不对时，屈炳芳仍是本能地大声

责骂，“骂完就走，完全不管她怎么

想”。通过网络电台的学习，她突然

明白了女儿内心的委屈和难过。

学生家长王俊芳是全职妈妈，她

坦言教育孩子时也曾控制不住情绪，

如今有了方法要平和得多，而学生家

长宋俊宇曾被推举参加“我是好家

长”演讲，对家庭教育很有心得，但他

参与了一期孝心节目录制之后，有了

新感悟。“家长需要跟孩子一起成

长。”宋俊宇说。

四个办公室，让家长学
校屹立大地

家长学校没有固定的时空，家长

什么时候进学校，以什么方式开展教

育都没有定法，建设家长学校成了

“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但在广汉市

家长学校却有着完备的课程和活动

体系，还有家长班级课赛课、家长演

讲等一系列品牌活动，各学校还有自

己的校本刊物，大量家长自发写家庭

教育故事，家长交流家庭教育经验蔚

然成风。

广汉市教育局的办公楼里有四

个办公室，家长学校有事，进这四个

办公室一般都能得到解决。四楼有

广汉市教育局关工委办公室，家长的

学校课程和活动在这里设计成型，斜

对面是小镜子心语录播室，师生、家

长在这里录制节目，三楼有黄文健和

广汉市教育局局长冯世伟的办公室，

家长学校需要政策、资金或遇到困

难，在这里商讨解决。

“办好家长学校关键在于体制机

制的建设。”广汉市教育局关心下一

代工作委员会执行主任、广汉市家

长学校总校副校长阮永成说。教育

系统关工委办公室墙上的展板，写

着广汉市教育局关工委的五项工作

任务，其中两项都有家长学校建

设。在阮永成看来，家长学校要建

好，关键在五个方面：领导重视；

有专门的部门主抓；完备的章程确

保教学、管理和保障工作；学术引

领，教学内容推陈出新；与时俱

进，线上与线下相结合。

去年，广汉市家长学校的科研

课题再次被列入省级重点课题，围

绕 《家校共育中家长学校服务探

究》，各学校确定了 7个子课题，通

过学术引领，将家长学校的实践推

向纵深。张晓静团队中的 8 位主要

成员，都有副高职称，持续为师

生、家长提供优质家教资源，尤其

是农村留守家庭父母没时间管孩子

的，每天半小时左右的声音陪伴，

给孩子提供了托底保障。

11 月 17 日，广汉市“五个一工

程”中小学学生艺术展演活动正在举

行，同学们展示了篮球、排球、书法、

绘画、摄影、科技创新等特长，同学们

的精彩表现，黄文健认为，正是家校

共育的成果。“实现五育并举需要家

长改变观念，重视培养学生的综合素

质。”他说，建好家长学校，着眼于教

育的长期效益。

办好这所学校：家长幸福 孩子快乐
——“全国规范化家长学校实践基地”广汉市家长学校观察

■ 记者 胡敏（图片由受访学校提供）

“我好希望妈妈能和我沟通，我好爱我的妈

妈。……”近日，一场广汉版“天台喊话”在巴川

中学上演。来自广汉市各初高中的12名同学站

上舞台，大声喊出想对爸妈说的话，爸妈通过视

频对孩子的心里话作回应，不少家长还专程赶到

现场和孩子拥抱，让人感动不已。这场主题为

“爸妈，我想对你说”的中学生演讲比赛，由中共

广汉市委宣传部、广汉市教育局、广汉市民政局、

广汉市妇联、共青团广汉市委、广汉市关工委联

合主办，广汉市对家校共育的重视程度可见一

斑。把亲子沟通搬上舞台，只是广汉市家长学校

众多特色活动中的一个。

多年前，广汉市就是首批全国优秀家长学

校实验区，如今，全国各地掀起创建规范化家长

学校浪潮，广汉市率先被评为全国规范化家长

学校实践基地。在省内，广汉市家长学校也是

“领头雁”，2017年，被四川省妇联、教育厅等6

部门评为“四川省家庭教育工作先进集体”，

2018年，“家校共育机制改革试点”被四川省教

育体制机制改革领导小组批准列为省级项目。

办好家长学校，广汉有什么秘诀？家长有什么

收获？学生有什么改变？记者进行了走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