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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书传家教家书传家教 浓浓亲浓浓亲子情子情
——广元市范家小学对留守儿童家校共育的探索

■ 记者 梁童童

11月25日至26日，四川省教育学会农村教育分会2020学术年会在广元举行。会议认为，

解决好农村留守儿童的教育、尤其是家校共育问题，是提升农村教育质量一块“难啃的硬骨

头”。广元市利州区范家小学作为“小而美”的乡村学校典型，张平原校长代表学校在大会上进

行了关爱留守儿童、建设“班家文化”等经验分享。

作为一所“网红”学校，范家小学从未停止过对实现农村地区家校共育的尝试和探索：3年

前，一次“家书传家教”活动让家长和孩子通过写信的方式，实现了深刻的情感连接，成为父母和

孩子一生难忘的回忆。今天，对这个活动的回顾，或许能为农村留守儿童的家校共育带来新的

启发。

周五下午，杨秀丽像往常一样

乘上了回家的班车，不过这一次，

她有一个特别的任务：帮学生寄

信。

这些信来自于范家小学各个

年级的孩子们。月初，校长张平

原策划了一次“家书传家教”的

书信活动，由各个年级的班主任

老师带着孩子们，给在外地打工

的爸爸妈妈写一封信。范家小学

位于广元市利州区群山环抱的苟

村，最近的邮局在离学校近 20 公

里的宝轮镇上。于是，家住镇上

的杨秀丽就担起了这个“传书重

任”。

那时，范家小学全校不到50人

的学生中，有 80%左右的学生都是

留守儿童。为了解决留守儿童家

庭教育缺失的问题，张平原想到了

用“亲子书信”这种方式来打通家

校之间的联系，就这样，“家书传家

教”活动在范家小学的六个年级红

红火火地开展起来。

杨秀丽带的六年级有 7 个孩

子，父母都在外地务工。一开始，

孩子们由于第一次写信，也因为害

羞，连“亲爱的爸爸妈妈”几个字都

不好意思下笔。于是，这第一封信

就变成了“写给杨老师的心里话”，

当作一个热身的练笔。等到第二

次写信，杨秀丽先是跟孩子们讲了

讲可以写哪些内容，如最近的学

习、生活、心情等，还要记得问候爸

爸妈妈；并且给孩子们展示了学校

准备好的牛皮纸信封和邮票，告诉

他们，这次写的信，会真的到爸爸

妈妈手里。

孩子们重视了起来，也许是有

了第一次的预热，这一次，他们克

服了性格上的羞怯，打开心扉，花

了两个晚自习的时间，认真地写下

了平时不会通过短信或是电话说

出口的心里话。

一个叫钱彬彬（化名）的男孩，

最开始很抗拒写信。4 岁的时候，

他去山上放牛，不幸被断木砸伤了

腿，导致现在还有些跛足。之后，

他的父母去外地打工，一年之中，

只能在春节的时候见上一面。与

父母交流的缺失，让他觉得父母不

爱自己。“我才不想他们！我不

写！”

杨秀丽告诉他，“你知道每次

你妈妈跟我打电话，她都很难受，

提起你就流眼泪吗？”她耐心地跟

钱彬彬讲，即使父母只在春节的时

候回来，但是每次都带回来新衣服

和玩具，这就是爱他的体现。“爸爸

妈妈在鞋厂上班，特别累，身体也

会受影响，你要学会体谅他们呀。”

于是，钱彬彬听了老师的话，认真

地写了信。

还有一个女孩，请杨秀丽帮忙

改了改信中的错别字。她说，“第

一次给爸爸写信，不能让他看到我

的错字这么多。”

高年级孩子写的信，格式和内

容都比较正式，低年级的孩子写的

就比较简单。除了孩子的信，学校

还有一封写给家长的公开信，嘱咐

家长“务必回复”，讲一讲自身的情

况和家里的事，激发孩子对家的认

同感和责任感。另有一个贴好了

邮票的空信封，给家长们回信用，

随公开信一同寄出。

“相对于电话和短信，书信这种

形式更加深刻，更能够存留下来。”

作为策划者，张平原特别说明了选

择写信这种相对有些“慢”的方式来

帮助留守家庭联络情感。生活在信

息时代，每个人都享受着高度发达

的通讯带来的便捷，电话、微信等方

式让信息能够高效传递，但另一方

面，这类方式却不易传递深沉的情

感。完成一封信，从构思到下笔，再

到完成，需要一个思绪和情感沉下

来的过程。

有老师带着，学生把自己的生

活情况、学习情况，与老师、同学相

处的情况认真地梳理，再写到信纸

上，这个过程本身就能够唤醒孩子

自立自强的意识，激发他们努力学

习、积极生活的动力。再加上孩子

在写作过程中始终保持着与父母

“倾诉”的态度，一些平时打电话、微

信视频或是羞于表达、或是难以启

齿的话，就能够平静、自然地写在信

纸上，传达给父母。

“你在哪儿？还睡得着觉吗？

夏天到了，成都比广元热吧，你要注

意防暑。”

“这是我第一次给你们写信，真

的不知道说些什么，这么多年的恩

情，岂是一封信能表达的。”

“祝你们身体健康，天天开心。

我爱你们。”

“注：盼望收到爸妈的回信。”

…………

承载着孩子们爱和祝福的一封

封信，从宝轮镇的邮局出发，飞向了

成都、北京、云南、内蒙，到了远离家

乡的各位父母亲手中。

大概一周之后，父母的回信陆

续从全国各地送回了广元。有的寄

回了家里，有的送到了村上，有的被

邻居转交给了孩子，更多的是直接

寄到了学校。

当时，五年级李海洋的妈妈在

温州务工，买了玩具和信一起寄到

了学校。杨秀丽在转交的时候，想

着李海洋一年才能见妈妈一次，又

“擅自”给李海洋加了一个“深深的

亲吻”。李海洋摸着新玩具，读着

信，哭得稀里哗啦。

巧的是，家长们的回信送到的

那几天，正好赶上了六一儿童节。

学校利用实时视频软件开了一个晚

会直播间，在外地的家长随时可以

进来观看孩子的表演。晚会的一个

环节，就是老师们在镜头前转交父

母送给孩子的礼物，孩子们一个个

上台，抱着礼物、对着镜头，跟爸爸

妈妈说话。

“娃娃喊一声‘爸爸妈妈’，他们

就在那边答一声‘哎——’，喊一声

答一声，他们声音都是哽咽的，多感

人。”杨秀丽回忆起当时的场景，满

是感慨。

当年，杨秀丽班上的一个女生

李文婧，如今也到镇上上高中了。

她的妈妈王型润说，收到女儿的信，

真的是无法描述的高兴、激动、感

动。“平时根本不会说关心的话，在

信里面会问我身体不舒服的地方好

了没有，我都不晓得我女子还可以

写得这么深刻，这么情真意切。”

王型润是第一批回信的家长。

在那之后，她又坚持给女儿写了三

四封信，但是，由于工作的忙累，通

信被暂时中断了。与记者聊过之

后，王型润发来一条短信：“感谢你

们的提醒，我突然觉得又该给孩子

写信了。”

范家小学所在的苟村，青壮年

大多外出务工，留在村里的基本上

是老人和孩子。“留守儿童本身不

是问题，留守儿童家庭教育的缺

失，才是真正的‘老大难’问题。”在

张平原看来，留守儿童成长过程中

最大的难关，在于他们受了委屈、

受了伤害、感觉到孤独的时候，特

别强烈的思亲情绪得不到排解，会

对他们的性格造成影响。

“留守”的现实难以改变，身为

校长，张平原只能从学校的角度出

发，尽量为孩子们创造一个友好温

馨的人际环境，“长期保持一个积

极快乐的成长状态，受到思亲情绪

负面影响的机会就少了。”

美国心理学家哈里斯在其《教

养的迷思》中提出，父母的教养并

不能决定孩子的成长，决定孩子成

长的主要因素来自社群。基于范

家小学学生的现实状况，张平原采

纳了这个观点，让学校更多地分担

了原本家庭教育应该承担的责任，

为孩子们建立起一个平等、和谐、

宽容的“社群”，也就是张平原在农

村教育分会 2020学术年会上提到

的“班家文化”。

范家小学有条件住宿，学生大

多也都是住宿生，从外在环境上就

模糊了家与学校的界限。在对学

生的评价机制上，范家小学采取了

多次考试，以分数最高的那一次作

为“成绩”的形式，减弱了竞争感。

除了学科教学之外，学校还开设了

生活常识教育、劳动习惯养成、生

活过程涵养、乡土课程等丰富的校

本课程。

“当你看到别人手中有你特别

喜欢或者想要的东西的时候，你必

须知道这个物品的主人不是你。

你可以跟物品的主人请求借用，当

然你必须得到主人的同意才可以

去触碰这件物品。……同样的，你

对自己的物品也有绝对支配的权

利，有权决定是否将它借给或者送

给他人。”这是《范家小学生活教育

手册》中的第 23条。类似的，还有

入厕时的注意事项以及背后的道

理、遇到路上有石头应该把它捡到

路边去等条目，都是在教孩子们要

珍视自己的生活环境，把学校、村

子、大山、田野当作自己的家去爱

护。创造温馨的环境，让孩子真正

“生活”在其中，这是范家小学“班

家文化”的立足点。

除了环境，张平原还提到一个

“重要人”的概念。这个人可以是

爸爸妈妈，可以是爷爷奶奶，可以

是老师，甚至可以是食堂打饭的阿

姨，最重要的是，这个人能够为孩

子带来安全感，在孩子感到不安、

委屈的时候能够成为他的支柱。

这就要求学校的全体教职工都要

明确自己的位置，学校的每一位成

员，都有可能成为孩子的那个“重

要人”。

温馨友好的社群，在关键时刻

能够成为依靠的“重要人”，只要具

备了这两点，即便父母在外，孩子

也能够阳光、自信地成长，这是张

平原所相信的。但即便如此，他也

认同家庭教育在孩子生命中的重

要地位，所以，张平原表示，类似

“家书传家教”“网红‘家长会’”这

样的家校共育活动，范家小学今后

也会不断地开发、探索下去。

说不出口的话说不出口的话，，写下来就好了写下来就好了

完成一封信完成一封信，，也是让思绪和情感沉下来的方式也是让思绪和情感沉下来的方式

““班家文化班家文化”，”，让学校成为另一个让学校成为另一个““家家””

资
料
图
片

（
图
片
由
受
访
学
校
提
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