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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是人生第一所学校，帮孩子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

家校之间

“‘双减’政策刚出台的时候，网络上有一

句话：一减不优秀的学生，二减不负责的家

长。”薛爸爸的开场引起了现场许多家长的讨

论。薛爸爸认为，这是对“双减”的误解，但是

这种说法能流传开，确实也代表了一部分家

长的担忧。

“但无论如何，孩子都会随着时间的流逝

不断长大，与其担忧，我们不如把眼光放在当

下。”薛爸爸就“双减”之后，他的家庭教育经

验，分享了3条“心法”，3个做法。

第一条心法是：“双减”不减责任。家长

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双减”之后，更考验家

长的担当。“优秀的父母不在于能挣多少钱、

学历多高，而在于我们是否有意识去陪伴孩

子一起成长。”薛爸爸说。

第二条心法是：“双减”不减质量。这里

的质量，既指学习质量，也指生活质量。“双

减”减去了作业、课外培训的量，但孩子对生

活质量是有需求的，有的孩子学习有天赋，有

的孩子体育、艺术方面有所长，那么，学校托

住知识学习的底线，家庭就应当去发现孩子

的特长。从孩子的特长入手，大家都轻松；硬

要孩子做他不擅长的事情，那大家都痛苦。

第三条心法是：“双减”不减成长。“‘成长’

听起来有点空，实际上就是我们要看到、

并且参与到孩子生活的点滴变化中去。

我觉得这是3条心法里最核心的一点。”

薛爸爸认为，孩子的生活不只有读书和

分数，家长需要“看见”孩子的状态，帮他

认识自己、成为自己。薛爸爸爱养多肉

植物，从孩子小时候“只能看不能摸”，到

后来“可以摸，轻轻摸”，再到“你来

浇水，浇水要浇透”，这也是孩子成

长的过程。

“心法”之后，薛爸爸还有3条

做法。

第一，陪伴有质量。薛爸爸举

了两个“没有质量”的反例：“娃娃

说，我今天在学校怎样怎样，妈妈

嘴里应付‘嗯你乖’，眼睛却只盯着手机看。”

这是其一。“爸爸带孩子出去应酬，以为是陪

伴，直到喝多了才摸摸孩子的头说，‘你要做

一个有格局的人’。”这是其二。薛爸爸说，这

两种看起来都是和孩子呆在一起，却并没有

关注孩子，是无效的陪伴。真的把心思花在

孩子身上的陪伴才是有效的。“咱们工作都

忙，但哪怕只有半个小时陪孩子，我们也要好

好陪，把这个时间花得‘饱满’一点。”

第二，做好指导。这种指导，更多是心灵

上的指引。就拿学习来说，家长的指导应当

是让孩子不畏惧学习，知道学习也可以获得

快乐。这比直接教孩子怎么做题、怎么得高

分要有效得多。

第三，做好督促。“双减”之后，作业减少

了，在学校有老师督促孩子学习，回到家就需

要家长负起责任了。并且，学习只是其中之

一，还需要督促道德修

养、品格的锻炼。“孩子

长大之后，能不能在社

会上立足，除了在学校

学习专业的技能知识，

还需要家庭给予的软

实力和基地。”薛爸爸说。

最后，薛爸爸还对学校的工作表示了认

可，尤其是课后服务工作。课后服务的时间

里，孩子在老师的指导下完成了作业，提高了

学习的效率，为回到家后的亲子时光腾出了

时间。

艺体拓展方面，不仅学校有更多的选项，

还有专业的场地和专业的老师指导。“体育运

动其实非常需要专业指导。”薛爸爸说，“我们

家长也会带孩子运动，但是很有可能因为不

了解，做了错误、无效的指导，就很容易造成

运动损伤。而在学校，有专业的老师带着孩

子用正确的方式运动，即便不小心受伤，也能

得到专业的康复指导，很让人放心。”并且，在

学校可以跟同学一起参加活动，孩子玩得既

开心，又有意义。

“孩子心情好，身体好，比什么都强。”薛

爸爸说。

双减聚焦 落地
大家谈

社区开起社区开起““坝坝会坝坝会””
共话共话““双减双减””解疑惑解疑惑

近日，一场“‘双减’大家谈·阳光问责问廉坝坝会”在成都市青羊区苏坡街道清波社区广场举行。家长们聚在

一起交流疑虑、分享经验，老师、校长解读政策、展示方法，让大家对“双减”政策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 记者 梁童童

成都市草堂小学西区分校的一年级语

文教师何萍，以“重新转变，重新出发”为题

分享了自己对“双减”政策的理解。

自去年 7 月“双减”政策落地至今，同

许多家长一样，何萍对“双减”有两个直观

感受。

第一是孩子回家的作业减少或没有

了，许多家长都不用“鸡飞狗跳”地辅导孩

子作业了，亲子关系好了不少。

第二就是课外培训班，几乎一夜之间

就消失了许多，被各种培训广告增加的焦

虑也减少了。

“我们之前也经历过很多政策上的调

整，但是从没有像‘双减’这样触动过我的

心。”何萍说，如果能站在国家的层面上去

看“双减”，视野就能打开许多。

世界的格局，从二战以来到现在，已经

发生了很明显的变化，而中华民族的复兴

之路也走到了一个关键的时期，所以，未来

社会对人才的要求也在更新。“我们的国家

就像一艘巨轮，如果要调转方向，那一定是

经过了深思熟虑之后定好的方向。当它靠

岸以后，我们一定能够到达目标的彼岸。”

何萍这样比喻“双减”。

国之下是家。于家而言，何萍说，“双

减”也是十分必要的。当代家长，许多都是

通过自身努力改变命运的“70后”“80后”，

面对下一代，会更加重视教育，但同时，也

很容易被市场裹挟，一步一步地形成了之

前的“内卷”局面。

最终，这种压力会在市场的作用下渗

透进每一个有孩子的家庭，压在每一个孩

子身上。“我们一边心疼孩子累，抱怨自己

累，但一边又无法走出这个困境。现在，国

家重拳出击，帮助我们减负。”何萍说。

何萍认为，作为老师，必须要有“双肩

分别挑着国家和孩子的未来”的觉悟，必须

要去理解每一项教育政策，“只有这样，才

能厘清每一个孩子在社会所要经历的改

变，才能做到前方有路、心中有底，我们才

知道怎么样去制定我们的教学策略。”

“双减”之后，何萍同教研组的老师们

认真研究高效课堂以及精选作业的方法，

让孩子们在学校就能“吃饱、吃好”。

学习情境化就是其中之一。针对一年

级家长最头疼的拼音教学，草堂小学西区

分校一年级语文组将教学“三步走”，老师

们亲手制作相应的学习材料。何萍展示了

一份拼读单，通过图片、拼音、文字的结合

这种符合儿童认知规律的设计，便于儿童

理解、记忆，降低了学习的难度。

例如“pi”这个拼音，配的图片是一个

放屁的小孩，小朋友们就觉得很有趣。

“孩子只要进入了学习的情境里，有了

兴趣，就有动力去攻克困难。”何萍说。

至于“双减”之后，家长应该做什么？在

何萍看来，在小学阶段，家长应着重培养孩

子良好的性格、不怕困难的勇气、良好的学

习习惯、调节情绪的能力。“培养孩子就像盖

房子，这些品质就是地基。只要打牢了地

基，今后孩子想盖楼房还是

宝塔，都没问题。”何萍建

议，面对“双减”，家长不

必过度焦虑，也不要置

之不理，而要用平

和的心态给予

孩子引导和

支持。

草堂小学西区分校校长付锦，结合校长

的工作经历和作为一名高三妈妈的经验，以

“重构”为核心分享给了家长3个“锦囊”——

重构认知、重构观念、重构行动。

付锦先讲述了曾发生在学校门口的一个

令自己印象深刻的场景。早晨，临近上课时

间，校门口的孩子已经很少了。付锦忽然听

见一个又急又气的声音响起：“我看你这个样

子下去怎么考得上初中！”

原来是校门外，一位妈妈正冲刚刚走进

校门的儿子发脾气。那个孩子没有回头，小

小的身体背着一个书包，在妈妈的训斥声中

慢慢地朝教室走。

付锦上前询问那位妈妈，为什么这样生

气，没想到她一下子就流泪了：“校长，我为了

他辞职当了全职妈妈，可是他做什么都是慢

吞吞的，根本不听我的话！”

“我们的家长，真的是太焦虑了。”付锦

说，“大家可以想一想，这位焦虑的妈妈这样

吼了孩子，孩子就能‘快’起来了吗？还是会

以一种糟糕的心情度过这一天？”

在付锦看来，“双减”希望帮助家长减轻

焦虑，而家长们也需要积极学习，重构认知、

重构观念、重构行动。

重构认知，就是重构底层逻辑，重新思考

我们教育孩子的目标是什么，我们想把孩子

培养成什么样的人。

如果以分数为目标，那么带孩子出去

玩、给孩子买他喜欢的东西、给孩子做美

食，都有可能成为分数的“要挟”，全部变

了味。在这样的目标下，父母变得功利、焦

虑，孩子长期生活在父母的催逼中，也丧失

了学习的内驱力。

那么，我们应该重构什么样的底层逻

辑？付锦提到了2021年全国两会期间，“网

红校长”唐江澎的观点：好的教育，应该是

培养终身运动者、责任担当者、问题解决者

和优雅生活者。以这“四个者”作为教育的

底层逻辑去建构观念和行动，许多思路就清

晰了起来。

“‘双减’让我们重新回到教育的本来：立

德树人，五育并举、全面发展。我们要守住孩

子的身心健康和人格健全的底线。”付锦说。

认知之后是观念。树立什么样的培养

观？换句话说，我们要培养孩子的哪些素

养？付锦认为，有价值的素养很多，但是未来

世界最需要的、最核心的素养是审美力、想象

力和同理心。随着教育的发展，基本的人文

社科知识会成为每个人都能具备的基础素

质，审美、想象和善良，会塑造出与众不同的

竞争力和个人魅力。

重构了观念之后，就是行动，如何做的问

题。这里，付锦送给家长们3个“锦囊”：关系

力、文化力、教育力。

第一个锦囊是关系力。在付锦看来，家

庭教育很大程度上就是关系的学问，如何去

润滑、和谐关系，亲子关系是否融洽，决定了

家庭教育的质量和效果。提升关系力，关键

词有三：接纳、赋能、滋养。

首先是接纳。要接纳孩子的性格特点，

不能要求一个比较内向的孩子必须开朗。性

格特点也是一种天赋，需要家长尊重，而非要

按照家长的喜好去改变孩子。要接纳孩子的

情绪，孩子难过的时候需要的是父母的安慰，

而不是站在对立面去指责、评价孩子的情绪。

然后是赋能和滋养。家长要用自己精神

的能量、思想的能量给予孩子成长的能量。

因此，家长需要终身学习来不断地充实自

己。孩子能吸收父母的能量，能通过父母来

认识世界，也能通过以父母为榜样来激励自

己成长。

第二个锦囊是文化力。学校有校风，家

庭也应该有家风。家里，孩子的吃喝拉撒睡，

都是家庭物质文化的组成部分。精神文化层

面，家长应该关注孩子的精神状态和情绪。

积极的精神状态能让我们好像做什么事都很

顺利，更能克服困难，获得提升。

无论是在物质文化还是精神文化层面，

都需要家长做示范。“示范可太重要了。如果

您是一个爱学习的家长，您的孩子肯定不会

厌恶学习；如果您善良友爱、乐于助人，那您

的孩子肯定也是一个能给人温暖的孩子。”付

锦说。

第三个锦囊是教育力。关系力、文化

力，最终都指向教育力，有教育力的家长，

就是有常识、懂常理、擅长做的家长。家庭

教育的常识，就是家庭要给孩子安全感，要

成为可以疗愈孩子、可以为孩子赋能的一种

塌实所在。

懂得这一点，还要知行合一，也就是“擅

长做”。“家庭教育，更多时候是无言之教，”

付锦说，“比如有的老人会说‘我没有教，是他

爸妈在教’，其实只要参与了孩子的生活，那

就是在参与教育了。就像我们学校的保安师

傅、保洁大姐，他们都是我们学校没有教师资

格证的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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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底层逻辑开始，重构教育

家长视角

“双减”不减责任、不减质量、不减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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