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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YDB 家校之间
家庭是人生第一所学校，帮孩子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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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家长”皱着眉头，提高了语调，大声吼着对面的“孩子”，扮演“孩子”的家长突然意识到，原来，愤怒的表情这么丑，原来，我平时对孩子吼叫时，孩子的
心情是如此难受……这是成都市田家炳中学推出的线下团辅课程“家长成长营”中的一幕，家长们通过角色扮演，体验亲子沟通时的场景。不同的情绪、不
同的语气、不同的表情，带来的是不同的感受，而每一种感受，都让参与活动的家长深受触动。
在孩子成长过程中，学校和家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赋予了学校对家庭教育的指导力。学校如何为家长赋能，让家

长成为孩子成长路上更好的引领者、陪伴者？从2013年起，成都市田家炳中学在实践中摸索出一条提升家庭教育指导力的路径，用普及化的课程和个性化
的指导，为家长和孩子搭建起沟通的平台。

6月28日，成都市田家炳中学“家长

云课堂”最新一期课程准时上线，家长只

需花15分钟的时间，就能通过微信上一

堂家庭教育专家开设的专业课程。

本期课程的主题是“如何培养孩子

的创新能力”，下设10节微课，内容涉及

“什么才是AI时代学生最重要的竞争力”

“颠覆认知的创新能力培养”等 10 节微

课，家长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和兴趣自

主选择。

开设家长课程是给家长提供专业指

导的第一步。每月更新一期的线上“家

长云课堂”辐射全校家长，每年围绕初一

到高三不同阶段的孩子设计12个不同的

主题，家长关注的孩子学习动力的培养、

青春期问题、生涯规划、情绪管理等都能

在这里寻到方法。

课程的主题从何而来？是否能抓住

家长关心的痛点？成都市田家炳中学校

长助理赵纯直介绍，开课之前，学校会向

全校家长发放问卷，征集他们对哪些主

题感兴趣，现阶段，他们在家庭教育中最

大的需求和困惑，经过统计后，再针对普

适性的问题设置课程主题。

为最大化地让家长参与学习，每期

课程上线之前，学校会通过“家校通”短

信通知到每一位家长，班主任也会将消

息发到班级群，要求家长都去学习。课

程结束后，学校还会统计出家长线上学

习的数据，了解家长的真实需求，并根据

家长的学习反馈分析他们在家庭教育中

的痛点和难点，加强家庭教育指导的针

对性和实效性。

“线上系统课程帮助家长打好理论

基础，先从观念上‘洗脑’，促使家长从传

统的命令式、会议式等固化思维模式转

变为沟通式、指导式的新型家庭教育思

维。”赵纯直说。

仅仅是线上的普及课程还远远不

够，为了更好地应家长所需、解家长所

惑，2021年4月开始，每两周一次的线下

选修课“田中‘家’油站”应运而生。学校

提供菜单式课程，家长根据自身需要灵

活选择，自主报名参与。

“田中‘家’油站”每次课程人数限制

在100人以下，使问题更聚焦，互动性也

更强。除了普适性的知识讲解，更多的

是结合案例的具体分析、互动活动的沉

浸式体验以及答疑环节的针对性解惑，

不仅让家长多角度了解问题背后的深层

次原因，还给家长可操作的建议和方法，

提高家长解决问题的能力。

线上线下结合的课程，让随时随地学

习家庭教育知识成为田家炳中学家长的

常态。不少家长已经不满足于通识性知

识的学习，还迫切地需要转向系统深度的

培训。学校开设的周末团辅系列课程“家

长成长营”便满足了这部分家长的需求。

7个周末、7次课程为一次完整、系统

学习的“家长成长营”不同于常规的讲

座，没有老师单方面的说教，没有纯理论

的灌输，有的是体验、感悟和反思。主题

围绕家长的现实需求，指向家庭教育中

的关键问题，从制定“家庭GPS”、教养方

式，到了解自己、了解青春期孩子，再到

运用鼓励性的沟通，激励孩子，和孩子一

起解决问题，最后学会“放手”、直面恐

惧、关爱自己。

在“家长成长营”里，家长们通过角

色扮演、情境体验、小组讨论、互动分享、

家长互助等形式，了解内心真实的想法

和孩子的真实感受，成员间形成互帮互

助的支持性团体，共同提出问题、分析问

题，从不同的角度和自身经验出发生成

解决问题的方法。

这样的体验式课程具体怎么上？学

校心理老师刘芳分享了自己执教的“如何

做不焦虑的父母”一课的场景：40个家长

分成四到五组，每组通过抽签的形式抽取

写有情绪词汇的纸条，根据抽到的词汇进

行角色扮演，把情绪演出来，由其他小组

的成员来猜演的什么情绪。通过游戏让

家长了解情绪的表现，以及体会到“愤怒”

等情绪会给孩子带来不舒服的感受。家

长们自己去生成，去认识情绪，了解情绪、

感受情绪，再通过“把情绪画出来”的活

动，觉察自己的情绪起伏，懂得随时去监

测自己的情绪，进而去改善情绪。

“如果说云课堂和‘家’油站更多的是

传输式的学习，成长营则是家长自己内化

的学习。”刘芳说，让家长们通过角色扮

演、互助体验真正进入孩子的世界，他们

对孩子的理解程度随之提高，也能学会解

决亲子问题的有效方法，建立起与孩子互

相尊重的亲密关系，“这种亲密的亲子关

系是孩子成长最重要的心理安全基础。”

在做学生心理健康工作的过程中，

成都市田家炳中学的心理老师们发现了

一个现象：孩子出现的很多问题都可以

在家长身上找到原因，而很多亲子矛盾

都源于家长和孩子不能好好沟通。

“家长培训课程为家长提供了专业

指导，更新了家长的教育观念，但仅仅停

留在理论层面，要让家长把理论与实际

结合起来，实践运用，还得在‘扶上马’的

基础上‘送一程’。”赵纯直说。

于是，学校为学生打造的心理咨询

室“心语轩”向家长开放。这里有让家长

和孩子平等对话的“家庭对话厅”，也有

为亲子矛盾问诊把脉的“家教会诊室”。

有家教咨询需要的家长可以预约来访，

在这里得到个性化的方法指导。

前不久，刘芳在“家庭对话厅”接待

了一个因手机管理问题产生矛盾的家

庭。孩子因为多玩了一会儿手机，亲子

矛盾爆发，家长认为孩子违反了规则，而

孩子却觉得家长过于简单粗暴，“我不过

是多玩了10分钟，你就凶我。”

在与家长和孩子分别沟通后，刘芳

发现，这个家庭的矛盾不仅仅是手机管

理的问题，根源在于孩子的规则感没有

建立起来，家长突然强制性地制定规则，

孩子无法认同，更难以接受。

了解情况后，刘芳让孩子和家长坐

在一起，充分对话，表达自己的感受和需

求。在不打断对方、不口出恶言、不指

责、不评价的状态下平等沟通，孩子理解

了父母对自己的要求和期待，父母也知

道了孩子不遵守规则的原因所在。而刘

芳作为对话的主持者，给家长和孩子提

供了建立规则的建议：家长在制定规则

时，要充分征求孩子的意见，不强行定规

则；规则制定一定要具体，要落地；规则

制定后，家长和孩子都要严格执行；奖惩

措施也很重要，建立规则意识有一个循

序渐进的过程，只要孩子相比以前有进

步，家长就应该通过奖励和肯定进行强

化。最后，刘芳还给这个家庭提供了一

个小妙招——每周开一次家庭会议，孩

子在参与家庭会议的过程中，自主性、自

我管理意识都能得到培养。

“当父母放下固有的权威理念，平等

地与孩子对话；当孩子愿意倾听父母的

心声，能站在父母的角度多一些理解，亲

子之间的很多矛盾都能迎刃而解。”刘芳

说。“家庭对话厅”给家长和孩子搭建了

平等对话的平台，让彼此的真实需求真

正被看见。

搭建对话平台只是专业诊断的一个

切口。近年来，成都市田家炳中学整合

学校专业力量，通过个性化的指导，给予

了家长更多具体有效的帮助。长线跟

踪、专业诊断的“家教会诊室”便是学校

给好学上进家长的福利。持续参加三次

及以上家长培训课程的家庭都可以预约

一对一的家庭教育“会诊”。

说起“家教会诊”，小雨（化名）的案

例让心理老师杨澜印象深刻。小雨是学

校的一名初中生，杨澜第一次见到她时，

她穿着校服，戴着口罩和两层帽子，把自

己捂得严严实实。本以为她是有点内

向、不善表达的孩子，可她却绘声绘色地

跟杨澜讲述了自己的故事：她生活在一

个重组家庭，父母都不是自己的亲生父

母，她就像灰姑娘一样，在家要做繁重的

家务，还要一大早起床送弟弟上学……

这有些戏剧性的经历引起了杨澜的

重视，她立即和小雨的班主任、家长取得

联系。沟通后了解到，小雨其实是家中

独生女，父母也并未离异。经过多次交

流，杨澜发觉小雨可能患上了抑郁症，但

家长却并不认为孩子有异常，也非常抗

拒接受专业的心理辅导。

孩子出现心理问题，病耻感是家长最

难迈过的坎。“只有先打破家长的错误认

知，更新家长的观念，才能取得家长的配

合，真正对孩子产生正向帮助。”杨澜说。

随后，学校开放了“家教会诊室”，邀

请小雨的家长和小雨一起来学校，在学

校领导、心理老师、班主任的共同参与

下，引导小雨当着父母的面表达自己的

诉求，同时观察父母与小雨的对话模

式，指出父母与孩子沟通不当之处。多

次交流和深入剖析之后，小雨的父母第

一次真正理解了孩子的痛苦，不再觉得

孩子是在无病呻吟，也终于接受现实，

带孩子去医院接受了专业的心理检查和

治疗。

现在，小雨的家长从被学校“邀请”

参加“会诊”，变成了主动向学校申请“会

诊”，在家校合力之下，小雨也渐渐走出

了阴霾，回归了正常的学习生活。

小雨的案例是“家教会诊室”个性

化、精准化提供家庭教育服务的缩影，

“会诊”之后，学校专业团队还会为这些

家庭“建档”，持续动态跟踪后续发展，真

正做到一对一帮扶。而这些个案也将在

心理老师的收集、整理中，由点及面，汇

总家庭教育的共性问题和解决方案，用

于后续的培训和指导。

线上线下的学习、专业的问诊帮扶，

家长们的收获怎样？获益匪浅是不少家

长给出的答案。一位家长在参加完“家

长成长营”7周的学习后表示，不仅了解

了自己的个性风格与养育方式，了解了

青春期孩子各种“问题行为”背后的目

的，还学习了如何与孩子有效地沟通，学

会“和善而坚定”地与孩子相处，学会用

鼓励代替表扬、以赋权代替控制，帮助孩

子建立自尊和自信。在整个学习过程

中，经历了思维的碰撞与冲突，经历了情

绪的波动与起伏，以前是和“问题”站在

一起，和孩子作斗争，而现在是和孩子站

在一起，和“问题”作斗争。

学习了，就一定会带来改变。而

家长的改变正是孩子健康成长的关

键。“参加‘家长成长营’让我印象很

深，知道了与人相处不但要接纳别人

的好，也要接纳别人的不好。”“我学会

了站在孩子的角度考虑问题。”“在学

习的过程中我也得到了成长。”……这

些朴实的话语，是参加学习后家长们

的真实反馈。而家长们也发现，每个

家长都是第一次当父母，自己遇到的

家庭教育问题，其他家长也会遇到，放

下焦虑，孩子的成长会令人欣喜。

改变之后，也会带来更多的反

思。初2019级1班刘语杨的爸爸刘术

勇就写下了这样一封“反思信”：以前

的我对家人和孩子不够关心，我意识

到了这一点并从认识上去提高自己，

这个思想的转变值得表扬；以前的我

经常熬夜打麻将，影响工作和身体，现

在，我每天坚持晨跑5公里，身体和精

神状态得到很大改变，值得表扬；陪伴

家人和孩子时间增多了，每天早上为

孩子做好早餐并送孩子上学，晚上陪

伴孩子作业，认真检查并对做错的和

孩子不会做的题进行认真分析讲解，

值得表扬。

令刘术勇感触最深的是一次角色

扮演活动，换位思考，更能体会和理解

孩子在青春期的需求和行为习惯，知

道怎么去跟他们交流，从而减少了焦

虑和不安。“孩子的成长教育不单单是

学校教育，家庭教育更重要。要善于

发现孩子及家人身上的优点，接纳自

己，接纳孩子及家人。学会放手，才能

赋予孩子力量。”刘术勇说。

从专业指导到行动关怀，成都市

田家炳中学多路径并行积极探索提升

家庭教育指导力，为家长拨开养育孩

子的迷雾，让家长认识到自己在家庭

教育中的不足，切实提升了家长的家

庭教育理论和实践水平。

“我们打破教师是引领者、学生是

主体、家长是参与者的传统教育模式，

让教师、学生、家长平等互动，同行共

生，相互成就，共同成长。家庭教育不

仅仅停留在道理层面，而实实在在体现

在了有效地操作上。”成都市田家炳中

学校长胡文武说，“双减”之后，家庭教

育如何做是一个挑战，这需要学校对家

长的辐射引领，学校要提升家庭教育指

导力，给家长提供更系统的家庭教育知

识，传递更科学的家庭教育观念和实践

方法。

这个暑假已拉开帷幕，而成都市

田家炳中学的学生和家长又迎来了他

们专属的暑期家庭作业——组织一次

快乐的全家游、亲子共同制作一顿美

食、亲子一起挑战一项运动、亲子一起

为家庭购置物品、给对方一个大大的

拥抱并告诉对方“我爱你”……赋能家

长的脚步从未停止。

放下焦虑 学会反思
只有家长成长了只有家长成长了

才能更好成就孩子才能更好成就孩子

集体化＋普及化的专业培训
家长有了丰盛的学习家长有了丰盛的学习““自助餐自助餐””

个性化＋精准化的方法指导
专业团队问诊家庭教育难题专业团队问诊家庭教育难题

分享讨论，破解家庭教育难题。 角色扮演，体验亲子沟通时的场景。

“收到孩子的礼物，真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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