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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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期里，我应邀到班里的几个

学生家去家访。家访中，我与家长

们有了很好的沟通，既倾听了家长

在教育孩子方面的困惑，也聊到了

老师对家长的期待。

要知道，我们班多数学生是留

守孩子，跟着爷爷奶奶等祖辈生活，

家长缺位、隔代溺爱等问题明显。

加上如今时代在变，孩子们接受新

事物常常比家长更快，这就需要家

长改变一下自己的带娃思维了，配

合学校，形成教育合力。

少一点啰嗦，多一点交流。处

于青春期的孩子，叛逆的程度各不

相同，但有一共同点，那就是特别反

感家长啰嗦。我们班有些家长确实

太能说了，声音大、语速快，说话的

时候别人根本插不上嘴，而且常常

一说就停不下来，老师们听着都有

些受不了，更何况处于叛逆期的孩

子。孩子需要的是家长放下居高临

下的姿态，坦诚地、心平气和地、朋

友式地交流，而不是没完没了地、揪

着一些事情不放地、陈芝麻烂谷子

翻旧账式地啰嗦。有效的交流，不

是反复的啰嗦，跟孩子说的话不在

于多而在于精，在于方法与场合，在

于语气与心态，反复啰嗦，孩子只会

听过就忘，甚至产生逆反心理。

少一点距离，多一点陪伴。教

上一届学生时，我曾经举行过一次

活动，请家长过来聊聊他们的孩

子，最后还有个仪式：孩子和家长

来一次深情拥抱。有的家长和孩子

乐呵呵地拥抱在一起，而有的家长

却很勉强，伸出手意思了一下。由

此可见，前者的亲子关系很好，而

后者关系却有些疏远。当亲子之间

的距离近了，孩子就能理解父母的

辛苦，就会愿意聆听父母的教导。

有的家长，把孩子交到学校，认为

教育孩子的事情就是学校的了。这

大错特错，父母的教育是任何人都

无法取代的，老师也不行。父母缺

位的孩子，看上去独立能力好像比

其他孩子更强，但孩子的幸福感、

安全感却差很多，这是难以弥补

的。所以，趁孩子还小，好好陪陪

孩子，等孩子上了大学、工作了，

想陪都不容易了。

少一点呵斥，多一点商量。孩

子的成长是需要过程的，成长中犯

些错误很正常，家长批评孩子也很

正常。但有些家长脾气不好，心态

不好，对孩子的期望值过高，一旦孩

子没有按其意愿做事，动辄大声呵

斥，时间久了，孩子的胆子就会越来

越小，做事畏首畏尾。随着孩子渐

渐长大，他们也有自己的认识和判

断，这时候孩子的很多事情，或者家

里的一些事情，家长可以与孩子心

平气和地商量，听听孩子的意见，这

样，孩子也更愿意接受你的教育，同

时也能培养孩子在家庭里的责任

感。比如玩手机的问题，家长可以

与孩子商量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使

用规则，然后监督其实行，孩子做到

了，及时给予表扬。

少一点打击，多一点鼓励。教

育孩子，需要客观分析孩子的特点，

有针对性的教育才有效果。如果不

善于分析，可以求助于老师，或对孩

子比较了解的人。关于这点，主要

是对一些性格内向的孩子，他们不

善于交流，缺乏自信，更需要家长的

耐心和关心。问题的形成不是一朝

一夕，要改变孩子的性格也很难，但

家长可以尽量给予孩子一些鼓励，

提升孩子做事的信心。当孩子不敢

或不愿做一些你认为应该做的事情

时，说明他们没有信心，这时候家长

不应该打击、指责孩子，而应该鼓励

孩子去做，或者陪孩子一起做，逐步

培养孩子的信心和能力。

少一点焦虑，多一点耐心。孩

子的基础、学习习惯、学习动力、学

习现状如何，家长需要客观地看

待。过高的期望值，不利于孩子的

成长，同时还会让自己陷入焦虑之

中。孩子的改变与成长是需要时间

的，家长在督促孩子的时候尽量心

态平和一些，少一点简单粗暴的指

责，多一点耐心，多一分冷静，好好

跟孩子沟通，听听孩子的心声，去了

解孩子，长此以往，你会发现，孩子

更上进了。

家长们，请改变一下自己的教

育方式，这也是给孩子一次成长的

机会。

每个家长都希望孩子成长的道

路上能遇到好的老师，希望孩子能

在学校受到最好的教育。而老师眼

中“好家长”亦是如此，他们虽然从

事着不同的工作，有着不同的成长

经历，但一定具备一些能让孩子成

长得更加优秀的素质。

首先是良好的家庭氛围。刘杜

娟指出：“在一个有爱的家庭里长大

的孩子，会充满安全感，爱会给他养

分，支撑他不断向前、克服困难。”和

谐的家庭给孩子带来的是推力而不

是阻力，环境的爱与友善会给孩子

以内心的安定，这是孩子健康成长

的基础。

其次是要有一颗童心，用孩子

的眼光看问题，才能够理解孩子的

想法，进一步帮助、引导孩子，做孩

子的良师益友。学会倾听孩子的想

法，允许孩子大胆地表达，这样与孩

子之间的交流才是畅通的，亲子关

系才是真正亲密的。另外，做好自

己的情绪管理也非常重要。易姜琳

指出：“家长要先做到对自己情绪的

觉察，处理好自己的情绪后，再采取

行动。很多时候，家长会在无意识

间把自己的很多情绪压力转嫁到孩

子身上，不加控制地表达要求或进

行说教，即使家长的出发点是为了

孩子好，但在负面情绪的裹挟中，不

仅爱难以传递，还容易给孩子造成

伤害。”

“放手”也是家长陪伴孩子成

长过程中的必修课程，放手是对孩

子的尊重与信任。“恢复线下教学

的第一天，我观察到，有的孩子很

快乐地和家长告别，自己去找教

室，而有的孩子会和家长特别难舍

难分，家长要不断地进行叮嘱。”

易姜琳说，“有时候不是孩子离不

开家长，而是家长离不开孩子。家

长要给孩子成长的空间，让他去试

错，去亲身体会掉进坑里再爬出

来，最后迈过去的过程。”孩子的

成长，需要克制的爱和足够的耐

心，这也是对家长的考验。

家长好好学习，孩子才能天天

向上。在给家长的建议中，老师们

都强调了家长自我学习的重要性。

通过阅读来学习，不仅能够获得知

识性的补充，还有利于书香家庭的

氛围营造。“家长可以读的书很多，

既有提升自身修养及专业成长方面

的，也有促进自身教育素养发展方

面的，更重要的是，希望家长能与孩

子共读儿童文学，走进孩子的精神

世界，在阅读交流中拉近彼此的距

离，构建优质的亲子关系。”刘杜鹃

说。在亲子沟通方面，易姜琳强调，

家长要主动学习表达爱的正确方

式，她也给家长们推荐了一些相关

书籍，如《爱的五种语言》、《非暴力

沟通》等，易姜琳指出：“家长也是第

一次做家长，只有不断学习、掌握方

法，才能更好地支撑孩子，与孩子一

起成长、共同进步。”

家长，请
改变一下自己

■ 许秉红

家校共育家校共育““进行时进行时””
做老师眼里的好家长做老师眼里的好家长

■ 实习记者 马晓冰

家庭是孩子的第一所学校，家庭教育是学校

教育、社会教育的重要基础。为孩子健康成长提

供土壤、保驾护航，家长的养育起着至关重要的作

用。然而，有一些家长认为，“双减”之后，教育回

归学校主阵地，把孩子全部交给老师就没问题了，

自己乐得清闲，做起“甩手掌柜”。殊不知，减“负”

不减“责”，孩子的成长、学习，需要家长与老师并

肩“作战”。

“家与校，有各自不同的职能侧

重点，也是教育中不可分割的整

体。”成都市泡桐树小学西区分校课

程教学与教师发展中心副主任、资

深语文教师及班主任刘杜娟说，“一

方面，父母是孩子情感的依赖，家

庭是孩子成长的摇篮，家也是一个

人终身的学校；另一方面，教师教

书育人，学校发挥教育的功能，同

时，学校也应是孩子的另一个家，

能够给孩子足够的温暖与呵护。”没

有家庭教育做基石的学校教育和没

有学校教育做推进的家庭教育，都

不可能完成培养人这样一个极其细

微与系统的任务。

家长的重要职责有二，成都七中

万达学校心理备课组组长、专职心理

教师易姜琳指出：“家长是孩子的‘第

一监护人’，这个监护既包括保护孩

子的身体健康、照顾孩子的生活起

居，也包括对孩子进行管理和教育。”

这是每一位家长对孩子的法定监护

职责，家长不能缺位，也不能失职。

“教孩子‘做人’是家庭教育的重要内

容，孩子的人格品性、行为习惯往往

是从小在家中形成的。”易姜琳说，

“不论家长是否重视自己对孩子的言

传身教，孩子都会在日常生活的言谈

举止中潜移默化地学习父母的行为

方式，一旦形成，是很难一下子改变

的。”做事先做人，修业先修德。而

“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的焦虑，

使一些父母越来越早地将孩子投入

技能、知识的学习，忽视了他们身心

的充分、协调发展，等发现问题时，往

往为时已晚。

易姜琳指出：“一个形成了良好、

稳定的基本人格特质，具有健康与相

对完善人格的孩子，会表现出以下特

质：首先是对事物的好奇心与探索

欲，这是孩子学习、发展的持久内动

力；其次是独立性，有独立性的孩子

能够自我管理、自我决策、自我激励

并对自己负责，独立思考的能力也会

帮助孩子建立更加多元的价值观；此

外，与他人交流、交往的能力也至关

重要，良好的人际关系可以提高一个

人的社会评价、自我评价，从而提高

个人的幸福感和价值感。”

在学校，老师的主要职责是传道

授业解惑，引导孩子遵守纪律、学会

团结协作、学习学科知识，形成良好

的同伴关系，养成正确的学习习惯。

但做到这些不能单靠老师的一己之

力，“5+2=0”的教育现象正说明了这

一点：孩子在校5天养成的好习惯，回

到家中2天周末打回原形，这是家长

和老师都不愿看到的。究其根本，是

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没有得到很好

的结合，家校沟通不到位。家校有共

同的教育目标，畅通的交流途径，才

能提供给孩子相对统一的标准与环

境，形成教育的合力，帮助孩子实现

可能的发展。

“家校同心，和谐共育，是泡小

西区的家校共育理念。”刘杜娟介绍

道，“促进孩子最大可能的发展”是

学校家校共育的目标，学校通过各

年级不同的家校共育课程、各类主

题活动、家庭教育指导等形式链接

学校与家庭，让家长以参与者的身

份走进孩子的校园生活，在真实体

验中理解学校的教育理念，保证家

校间和谐畅通的交流。“老师和家长

在孩子的教育中是合作者、同盟军，

在相互了解、共同参与中发现问题，

解决问题。”刘杜娟说。

了解是合作的前提，信任是合

作的基础。“家长要建立对老师的信

任，老师也要用行动获得家长的信

任。尤其是当孩子遇到问题时，坦

诚以待才最有利问题的解决。”易姜

琳说。作为一名从教十余年的心理

教师，易姜琳遇到过很多出现心理

问题的孩子，她指出，“面对孩子的

心理疾病，家长不必抱有病耻感，害

怕外界的眼光和评价，遮掩孩子的

真实状况。孩子的心理会生病，就

像身体会感冒一样。”当孩子需要休

学或复学时，老师会对孩子的心理

状况进行评估，选择对孩子最好的

处理方式，而有的家长出于对其他

因素的担心，在信息交流中“报喜不

报忧”，反而造成了孩子病情的反复

或症状的加重。

给孩子最好的帮助是家长与老

师的共同目标，发挥各自角色的特

点，才能做到协同育人。“家校共

育的理想状态应该是在相互信任和

尊重的前提下，进行巧妙合作，做

到相互支持。”成都市红牌楼小学

音乐教师、成都市武侯区汤静名师

工作室领衔人汤静说。从教 31

年，汤静的音乐课堂始终以培养学

生的音乐兴趣和提升学生音乐素养

为主要任务。“很多孩子学习钢琴

或者其他乐器，可能最初很顺利，

但在某一个时期总会遇上学习的瓶

颈，想要放弃，这时家长就可以和

音乐老师进行沟通。老师了解情况

后，会巧妙地运用一些方法，如有

目的地为孩子创设表演的机会，利

用某一次音乐课进行一次小型的

器乐演奏会；或者在课间与孩子

聊天交流，趁机对孩子学琴进行

鼓励，让孩子明白遇到困难是很正

常的事，但只要坚持就能够克服困

难，在不经意间为孩子的音乐学习

注入动力，和家长一起帮助孩子度

过某一个学习困难期。”汤静说，

“这是一种不露声色的鼓励，不能

让孩子觉得是老师和妈妈串通好

的，要考验家长与老师之间有没有

默契的配合。”

各尽其责
形成教育共同体

有效沟通
搭建家校间桥梁

修炼自身
为孩子成长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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