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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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治家有道

明确界限，带孩子要
父辈为主、祖辈为辅

这样的情况很常见。一般来

说，5岁孩子的父母，事业正处于

上升期，夫妻二人同时上班，孩子

看管难，祖辈参与带娃往往成为

许多家庭的不二之选。

然而，带孩子应该是以父辈

为主，祖辈为辅，即本着自己孩子

自己带的原则，祖辈在力所能及

的范围内予以帮助和支持。故事

中父辈和祖辈关于带孩子的界限

不清楚，责任不明确，以致于出现

了主次颠倒的局面，不利于孩子

与父母的亲子关系建立和发展，

也不利于父辈更好地承担家庭责

任，更不利于家庭教育思想和教

育举措的统一。

有祖辈参与带孩子的家庭，

父辈和祖辈都要重新思考一下，

如何明确界限，扮演好各自的角

色，承担好各自的职责。

作为父母要知道，自己才

是 陪 伴 孩 子 、 抚 育 孩 子 的 主

体，不能当甩手“掌柜”，更不

能 推 卸 责 任 。 曲 莫 著 《父 母

规》开篇就写道：“父母者、大

人也、为父母、责任重；子不

教 、 父 母 过 、 子 有 失 、 父 母

耻。”故事中东遥的父母下班回

家后，不承担家务，只顾自己

玩耍，把带孩子的事情完全推

给祖辈，自己乐得逍遥，这是

对孩子、对长辈、对家庭均不

负责任的体现；看到祖辈对待

孩子的方式不恰当时，没有反

思自己，也没有采取适宜的举

措来解决，而是一味地指责、

埋怨，这是不明智、不敬老的

体现，如此既不能解决问题，

更破坏了家庭和谐，不利于东

遥的健康成长。

奶奶比较“惯”孩子，是隔

代亲的普遍现象，这种看似周

到、细致的抚育孩子的举措，实

则大大消减了孩子的动手能力，

孩子成长中缺乏体验感，其后果

是很可怕的。作为祖辈也要明

确，自己是在辅助子女抚养孙

辈，可以在自己力所能及的情况

下协助子女做一些家务，在子女

没有时间接送孩子的时候伸出援

手，子女在家时，祖辈一定要适

时主动后退，去找寻自己的乐

趣。

担起责任，父母要多
陪伴孩子

再忙也不是不陪孩子的理

由。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父母

和子女培养深厚情感的最佳时期

是在孩子10岁之前，做父母是有

“保质期”的，期限大约 10 年左

右。故事中的父母没有陪伴东

遥，即使在家也只能叫“陪着”，陪

伴是要有心与心的交流，要有情

感的互动。

和谐的亲子关系是在生活的

点点滴滴中培育起来的。《梁启超

教子满门俊秀》一书中，详述了梁

启超与 9 个子女的相处情况，他

以博大的父爱滋润着每一个孩子

的心田，以和风细雨的教育方式

影响着孩子们努力拔节向上，最

终 9 个孩子皆成龙成凤；美国前

总统奥巴马哪怕是在总统竞选期

间，也会陪着孩子共进晚餐，参加

孩子的家长会；著名作家张爱玲

因为童年时代母爱的缺失，心里

留下了抹不去的阴影，对其一生

影响很大，她的文风满眼望去，尽

是苍凉的底色。

学会感恩，对祖辈的
协助心怀感激

当父母协助我们带娃时，我

们要懂得感恩父母，感恩父母不

计回报的付出，哪怕是对父母的

一声亲切的称呼，也能让他们心

怀安慰；认真倾听父母说话。生

活中，要主动关心父母，主动和父

母谈心，要停下手中的事情认真

听父母的心声，要听懂父母话里

的高兴和委屈；对父母多嘘寒问

暖，好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

月寒，人人都有被关怀的需要；多

称赞父母，比如称赞父母饭菜做

得好、家里收拾得干净整洁、孩子

带得好，多在别人面前夸赞父母

等。

当然，在子女懂得感恩的同

时，祖辈带孙辈也要有方法，可以

从做到“五不”开始：一不溺爱，对

孩子要小时严大时宽；二不争宠，

不在孙辈面前争宠，也不在子女

面前争宠；三不干涉，不干涉子女

教育孩子，不干涉子女的生活；四

不争权，子女家的大小事由子女

作主，自己仅可发表参考意见；五

不抱怨，不含沙射影地讥讽，不明

目张胆地指责，不喋喋不休地抱

怨，不在子女面前挑拨，也不在背

后议论。

教育离不开社会、学校、家庭多方

面的共同发力。学校是育人主阵地，家

庭作为学校的同盟军，是重要的实践

者、参与者。特别是对特殊学生来说，

他们的成长更依赖于家长，也更需要有

效的家庭教育。

巴中市巴州区特殊教育学校通过

问卷和访谈，发现特殊学生家庭教育存

在以下问题：家庭主要照料者年纪较

大，文化水平较低；大多数家长心理压

力较大，未能掌握缓解自身的情绪与压

力的心理调适方法；家长对相关社会资

源信息掌握不全，对残疾儿童相关社会

资源了解渠道少，信息十分匮乏；家长

在对孩子的教育康复方面面临很多困

难，对自己需求的教育内容大多不了

解；家庭与外界沟通交流甚少，家长缺

乏与孩子交流沟通的技巧。

行动
建立家校合作支持体系

发现问题后，学校加强对家校合作

工作的领导与管理，成立了以校长为组

长，副校级为副组长，班主任为成员的

家校共育工作小组，加强对教师家校工

作、家庭教育理论与技巧的指导培训，

培养一支稳定的家庭教育指导工作队

伍，促进家校合作有效开展。

家校合作工作小组架构了学生家

庭教育的支持体系，主要从理论支持、

资源支持、情感支持以及教育支持等方

面为家庭教育提供支持与指导。

首先，开办家长学校，提高家校育

人能力。学校通过定期举办家长培训

会、讲座、座谈会等一系列活动，对家长

进行家庭教育理论知识培训，提高家长

对特殊家庭教育的认识，帮助家长树立

正确的家庭教育观念，加强家校沟通，

为家校合作奠定基础。

其次，组建“家长互助链”，渗透

心理健康教育。大多数特殊儿童家长

不愿意主动与他人进行交流，为此，

我们构建了“特殊儿童家长互助发展

链”，建立家长委员会，为家长提供心

理疏导与情感支持。通过举办家长读

书沙龙、家长俱乐部、家长团体心理

辅导等活动，让家长之间彼此沟通、

相互了解，逐步建立教育自信，互帮

互助解决特殊儿童家庭在生活中、学

习上遇到的困难。

第三，建立家校云连接，开启线

上教学服务模式。学校以微信平台为

交流媒介，开启学生线上辅导模式，

上传教学资源，如绘本故事、作业、

微课等，要求家长根据相关内容在家

辅导孩子学习，并将孩子的学习情况

及时反馈给老师，老师再进行点评和

指导。

第四，设立“融合日”，渗透德育

教育。学校专门设立了“融合日”，让

家长走进学校，并邀请家长参与春

游、秋游、“六一”文艺汇演、亲子运

动会等活动，让家长感受丰富多彩的

校园生活，认识德育的重要性。除此

之外，劳动教育对特殊儿童的发展也

有着重要意义。要求学生在家做一些

简单的劳动，比如打扫卫生、煮饭、

叠被子、穿衣、系鞋带等，能潜移默

化地将康复训练渗透到劳动教育中，

不仅增进亲子关系，还能提升学生独

立生活能力。

第五，编撰手册，建立个性化家庭

指导服务流程。学校用一年时间潜心

钻研，编写了特殊学生家庭教育康复指

导手册《与你同行》，内容包括政策、教

育教学方法指导、提高家长认识、解答

家长问题等，通俗易懂，促进家长家庭

教育能力的提升。

变化
提升家校合作参与度和实效性
通过学校建立的一系列家校合作

平台，多数家长更清楚地了解到国

家、省、市有关残疾儿童的相关法律

政策、法定权利、应享受的权益等信

息，拓宽了家长了解与残疾儿童有关

社会资源的渠道。家长们主动沟通的

意愿逐渐增强，学校搭建的家校平台

为他们拓宽了渠道，也促进了家长之

间的交流。

通过参加学校的家校联动活动及

指导手册的使用，家长们不仅缓解了情

绪，调适了压力，还掌握了相应的家庭

教育知识，对家庭教育的认识及重视

度、参与度明显提高，孩子的生活技能

也得到提升，为他们进入社会独立生活

奠定基础。

在开展家校共育活动中，老师们

意识到了家校合作的重要性，并总结

提炼出诸多家校合作的方法和策略，

增强了团队协作意识，提升了指导家

庭教育的专业技能及素养。学校也进

一步了解了特殊教育学生家庭教育的

现状及需求，注重研究，扩大实践，

编制的学生家庭教育康复指导手册

《与你同行》，为家长教育孩子提供了

理论依据及指导，提高了家校合作的

实效性，提升了家校工作效率，有利

于家校合作更好地推进，助力特殊儿

童健康成长。

儿子快12岁了，聪明、活泼、爱动，爷爷奶奶

很疼爱他。爷爷离休在家，奶奶也早已退休，两

位老人慈祥善良。孩子两岁时，我们和老人分开

住，我和丈夫工作都很忙，但再忙，我们也没有把

孩子推到爷爷奶奶那里。

老人一般很少对孩子有学习上的引导和具体

要求，他们也清楚，不能溺爱孩子，所以，他们常对

回家的孙子孙女说：“你们要好好学习。”可这样笼

统的说教，孩子常常是听过就忘。而父母总会给

孩子规定当天的活动范围、学习内容，哪怕是指定

读一本课外书，这些，爷爷奶奶很难做到。

孩子看电视太随意，可老人管不了。老人也

知道孩子看电视时间长了对眼睛不好，不利于养

成好习惯。但一般来说，孩子都不怕爷爷奶奶，只

要在爷爷奶奶家，几乎就是在电视机前度过的。

我的侄子侄女，由于父母忙，从小学起就常

去爷爷奶奶家，尤其是周末、假日，一住就是好几

天，经常是看完这个电视节目换那个，吃着饭也

盯着屏幕。爷爷奶奶只要听到孩子说“作业写完

了”，只能同意孩子们看电视，对电视节目也没有

进行引导和筛选。每当我回到老人住处看到这

种情况，也常常劝两个孩子：“这些节目是成年人

看的，你们不宜看，可孩子怎么也听不进去。现

在，两个孩子一个上了大专，一个上了初中，回家

仍是盯着电视看，侄子还出现了学习障碍，成绩

跟不上，总说学不会，家长也束手无策。

我对自己的孩子要求很严。平时我就告诉

他：新闻类节目可以看看，动画片每天只能看半

小时，历史题材的影片可以看，其他的尽量少看

或不看。有了这样的要求，孩子也养成了好习

惯。可孩子们在一起容易互相影响，所以，周末

我们都会陪着孩子一起去看望老人，和孩子一起

度过一个有意义的假期。还有一点很重要，在去

爷爷奶奶家之前，一定要让孩子自己挑选至少一

本他喜欢看的课外书带上。

在饮食上，爷爷奶奶疼爱孙子孙女，总是早

早做了鸡鸭鱼肉。吃饭时左挟右添，总想让孩子

们吃好吃饱。刚刚饱食后，又备上了瓜果，催着

孩子吃。老人的爱孩子的心情可以理解，但他们

的饮食观念不一定科学。儿子已经有些发胖的

趋势，所以，我很在意他的饮食结构，常常告诉他

怎样吃才能既营养又不容易长胖，尤其是晚饭一

定要注意。平时我自己在家做饭，总是变着花样

让孩子吃得丰富、营养，这样，孩子到了爷爷奶奶

家，也能有好的饮食习惯。我还和老人在多次沟

通后有了一个约定：千万别在饮食上强迫孩子，

顺其自然，吃饱就行。

老人在零花钱上对孩子的控制也不严，孩子

向老人要几块零花钱，不多，老人也乐意给。但

我认为，教育孩子就要从细微处入手。我要求孩

子不能向老人要钱，哪怕是一元钱。我也跟老人

沟通过，不让他们随便给孩子零花钱。因为我们

通常是陪孩子一起到爷爷奶奶家的，所以，孩子

缺钱会直接跟我们要。就算有时孩子单独在爷

爷奶奶处要了零花钱，我去接孩子时，孩子也会

告诉我。这个时候，我都会及时把钱补上。父母

能及时掌握孩子的各方面情况，才能帮助其养成

好习惯。

生活中，常常有不少朋友因种种原因把孩子

送到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家，可家庭教育效果并

不理想，还常常和老人产生矛盾，互相埋怨。为

了孩子的健康成长，我想提醒年轻的父母，将孩

子送往老人处不能撒手不管，尤其是寒暑假，哪

怕再忙也不要让孩子远离你的视线，更不能图清

静，把孩子推到爷爷奶奶那里，自己长时间不

管。父母一定要和老人及时沟通，不溺爱孩子，

严格管理，多想方法，才能科学教育。

家校合作，助力特殊儿童健康成长
■ 巴中市巴州区特殊教育学校 周利华

陪孩子
回爷爷奶奶家

■ 黄杰

■ 宜宾市翠屏区家长学校总校 刘介均

隔代教育隔代教育
祖辈不越位祖辈不越位 父母不缺位父母不缺位

东遥（化名）父亲在线上与朋友们打手游，
东遥母亲“葛优躺”在沙发里，手里刷着抖音，不
断发出爽朗的笑声……

5岁的东遥在客厅里玩着电动小火车，满
屋子奔跑。奶奶端着饭追着喂：“来，乖孙子，嘴
巴张开吃一口”……由于孩子不配合吃饭，奶奶
追得很累，便自顾自地说：“唉呀！‘小祖宗’，消
停一点嘛！”

一旁的东遥母亲抱怨道：“谁叫你每次吃饭
都喂他，他爱吃不吃，娃儿就是这样被你惯坏
了。”东遥奶奶有些委屈：“你们白天要上班，晚
上很晚才回家，即使早回家，你们也不管孩子，
不做家务，我在家里做牛做马，到头来我还有错
了。”说着说着，眼泪就下来了。

一场家庭矛盾来袭……

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片

治家有道 JYDB

家校合作家校合作，，助力特殊儿童健康成长助力特殊儿童健康成长

陪孩子陪孩子
回爷爷奶奶家回爷爷奶奶家

■ 巴中市巴州区特殊教育学校 周利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