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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豪车、盖高楼，生活富裕起

来就是乡村振兴吗？”新都区教育

局德育与宣传科科长史美认为，没

有家庭教育的学校教育和没有学

校教育的家庭教育，都不可能完成

培养人这一细致而复杂的任务。

在这项以风正风的工作中，重要的

是引导家长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培

育家庭的家教、家风，让校风牵起

家风的手，共同促进下一代健康成

长。

“本次家风叙事大会，教师、学

生、家长、学校的讲述人以自己的

亲身经历，丰富的内容和精彩的情

节，将教育活动形象化，带给我们

许多共鸣与思考。”史美表示，为了

讲好家风故事，学校和家庭都做了

积极的准备，将自己在生活细微处

的观察与思考进行记录并叙述出

来，现场呈现出的是层层筛选后的

很小部分。

而有深度、有广度又有温度的

教育故事从何而来？还要从5所样

本校最初的“校风牵手家风”的项

目实践说起。

2019 年，新都区教育局打造

了木兰小学、大丰中学、谕亭小

学、锦门小学、清流学校5所“校

风牵手家风样本校”。有的学校坐

落于丘陵地区、有的学校大多是

外来人口、有的学校处于农村。

结合样本校各自不同的实际情况

与存在问题，形成家庭教育“负

面清单”，再根据“负面清单”提

出正面指导计划。

例如，新都区木兰小学的负面

清单是少关注、腻手机、说脏话、多

暴力、少共识、重管控、缺沟通、少

表扬、无计划、少阅读，进而达成的

正面清单是重平衡、控手机、讲文

明、多耐心、行共识、多交流、重鼓

励、有计划、立学力。学校来牵头，

学生为纽带，以风正风、以行导行、

以心育心、以品养品，最后达到“以

文化人”的效果。

家校“牵手”的合育模式在实

践中非常受欢迎，帮助孩子更好地

成长，是家与校共同的目标。学生

养成了良好习惯，一线教师的课程

推进、课堂氛围也好了起来，家长

的家庭教育也更省心省力。当好

家风从四面八方吹来，学校文化建

设也会迈上新台阶，各个学校也在

样本校的带领下积极推进这项实

践。

木兰小学教师李崇玲在家庭

教育培训日志中这样写道：“让家

长感受到老师的用心，家长才会

积极配合老师及班级的工作；班

主任的班级管理不仅仅存在于校

内，更在于家校沟通；不能把想

法强加给家长，要做让家长放心

的引路人。”

目前，新都区教育局“校风牵

手家风”实践已在全区铺开，形成

“1+2+N”的辐射模式。立足每一

所样本学校的项目实践，进行成果

输出推广，带动该校引领的 2 所学

校，并影响

到区域内的

更多学校与

家庭。

■ 本报记者 马晓冰

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今天，乡风文明建设不容忽视。以

家为家，以乡为乡，培厚家庭家风，家长素质整体提高、家庭形成良好精神面貌，社

会风气才会发生转变，文明新风才能有所依托、得以体现。在此背景下，成都市新

都区教育局以《“乡村振兴行动”——校风牵手家风》为主题举办了新都区第二届

家风叙事大会，现场共3所学校、4位教师、3位家长和4名同学分享了经验故事，并

同步进行了网络直播。

“有特点、有个性、有内容、有感

染力、有创意”是中国教育学会学术

委员、四川创新教育研究院院长纪大

海对第二届家风叙事大会给予的评

价。他表示，生动的家风故事、深刻

的家教箴言，映照着言传身教的优良

传统，承载着祖辈对后代的寄望，也

培育着孩童的精神沃土。让教育助

力乡村振兴，通过“乡风＋家风”能让

乡村文明建设再上新台阶。

“优良家风不是自动生成的，家

庭文化也不是仅凭文件的号召就能

建设好的。”纪大海指出，优良家风培

育需要借助于外界的引领才能逐步

形成，学校是从事教育事业的专业组

织，教师以教育学生为职业，助推家

风建设非他们莫属。

有了学校“牵头”，找对问题也是

个技术活。首先是对家庭教育问题

开展立体式调研，包括问卷调查、个

别访谈调查、座谈式调研、研讨式调

研等多种方式，分别针对学生、家长、

老师设计、发放问卷。同时将全员调

查与重点抽查相结合，确保调查结果

的准确性。

对调查结果做出科学分析也是

重要一环。纪大海介绍，问卷中“比

较性选答”的分析是个麻烦事。比较

性选答，即同一问题由不同主体来回

答，而学生、家长、老师的回答可能是

不同，甚至相反的。如，当问到“父母

是否在家打你”时，学生的回答是“父

母经常打我”；而父母的答案可能是

“从未打过孩子”。“揭短”类的问题往

往会收到截然不同的答案，为了获取

真相，就需要再一步验证。“这时候，

我们就会采取第三方佐证的方式，邀

请孩子的同伴、左邻右舍的居民来说

句‘公道话’。”纪大海说，“一般情况

下，引入第三方佐证，就能够获得实

情。”

确认好问题，接下来就是解决

问题。正面指导计划即提供家训家

规内容，各校各班根据调研结果筛

选适合本校本班的家训家规；不同

家庭根据问题的“轻重缓急”为家

规选择“突破口”，循序渐进地进行

改变。

纪大海强调，家训家规确定后，

还要举行正式的宣读与承诺仪式。

“仪式传达了一种契约精神，共同宣

誓会对家长、孩子和教师同时产生约

束力，他们所提出的家规家训才不是

一句空谈。”他表示，规定性的内容也

不是固定不变的，经过定期的报告与

评估，学校会“牵手”家庭做好家训的

调整与矫正。

“1+2+N”模式
辐射更多家庭

科学统筹
负面清单+正面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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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出去了，我玩一小会儿游

戏 就 写 作 业 ，一 定 不 会 被 发 现

的。……”来自香城小学四年级 7 班

的王子胤，正站在台上绘声绘色地讲

述着他的家风故事——“让自律成为

一种习惯”。

“我就这样沉浸在游戏的世界

里，直到门外响起了熟悉的锁芯转

动的声音。糟糕！是妈妈回来了。”

王子胤回忆着当时的情景：妈妈的

眉毛拧成一团，厉声责问他几个小

时的时间，作业本怎么还是空的。

“妈妈就是这样给你作表率的吗？妈

妈不在身边管着你，你就什么事都

做不了吗？”妈妈一连串的反问，让

王子胤羞愧地抬不起头，妈妈每日

早起做早餐、陪自己和弟弟一起阅

读、工作家务两不误，一遍遍、一

幕幕走马灯似的回转在王子胤眼

前，他暗下决心，一定也要像妈妈

一样，做个自律的人。

“在孩子的习惯养成的过程中，

家长起着关键的示范引领作用。”四

川创新教育研究院学术委员杨艳芳

说，“自律、节约、坚持不懈、诚实待

人，要让这些美好的品质在孩子心中

生根发芽，需要父母在日常生活中一

言一行的良好示范。父母要自我反

思、自我教育，以润物无声的教育方

式浸润孩子的心灵。”

大丰小学三年级学生的家长崔

志昌以“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为

题，分享了他与女儿间的教育故事。

女儿不爱背诵诗词，他便带着女儿一

起看《中国诗词大会》。被台上选手

们的风采吸引，女儿成了武亦姝、陈

更、雷海为等人的忠实粉丝，也开始

喜欢上了古诗词。

遇到问题就解决问题，是崔志昌

的“育女心经”。“家长说教是没有用

的，要在沟通中，让孩子自己明白对

错、分清好坏。”崔志昌与女儿曾就

“上课要不要举手发言”举行了一场

家庭辩论会，父女各自陈词，说明观

点，最后以理服人，用这样的方式，崔

志昌一点点地帮助女儿向更好的方

向改变。

“姿态平等地与孩子对话、宽松

有爱的家庭氛围，辅以教育方法和策

略的运用，教育的魅力便从中展示出

来。”杨艳芳建议家长在引导孩子成

长的过程中，同时关注自身的学习与

提升，家长的言传身教永远是孩子最

好的榜样。

“四方”叙事
引发师生家长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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