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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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上一年级，孩子的“角色”

发生了天壤之别，上半年，还是

需要细致入微照顾的幼儿，下半

年，成为了需要“独当一面”的小

学生，作为家长很感慨孩子们迈

出了成长的第一步！

还记得带着孩子踏入学校

时的心情，充满好奇与期待，这

里的老师给我们的印象是形象

好、气质佳、高素质、有亲和力。

也记得第一次走进班级教

室映入眼帘的场景，整洁有序的

桌椅、现代化的教学设备，最为

醒目的要数黑板上方的班训：

“虚怀若谷、苍翠有节”——有品

格、有气节。班训体现着一个班

级的文化和灵魂，体现着老师对

孩子们爱的品格和高度，这种强

大的向上的精神力量会影响孩

子一生。

把孩子送到学校的那一刻

起，家长的选择就是无条件地相

信、配合老师，而这一学期下来，

老师们、孩子们都没有让我们失

望，甚至是惊喜。学业上，只要

跟准老师的步伐就没有太大问

题。而学业之外，我很开心孩子

在学校里喜欢上了自己的老师、

同学和班级。我想，爱老师、爱

同学、爱班级是孩子角色社会化

的一个里程碑式的进步，体现了

孩子没有因为环境的改变而产

生心理负担，影响正常的学习生

活，这就是顺利度过有效衔接的

关键体现。同时，孩子在学业上

的进步、学习习惯的养成、集体

的融入都离不开老师积极、正确

的引导。

作为家长，我很佩服我们班

的老师，在网课学习中也亲身感

受到了老师们对孩子“教必有方”

的课堂魅力。对孩子的表扬能够

“夸”进孩子心坎里，比如：有条

理、有耐心、守约定、主动学习、有

礼貌、能坚持……有了这些具体

行为和优秀品质的加持，每节课

都变成了闪闪发光的魔法课堂，

孩子学习时眼睛里都带着光。

而当我看到刘老师写给家

长们的信时，我想用“美好”来形

容这场“双向奔赴”的教育事

业。刘老师是在用真心去爱孩

子们、用真心去聆听家长们的期

待、用真心去构架起一座沟通桥

梁。他用实际行动践行了“心平

气和”的沟通理念，这也得到了

所有家长的认可，也在家庭教育

中给了我们启发，比如：辅导作

业时非要“剑拔弩张”“鸡飞狗

跳”“高高在上”吗？我们家长在

面对孩子的心态上，有了一个审

视自己的视角。

孩子成长可以说是举全家之

力的呵护，一个家庭如此，更何况

一个49名学生的班级。要想井然

有序，挑战是可想而知的。我们

非常理解老师，班级新组建，老师

和孩子们需要互相熟悉、了解，班

级的秩序需要规范，从上到下、里

里外外、点点滴滴，都需要老师们

细致入微地组织安排。

而作为老师的合伙人，我们

家长的一致共识是：自己的老师

自己“宠”，自己的班级自己“爱”，

把班级的事当成“家里事”！

孩子在学校度过的时间很

长，对他们而言，班级就是“第二

个家”的归属感日趋强烈。在我

们家长志愿者这8个人的小团体

里，亦是如此。有擅长、有分工、

有条理，每位家长都非常棒！班

级环创设计工作的开展，团队会

根据人员时间、物资采买等做具

体协调分工；运动会的开展也会

根据要求对音乐、服饰、编排进

行协调安排。班级里的其他家

长也都很热情地支持班里的各

种活动。在一些上情下达、下情

上达的沟通环节，刘老师会把班

级49名学生进行分组，每组有一

名家长志愿者代表作为桥梁与

其他家长沟通，工作开展起来处

处有落实。

借用刘老师信中的称谓语

——致我们可爱的合伙人，未来

的日子，咱们继续精诚合作，一

切为了孩子，为了我们共同的第

二个“家”！

——“青竹班”家长志愿者
李舒宇

这是任教 5 年的刘时雨第一次担

任班主任。一直从事小学高段的教学

工作，使他面对刚刚步入小学阶段的孩

子并没有太多的经验，但对于帮助孩子

和家长学习成长而言，他已经找到了最

好的方法——怀揣真诚之心。

“刘老师是一个能令家长放心的老

师。”“青竹班”皮士杰的妈妈何金凤

说。当开学季遇上疫情，“准小学生”们

只能先以网课的形式开始学习生活，孩

子们和老师先当了一阵子的“网友”。

而出乎何金凤意料的是，线下报到时，

孩子刚走上前，刘老师便叫出了他的名

字，热情地欢迎孩子到校。“虽是初识，

但我感受到了老师的用心。”何金凤表

示，“网课期间，老师能看到的就是满屏

的‘大头娃娃’，他也没有见过孩子们的

全貌，能够准确、快速地认出每一个孩

子，足见老师的用心。”

家长感受到的这份用心，也来自于

老师的精心准备。如何与家长们更好

地沟通孩子出现的问题，是刘时雨最初

有些担心的事。好在“合伙人”们的支

持与协助，打消了他的顾虑。

开学第一天时，一个男孩因为上课

说话被老师批评而跑出了教室，刘时雨

马上找到了男孩，并询问原因。原来，

孩子觉得课堂很无聊，所以就大声地说

话，被老师批评后又觉得委屈，干脆就

跑了出去。

这是孩子还不能很好地适应小学

学习的表现，刘时雨当下虽安抚好了孩

子，后来，却发现男孩只要上那位老师

的课，还是爱跑出教室。“光靠老师的力

量是不够的，可能需要家长一起来帮助

孩子。”于是，刘时雨联系了男孩的家

长。

这对刘时雨而言，是一通很忐忑的

电话。开学没多久，家长就接到班主任

的电话，他们一定会很慌张、很担心吧；

家长会有情绪吗？会不会觉得是老师

在针对孩子？……想到这些，刘时雨决

定采取“先扬后抑”的方式与家长沟

通。他先告诉家长，这通电话只是和他

们聊聊孩子最近的表现，孩子的安全没

有问题，表现也有很多优秀之处，活泼

开朗、乐于助人。表扬过后，再委婉地

告诉家长“美中不足”的地方。

家长的态度也让老师安心。刘时

雨回忆道，孩子的家长非常配合，在家

庭、学校不断地相互沟通，以及与孩子

沟通之下，孩子有了很大的进步。

“我们是合伙人，无外乎是一起来

合作教育孩子。而刘老师能把我们的

孩子当作他自己的孩子来对待，也使我

们发自内心地去信任他、支持他。”何金

凤也是青竹班的“家长志愿者”，她说，

“一开始知道孩子的班主任是个比较年

轻的男老师时，是有一点担心的，担心

男老师会不会没有女老师细心，会不会

不善于照顾小孩，但真正接触后，发现

刘老师不论在对孩子的教育、对家长的

帮助，还是对细节的考虑上都真诚且细

致，这让家长们放心又暖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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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回信家长回信

一场美好的一场美好的
““双向奔赴双向奔赴””

“感谢各位家长合伙人对于我和敬老师工作的理解、配合和包容。有家长的理解和支持，是我们的福气。作为老师，我更要事事、时时努力。
每每和我的合伙人们交流，家长们用词的斟酌、礼貌，都让我感受到很高的素养。我也常在心里感叹：这就是我同一个战线、同一个战壕的战友，
多好。”近日，四川省教育科学研究院附属实验小学（梓州校区）一（5）班的班主任刘时雨给班上的学生家长们写了一封信。在这封《给青竹班合伙
人的第一封信》中，他将家长们亲切地称为“合伙人”，他认为，“合伙人”意味着同心同力、同舟共济。家长、孩子、老师都站在同一条战线上，一起
克服困难，才能挽手迈步向前。

“爸爸。”一个小女孩看着身

旁的老师脱口而出，她愣住了，老

师也愣住了。四目相对，女孩的

两只大眼睛变成了两个小月牙，

老师也笑了，一位“准爸爸”在不

经意间提前感受到了“小棉袄”的

温暖。

故事发生在今年秋季开学的

第三周，地点在一年级5班的图书

角。因为担心孩子们的安全问

题，班主任刘时雨几乎每个课间

都会去教室里坐着看书，而这一

次，一声“爸爸”击中了他的心。

“惊讶之余更是暖心，说明获得了

孩子的认可，师生之间的心理距

离近了。同时我也暗暗告诉自

己，要更加严于律己，注重对孩子

们的言传身教。”刘时雨说。

“青竹班”是刘时雨和副班主

任敬萱为一（5）班取的名字，竹喻

君子，以“青竹”为班名，“虚怀若

谷，苍翠有节”为班训，其中也蕴

含了老师对孩子们的两点期冀：

一是“有节”，希望孩子们可以正

直勤勉、有底线，知道有所为，有

所不为；二是希望他们像君子一

样谦虚，像山谷一样有深且广的

胸怀，在将来面对困难时，能够具

有独立战胜困难的勇气和能力。

“而这一切的前提和基础是

身心健康。”刘时雨说，“在小学低

段，孩子们最核心的任务是角色

和观念的转变，作为小学生，要养

成良好的学习习惯，然后培养一

些兴趣。”初入小学，孩子有适应

的过程，家长也有担心和焦虑，刘

时雨做的则是接纳和帮助。开学

之初，他对全班 49 个小朋友的家

长进行了“电话家访”，去了解家

长们担心的共性问题，以及不同

孩子需要特别关注的地方。然

后，他在信中告诉家长们：孩子远

比我们想象中优秀得多。

副班主任敬萱用“与时俱进”

来形容这届孩子带给自己的感

受。“我从教十余年，带过三届一

年级，这一届的孩子学习能力、自

我管理能力都更加优秀，孩子们

能够很好地关注到细节，会主动

地清理教室里的垃圾，把班级当

作自己的小家去爱护。”

“ 他 们 对 我 应 该 是 又 爱 又

怕。”敬萱说，“上课时，我对孩子

们都很严格，孩子也表现得比较

怕我，但我们之间并不疏远。”一

次，一个男孩下课时溜到老师旁

边，冷不丁地问：“敬老师有男朋

友吗？”敬萱笑了，她觉得孩子很

可爱，那一刻，她觉得自己和孩子

们更像是朋友。

“不要高高在上，俯下身子，

站在孩子的视角看孩子，你会发

现所有事情一下子就能理解了。”

提到信中反复向家长传达的“心

平气和”教育理念，刘时雨做出了

这样诠释，心平气和地与孩子相

处，才能有懂得孩子的时间与空

间，才能更好地做到换位思考，拉

近成人与孩子心灵的距离。

“心平气和”对于刘时雨而言，既是

教育的核心态度，也是指导行动的重要

策略。

很多人上学时都曾听过或是做过，

在一张纸上画老师的“小像”进行恶搞

或玩笑。刘时雨也遇到了。

课间，他发现一个男孩在纸上画了

一个“人和动物的结合物”——熊的轮

廓，刘老师的脸。见状，刘时雨也怀疑

这是不是孩子在恶搞，但他没有立马去

质问或批评孩子，而是问他：“为什么要

这样画呢？”孩子告诉他，因为熊很强

壮，他觉得刘老师很可爱，像动画片里

强壮的熊，所以他创作了这幅画。

原来是因为喜欢老师。“如果稍微

急躁些，先入为主地批评了孩子，不免

就会伤了他的心。”刘时雨表示，在沟通

中，心平气和必不可少。家长工作忙碌

了一天，在与孩子相处前更要先调整好

自己的情绪，先做到理解，才能解决问

题。

把一个听话的孩子送回家，不如教

给家长能让孩子听话的方法。“表扬与

批评的艺术”便是刘时雨传授给家长们

的有效经验。

一次，有家长向刘时雨求助，“孩子

在家里，写字总是三分钟热度，即使表

扬了也不能坚持，不像在学校那么积

极，怎么办？”刘时雨分享了自己的方

法：不要表扬行为，而是表扬品质。不

表扬某一天写字的成果，而是表扬孩子

已经坚持了多少天，并鼓励孩子“如果

能一直坚持下去，一定会更棒的”。“横

纵向结合对比，通过未来预期正强化来

培养必备品格。品格一旦建立，能解决

不少类似的事情。”刘时雨说。

在批评教育上，刘时雨也有他的巧

招。直接指出孩子的错误，或是禁止他

做出类似的行为，往往很难达到理想的

成效。刘时雨则通过循循善诱的方式，

让孩子自己说出错误之处，从而进一步

自发地去改善行为。

一年级的孩子大多活泼好动，午休

枕也成了他们课间玩耍的“玩具”之

一。孩子们有时会把枕头在楼梯间扔

了捡、捡了扔，以此取乐。当刘时雨出

现在一个刚刚捡起枕头的孩子面前时，

孩子下意识想“逃走”，刘时雨叫住了

他。“等会儿，你能给老师介绍一下手里

是什么东西吗？”刘时雨问道，孩子说是

枕头。刘时雨接着说：“哇，它真可爱，

软绵绵的，还是小兔子的造型呢。那它

是用来做什么的呀？”孩子答道：“是午

休的时候用的。”“是在哪里午休呢？”

“它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随着问

题接二连三地抛出，孩子也知道了自己

的不对。

“其实孩子一开始就知道自己不

对，但我们需要让他明白是哪里不对，

为什么不对。”刘时雨说，“在一问一答

中，就帮孩子把问题捋清楚了，他自己

也会知道向哪个方向改正。”这样的方

式也让孩子更容易接受，因为老师不是

在批评他，而是在帮助他。家长也可以

多尝试这样的方式，或许能收获意想不

到的效果。

理念理念
俯下身来看孩子俯下身来看孩子

沟通沟通 教育策略不可少教育策略不可少

共育共育 真诚藏在细节里真诚藏在细节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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