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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张文博

2022年，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家庭教育促进法》落地近一年，让原本个体家事的“家庭教育”具有了双重属性，既是关乎个人和家庭福祉的“家事”，也是关乎国

家和民族命运的“国事”。

在后疫情时代的家庭教育现状下，孩子从学校进入“网校”，又从“网校”回归学校，这些变化，都对传统的家庭教育提出了很多挑战。不可否认，每一个家庭教育水平

的认知深度、教养参差不齐，一方面加剧了学生间的差异，另一方面又反过来激化了亲子矛盾。时代、社会和家庭，都呼唤着明确而具体的方法指引。

回顾这一年，作为家庭教育专业媒体，我们从家庭教育工作思维出发，着力缩减、化解亲子矛盾，对家庭教育中常见的问题，给出针对性的意见，以及专业的思考、探索

与行动。

面对即将到来的2023年，让我们重新回归教育的常识和本质，从家长的自我学习、家校配合等五个方面做起，为成为更好的父母共同努力。

家校合作是教育
好孩子的基础

一个孩子的成长过程，离不开

学校教育，但学校教育没有家长的

支持，也难以成功。因此，学校和

家庭是一对不可分离的教育者。

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老

师和家长是同一出发点上的队友；

父母的养育滋养了孩子的心灵，老

师的教育发展了孩子的学识。二者

有着共同的责任与使命——让孩子

成才。

家长和老师这对队友，需要信

任与配合，在孩子成长的道路上，

肩并肩，一起走。老师通常是站在

中立和客观的角度看学生，而家长

偶尔会带有亲情的因素。当家长对

老师产生不信任，也会导致孩子不

信任老师，即使才能再出众的老师

对孩子的教育也是无效的，这对孩

子的成长无疑是一种伤害。

如果教育是一棵大树，父母的

爱和教育就是根基，而学校和老师

的教育就是枝干，双方配合才能开

出赏心悦目的花朵。信任老师是每

一位家长的必修课，家长和老师一

条心，才是我们教育好孩子的基

础。

希望所有家长都能明白，家长

和老师配合得越好，孩子的教育就

越成功。

正确对待孩子犯
错很重要

教育学者尹建莉说，一个缺少

尝试、不犯错误的童年是恐怖的，

每一个错误都可以成为生命的转折

点。世事无常，我们无法替孩子安

排完美的人生，我们唯一能做的，

就是让他们懂得从自己的错误中找

到出口，开创新局面，而不是畏惧

哭泣。

孩子犯错不可怕，可怕的是父

母对待孩子犯错的错误方式，那将

是生命中隐藏的悲伤。如果孩子犯

错后，得不到包容与接纳，只有批评

与指责，他们在未来更难以坦诚地

面对自己的过错，更倾向于隐瞒过

错。这会让孩子一直处在恐慌中，

逐渐变得胆怯而自卑，战战兢兢，看

父母脸色行事。

同样，当孩子犯错时，家长过度

的娇惯、放纵更是会害了孩子。不

要以年龄、偶然等借口帮孩子逃避

错误，孩子除了需要正确引导，也需

要在错误中成长。纵容孩子的小

错，日积月累，慢慢就会凝积成明天

的大错，甚至也许会造成无法挽回

的局面。

挣扎坐起的婴儿，蹒跚学步的

孩童，都是在不断犯错、经历过无数

次失败后，才最终学会了奔跑，这是

孩子人生中必经的历程。

考差了，大发雷
霆是最大的误区

学习的主体虽是孩子，但家长

却是孩子学习路上最好的帮手。在

孩子的学习过程中，家长的陪伴尤

为重要。在这个时期，请家长千万

不要说“没时间，要工作”，再忙

也请抽出时间来关心孩子的学习进

度。

面对他们的压力，陪他聊聊天，

谈谈心，帮助孩子放松一下紧绷的

神经；面对他们的拖延，家长更要及

时鞭策，适当地催促一下，让他有点

紧迫感。家长的有效陪伴，就是对

孩子学习最大的支持。

家长不能只享受孩子优秀的果

实，却不给予付出。这种付出不仅

仅是家长为孩子创造的良好环境，

为孩子进行的学业投资，更多的是

指家长在孩子成长中的陪伴和鼓

励。

一次考试分数的高低是偶然

的，孩子取得好成绩高兴庆祝时，家

长要避免孩子沾沾自喜；在孩子偶

然失利时，也要陪他接受成绩，一起

查缺补漏。此时的教训、怒火都只

会增加孩子的压力，让你和孩子变

得越来越疏远。

家长是孩子永远的避风港，不

要让考试成绩成为亲子关系的试金

石。只需要一点鼓励、一点耐心，你

和孩子之间的距离近了，沟通也会

变得更加顺畅。

教育是信服，而
不是降伏

孩子成长过程中，对自我的认

知绝大多数来自最亲密的人，尤其

是家长的评价。

家庭教育更重要的是对话、理

解，利用家长“权威”对孩子进行指

挥，只会让孩子逐渐远离你。当父

母和孩子在某件事上发生争执时，

父母总是要求孩子按照自己的意愿

行事，甚至会用威胁的手段来强迫

孩子改变主意。

“我这都是为你好。”“我吃过

的盐比你吃过的饭还多，听我的错

不了。”“我生了你，你就得听我

的。”……这些看似很有道理，但

又不太讲理的说辞是最令孩子反感

的。

父母应该彻底抛弃高高在上、

板起面孔说教的架子，变居高临

下为与孩子平等相处。这样，孩

子 才 能 变 得 愿 意 向 父 母 吐 露 心

声，从和父母“对着干”变为愉

快合作。

除了学习，还有
比分数更重要的

孩子第一要务是学习，在学习

中寻找到自己理想，用知识铺垫去

往未来的路。但有些比分数更重要

的，家长们不要忘记。

第一，身心健康。处在青春期

的孩子是非常情绪化的，负面情绪

也比较多。家长要及时帮助孩子处

理负面情绪，积极朝着好的方向进

行引导。同时，也要记得鼓励孩子

参加散步、打球、舞蹈……这些活动

让孩子疏解压力的同时，还能拥有

良好的身体素质。

第二，正直勤勉。孩子可以成

绩低，但绝对不能做一个撒谎、作恶

的人。成绩不能代表一切，而优秀

的品行才是让孩子受益终生的。不

思进取，将会永远原地踏步，井底之

蛙注定无法理解鸿鹄之志，培养孩

子做一个勤劳的人，让每一步走得

踏实，走得有意义。

第三，独立的能力。独立，才是

孩子一生最强大的软实力。孩子不

应该是躲在温室里的花朵，他们应

该像野外的植物一样，去经历与病

虫、风雨的殊死搏斗。

只有经历过严寒酷暑的考验，

才能长成参天的大树。只有父母放
手，孩子才会长出独立的翅膀，漫步
云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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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们想说的是，这世上不存在完美的父母，所以，你也不必苛责自
己。一个可爱的家庭，并不是聚集了一群完美的人，而好的父母，也是有缺
点的人。

孩子身上展现出的舒展个性、积极态度，就可以证明：不完美，一点都没
耽误成为好父母。请你相信自己的独特之处自有它的价值，你散发出来的
能量，能让家里每个人都能找到最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不要试图成为一
个完美的父母，你应该给孩子塑造的榜样是：面对人生中的不完美，仍能展
现那种优雅从容坦荡的风范。

因此，我们追寻的不应该是完美，而应该是完美的爱。也许你想做完美
父母的初衷是为了爱孩子，然而实际上追求完美却是“无条件的爱”的敌人，
会让你与爱渐行渐远。

没有完美的父母，只有不断成长的父母。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其实也是
家长学习做父母的过程，不要责怪自己，对于孩子而言，你就是最棒的父母。

新的一年，愿你我都能成为更好的父母！

国内统一刊号：ＣＮ５１－００５２ 邮发代号：61－141 第117期 总第376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