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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马晓冰）为进一

步发挥社区教育在青少年成长中的

重要作用，成都市锦江区将每月第

一周周末设为“锦江幸福家庭日”，

倡导全区各学校、社区及12万学生

家庭，开展各类亲子活动，为高质量

的亲子陪伴提供正确打开方式。

多彩活动，家校携手传递
幸福故事

在成都市七中育才学道分校开

启的 3 月“幸福家庭日”活动中，

学生们按照“愿望清单”的任务要

求，带着问题采访家人，再根据收

集到的具体内容为家人列出愿望清

单。这份为家人量身定制的“愿望

清单”就是一个个幸福小目标，孩

子们需要尽己所能去完成它们，在

尝试中创造惊喜，在付出中传递真

挚的爱。据学校及家庭反馈，该活

动使家长、老师和学生亲密互动，

愿望清单顺利达成后，孩子们很有

成就感。

成都市天涯石小学昭忠祠分校

也积极响应“幸福家庭日”活动的号

召，组织全校学生家庭开展了以“美

好时光，‘食’刻相伴”为主题的家庭

日活动。通过亲手制作、相互协助，

孩子们与家人共享幸福滋味。在锻

炼孩子生活能力和动手能力的同

时，也促进亲子之间的沟通和交

流。孩子们在劳动中学会了体谅父

母，增进了亲子感情。

在成都师范附属小学慧源校

区、成都市锦官驿小学等学校，“小

手拉大手，我是家务小能手”活动也

相继开展。孩子们利用周末时光与

家长一起，或打扫卫生，或共做一道

菜肴。小小的家务事，串联起家庭

互动的幸福美好。

成都市第二幼儿园望江园区邀

请家长走进校园，共赴了一场春日

约会。学校提前布置了一个个精美

摊位，孩子们当起“摊主”，带给家长

一次难忘的体验。

自去年12月“幸福家庭日”活动

开展以来，锦江区各学校均结合校

情、学情、家情，根据学生所处的不

同年级，分别设定活动内容，取得良

好成效。

相约春天，“幸福家庭日”
社区在行动

春回大地催新绿，植树造林

正当时。3 月“幸福家庭日”，锦

江区沙河街道汇泉路社区开展了

“我是春天小卫士”环保绿植活

动，邀请辖区自闭症儿童、声障

儿童家庭参与。通过亲子种植活

动 ， 传 递 对 特 殊 儿 童 家 庭 的 关

爱，搭建起社区、家庭与孩子之

间分享幸福的平台。

锦江区东湖街道翡翠城社区

则与成都师范附属小学华润分校

携手，在 3 月 5 日开展了“扬雷锋

精神·传美德火炬”主题活动。孩

子们手拿夹子、垃圾袋，由家长带

领，在公园拾捡道路、草坪上的纸

巾、果皮等垃圾。同时，翡翠城社

区还发起了“随手扶”活动，招

募志愿者家庭共同维护辖区内共

享单车停放情况，把摆放不规则

的单车排列整齐。活动负责人表

示，此类活动将在社区常态化举

行，并成为“幸福家庭日”的重要

组成内容。

锦江区社区教育学院副院长滕

丽表示，开展“锦江幸福家庭日”

活动，旨在转变家长理念，引领孩

子科学、健康、快乐生活，主动参

与家庭事务、关爱家人、服务身边

环境，培养孩子感受爱、富有爱、

传递爱的品质和做人做事的好习

惯，在活动中增强亲子沟通，深化

家校社共育“凝聚力”。

（图片由锦江区社区教育学院
提供）

3月21日是第23个世界睡眠日，

中小学生的睡眠问题值得关注。如

今，不少中小学生睡眠不足，部分学

生甚至成为睡眠“特困生”。

中小学生睡眠不足的原因是多

方面的。例如学习压力大，为成绩

而焦虑导致的睡眠不足；做作业速

度较慢，或经常性存在作业困难，

由作业导致的睡眠不足；父母要求

太高，在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后，

还要再给孩子加任务导致的睡眠不

足；受“夜猫子”型父母生活习惯

的影响，习惯性晚睡导致的睡眠不

足；沉迷网络，被手机所困导致的

睡眠不足……

当孩子睡眠不足时，其显著表

现是上课没精神，经常打瞌睡。少

数学生由于长期睡眠不足，上课时

总是昏昏沉沉，精力无法集中，导

致学习跟不上，由睡眠“特困生”

变成学习上的“学困生”。睡眠不足

还会影响孩子的发育和健康，所

以，中小学生的睡眠问题，需引起

高度重视。

首先，要重视睡眠的重要性。一

些教师及家长总希望学生多点时间

学习，认为这样就能提高学习成绩，

这种观念是错误的。学习成绩好坏

与学习时间长短并非正相关的关系，

没有足够的睡眠，就没有高效率的学

习，充足的睡眠能促进学生大脑发

育、骨骼生长、视力保护及身心健康，

是学生能否集中精力学习的重要前

置条件。

其次，加强对学生的睡眠管理。

睡眠管理可分为三个方面：一是睡眠

时间的保障。一般而言，小学生每日

睡眠不低于 9 小时，中学生不低于 8

小时；二是制定科学的作息时间表，

在严格执行作息时间表的同时，家长

要配合做好对孩子的时间及睡眠管

理工作；三是严格控制作业量及难

度，最大化减少学生因作业导致的晚

睡或熬夜。

第三，提高睡眠质量。在睡眠时

间得到保障的同时，还应关注学生的

睡眠质量。提高睡眠质量，需做好以

下几方面的工作：关注学生心理健

康，让学生保持良好心态，心态好对

睡眠非常重要；睡前洗个热水澡、泡

脚、喝牛奶等，能让学生放松身心，有

助睡眠；自我暗示，让身体适应睡眠；

不在睡前看手机。

学校和家庭携起手来，重视学生

的睡眠问题，睡眠“特困生”才能早日

脱“困”。

专业、优质的家庭教育是教育的

基础场域，而教师是承担家庭教育指

导工作的基本力量。为提升新教师家

庭教育指导的针对性，成都高新区展

开了问卷调查。调查面向一线教师、

家长和社会人员发放问卷，共回收教

师卷 206 份、家长卷 2299 份、社会卷

310份，从教育意识、教育能力以及社

会支持等方面，对调查结果进行了统

计分析。

调查显示，在教育意识上，95.82%

的家庭是父母负责孩子的生活与学

习；99.96%的家长认为父母是孩子的

第一任老师；99.65%的家长注重与老

师的沟通。数据表明，家长的家庭教

育意识非常强烈，但在实际教育过程

中，很多家长往往力不从心，60.29%的

家长对目前自己的家庭教育现状满意

度不高。

教师层面，99.51%的教师认为家

校共育很有必要；97.54%的教师会主

动与家长沟通孩子学习、品德、生

活、情感等方面的问题，认为家校共

育能更全面了解孩子，增进亲子、师

生间的感情，形成家校共育合力。但

在开展家庭教育指导工作时，有近一

半的教师没有充分考虑到家长的具体

需求。

而 接 受 调 查 的 社 会 人 士 中 有

69.68%对相关政策具体内容知之甚

少。

在教育能力上，家长家庭教育专

业知识较少，在教育中存在诸多问

题。比如，87.08%的家长不是特别了

解孩子所处年龄阶段的特征。但家长

学习的愿望比较强烈，有 87.21%的家

长认为家庭教育是需要学习提高的，

有83.78%的家长愿意接受专业的家庭

教育指导。

学校开展的家庭教育指导活动也

存在诸多问题。数据显示，68.93%的

学校有督促鼓励教师学习家庭教育知

识的相关措施机制，62.62%的学校有

针对家校共育的评价机制。学校比较

重视家校共育，但在家长、教师需要进

行专业的家庭教育指导背景下，学校

并没有为此提供较为完备的保障机

制。接受调查的教师中有42.72%并未

受过专业的家庭教育指导培训，他们

大部分的家庭教育知识来源于自身教

育教学经历。

社会层面对教育关注的意识淡

薄且能力不足，有 43.23%的社会人士

从未接受过家庭教育方面的学习和

指导。

从调查中可以看出，目前家长、学

校、社会在家庭教育指导方面的现状

不容乐观，各方对家庭教育相关政策

关注不够，学习较少；家长虽重视家庭

教育指导，但科学且有效的方法不多；

学校和社会缺少对家庭教育的专业指

导培训，家校社协同机制不健全。

为新教师补上家庭教育指导力这一课——

增知增知 赋能赋能 聚力聚力，，做专业的家庭教育指导者做专业的家庭教育指导者
■ 成都高新区朝阳小学 刘菲 李佳楠

《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第三十九条明确规定了“中小学校、幼儿园应当将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纳入工作计划，作为教师业务培训的内容”。加
强家庭教育指导工作，提升教师的家庭教育指导能力以及家长的家庭教育水平，成为学校工作关注的焦点问题。

成都高新区通过问卷调查、经验梳理等系列研究，提出了面向新教师培训的增强家庭教育指导专业性的具体路径：让家长学起来、让学校走出去、让社会
强联系，依托工作室和学校课程体系，增强共育知能，凝聚育人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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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从问题入手，找准家庭教育着力点

家庭教育不是一项单纯的由

家长或教师实施的教育，而是一

项社会系统工程。以家庭教育为

基础，学校教育为专业引领，加强

社会教育宣传，积极构建全面、科

学、和谐的“三位一体”的家庭教

育网，发挥教育合力。

多维发力，提升家庭教育指
导力

《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

和发展的决定》要求“学校要与学

生家长建立经常性联系，加强对

家庭教育的指导，帮助家长树立

正确的教育观念。”学校与家长要

建立双向互动，从封闭式指导逐

步走向开放式交流，从单一式讲

授走向多元式互动。

从新教师入职起，高新区便

对新教师开展了针对性、系统性、

全面性的培训，各学校还以课程

视角为新教师提供了开展家庭教

育指导的相关学习与活动，构建

起家校社同心同向的课程体系。

以成都墨池书院小学为例，

学校以家长实际问题与需求为导

向，系统构建了家庭教育课程体

系“大学生”课程。针对不同年段

的家庭教育指导需求，新教师成

立了“幼小衔接”指导项目组、“青

春期性教育”指导项目组；针对不

同层次需求的家庭教育指导，新

教师成立了“习惯养成”指导项目

组、“学习进阶”指导项目组、“人

际交往”指导项目组等；学校还聘

请了专业家庭教育指导讲师、名

优班主任等进校或在线进行团体

或个别指导。

用好“教师学习共同体”也是

提升新教师家庭教育指导力的有

效路径。教师学习共同体可以是

教研组、学年组、备课组等不同层

次的正式组织，也可以是教师自

发成立的非正式组织，如专业沙

龙、教师工作室、教师论坛、教师

微信群等。学习共同体能提高教

师的合作意识和协调能力，促进

教师之间专业知识和经验的分

享，提升教师的实践智慧。

家庭教育指导是一项实践性

很强的工作，教师除了加强理论

学习，更要把理论应用于实际，这

就需要丰富的案例给予启发和引

导。高新区面向新教师进行了案

例征集，遴选出具有代表性的优

秀案例交流展示，提升新教师育

德能力。区内多个名师工作室联

合社交媒体制作了育儿专题节

目，针对家校共同关注的亲子教

育问题进行研讨交流，形成了多

工作室、多学段、多学科、多维度

的亲子教育线上网络课程。

凝聚合力，改善家庭教育质
量

提升新教师家庭教育指导专

业性还需多方发力，协作共进。

家庭重学习精进。家长要主

动了解相关教育政策，更新教育

观念，提高家庭教育技巧，改善家

庭教育质量，在实践中实施、反

思、改进，促进教育方式真正转

变。父母家庭教育专业知识的扩

增应与孩子成长同步，构筑“学习

型”“专业型”家庭。

学校重沟通指导。教师要

主动参与学习培训，积累教育

经验、案例，给予家长及时有

效的指导。学校可以利用每周

固定学习时间开展家庭教育专

题讲座，邀请家庭教育专家从

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对教师进行

指导和培训。区域要从政策、

管理的角度建立健全组织保障

机制，为学校、教师顺利开展

各项家庭教育活动提供良好氛

围，整合区域优势资源，增强

引领力，扩大影响力。

社会重资源供给。社会支持

可以使家庭教育向外延伸，社会

要利用自身优势，或提供平台、或

参与指导，发挥协同作用，提供学

习机会和资源，让“协同育人”成

为良好的社会文化。

行动：增强共育知能 追求成长合力

在教学过程中积累

自身受教育过程中的知识经验积累

从书籍、报刊和网络上学习

专家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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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是否接受过关于如何进行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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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减”背景下，您认为学校开展的家庭教育指导活动存在的主要问题有哪些？

睡眠“特困生”需尽快脱“困”
■ 吴维煊

“锦江幸福家庭日”，开启高质量亲子时间家 教 快 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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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家务”——包饺子

本版制图：彭浩然

“随手扶”活动——摆放共享单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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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对自己的家庭教育现状满意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