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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人民政府
《协同融合的区域家庭教育指导服务
体系》

经过多年实践探索，成都市青羊

区创新构建并运行了一种体现融合特

点的“区域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

整体协同推进家庭教育指导服务活

动，有效解决家庭教育指导服务思想

零碎、活动无序、力量分散等问题，着

力培养合格家长，成就优质家教，助力

学生健康成长。

四川省剑阁县香江实验学校
《构建多元家本课程促进家校协同育人》

剑阁县香江实验学校处于城乡结

合部，学生家长普遍文化程度不高，

教育方法不当造成的亲子关系紧张问

题频出。学校以构建多元家本课程为

根基，构建教师、学生、家长成长共

同体，形成共学、共乐、共和谐的家

庭教育氛围，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个

性化发展。

四川省成都市实验小学
《成都市实验小学家长发展学校的建
设探索——成都市实验小学开展家庭
教育指导服务工作案例》

成都市实验小学依托家长发展学

校的机制建设，在家长学校的自主管

理、家长资源的充分运用、家校课程

的开发与实施方面持续探索、不断完

善，形成了一套较为成熟的基层工作

参考方案，让家长逐渐实现从“受教

育者”到“教育合伙人”“教育者”

的转变。

四川省成都市龙泉驿区天鹅湖小学
《同心同行 爱在湖畔》

成都市龙泉驿区天鹅湖小学坚持

五育并举，致力于通过构建同德同

心、同向同行的新型家校关系促进学

生的全面健康发展，助力学生成为高

尚的担当者、智慧的学习者、艺术的

创造者、健康的生活者和热忱的劳动

者。

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教育局
《构建家·校·社协同育人机制 打造有
温度的家庭教育服务圈》

成都市金牛区坚持“育人为本、

政府统筹、协同共育”的原则，始终

把家庭教育作为重要的民生工程来

抓，深度融入社区发展治理，持续推

进家庭教育内涵发展、品质发展、创

新发展，建设有温度的家庭教育服务

圈，全面构建家庭学校社会协同育人

新格局。

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银杏小学
《“双减”背景下学校家庭教育指导服
务体系构建》

在“双减”背景下，成都市锦江区

银杏小学深入分析学校家庭教育指导

服务现实问题，明确家庭教育指导服

务目标及内容，并形成相应的实践路

径，积极推进家校协同合作，构建促进

学生全面成长、创新发展和终身学习

的良好教育生态。

中共北京市东城区委教育工作委员
会、北京市东城区教育委员会

《创设育人新赛道 打造育人新动能》
北京市东城区自 2013 年就启动

了家校共育工作，指导学校成立家

长教师协会，引入教育合伙人。经

过持续用力，东城区家校社共育工

作得到了长足进步，家校社协同育

人工作已经从区内小平台逐步走向

北京市，乃至全国的家校社共育大

平台。

四川省军区第二幼儿园
《文化为根，家庭为引，构建家园社共
融模式》

四川省军区第二幼儿园以文化

为根，家园为引，课题为支架，建

立家园“互生共融”的新型合伙人

关系，积极探索协同育人运行机

制，建构开放性家园共育场域，形

成全员、全程、全方位协同教育模

式。

四川省成都市文翁实验小学
《“双减”背景下小学家校协同育人的
新样态》

成都市文翁实验小学从小学低

段、中段、高段分别思考了家校共育

中需要解决的问题及实践策略，通过

案例介绍了教师面对不同类型家长

的沟通技巧以及小学家校共育的实

践策略。

四川省成都市新津区五津初级中学
《家校社共育 为爱点亮暖灯——五津
初中家校社共育工作的实践案例》

成都市新津区五津初级中学强化

家校社共育工作的机制建设，以“校长

有约”为切入点，在探索和实践过程

中，进一步完善家校社共育工作，为孩

子的健康成长点亮暖灯。

（记者 张文博）

如何培养一个内心充盈、有幸福

感，能够积极面对未来的孩子？中国

积极心理学发起人、清华大学社会科

学学院院长彭凯平表示，现在我们正

面临一个新的心理危机，疫情以及

“疫情后时代”的一些变化，给孩子们

带来了四个特别严重的心理挑战：学

习无动力，不想学，必须靠父母逼着

才能学下去；对真实世界无兴趣，沉

迷于游戏和各种社交媒体；社交无能

力，不知道如何与人打交道；生命无

价值感，不知道活着是为了什么。

与此同时，老师和家长也面临

问题，家校之间的矛盾冲突引发了

焦虑、恐惧、烦恼、杂乱，甚至抑

郁，造成身心不健康，包括失眠、

疼痛、食欲变化。心理学家一直试

图用各种方法去化解人类的身心不

愉快，包括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

荣格的分析心理学等，但是都没有

真正解决问题。

直到上世纪80年代，心理学家丹

尼尔·魏格纳做了一个实验，要求参

与者尝试不要想象一只白色的熊，结

果人们的思维出现强烈反弹，大家的

脑海中快速浮现出一只白熊的形

象。魏格纳由此证明：如果我们试图

忘却、压抑、控制、逃避各种创伤、痛

苦、烦恼，可能这些创伤、痛苦、烦恼

反而会以更强烈的方式反弹，这就是

著名的“白熊效应”。因此，应对“白

熊效应”的办法是不去控制与转移念

头，而是用积极体验替代、转移消极

体验。

谈到应该培养哪些积极心理品

质，彭凯平认为，首先要培养心理

韧性，也就是在挫折、痛苦、失

败、打击、逆境中可以迅速恢复到

正常状态，并且可以耐磨、抗压、

不断成长的能力。

“其次，在人工智能时代，机器能

够做很多事情，但是美感、幸福感、意

义感是机器做不到的，这些也是我们

应该培养的积极心理品质。”彭凯平

说，人工智能可以取代我们算题、做

事、干活，但是不可能取代人类的创

造力、想象力、同理心等积极心理品

质。

彭凯平表示，培养积极心理品质

的方法有很多。其中，帮助我们正确

应对压力、调整情绪、实现创伤后成

长的积极心理“八正法”，简单易行，

能够很快地让我们的心情好转，恢复

到正常状态。比如，平稳呼吸、学习

闻香、抬头挺胸、坚持运动、学会倾诉

等。

光控制负面情绪还不够，我们还

得产生积极情绪。彭凯平谈到，积极

心理学提倡积极教育，把人类进化选

择出来的天赋才华，比如同理心、审

美感、创造力培养起来，孩子就会在

心理冲击面前，在未来的人工智能挑

战面前，甚至在不确定性的挑战面

前，活出心花怒放的生活。

20232023家校社协同育人发展十佳优秀案例家校社协同育人发展十佳优秀案例
为积极探索新时代家校社协同育人发展新机制、新做法、新经验，不断总结和推广典型实践经验和成果，2023亚洲教育论坛年会家庭教育分论坛发起“2023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发展50例”征集活动。在论坛现场，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家庭

教育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刘立频发布了《2023家庭学校社会协同育人发展50例》，并公布了十佳优秀案例名单——

“让孩子进入社会结构的中上层是多

数家长的期盼，让学生进名校是所有老师

的努力目标。”谈到教育中的“内卷”，中国

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委员李玫瑾将其概

括为以竞争为动力的催赶，即挤压式育

人。然而，金字塔结构中的中上层人群只

占四分之一，这样的情况就造成了家长把

压力全部压在孩子的身上，对孩子的未来

发展产生不客观的期望。

“内卷”让家庭失去平静，让父母失去

耐心；“内卷”让学校变成战场，让老师失去

和缓。最重要的是，“内卷”让孩子们变得

恐惧，让他们畏生而“逃”，有的选择沉迷网

络游戏等虚拟世界，也有的甚至选择结束

自己的生命。“教育的焦虑正在吞噬孩子们

的生命，很多的孩子心理生病了。”李玫瑾

谈到，许多心理疾病源于不顾心理发育规

律的养育，由外赋予的目的性超越了个体

发育的自然性。因此，对孩子的心理养育，

需要顺其“自然”。

在李玫瑾看来，世界之大，每个人都

是自然一体，自有价值。真正令人生困难

的更多的是性格缺陷，还有父母和老师在

教养中出现严重失误，未找出孩子的天

赋、优势，长期对其弱项进行施压与催

促，令其不断受挫，慢慢地变得没有自

信，最后丧失自我、一事无成。因此，作

为家长和老师，应该秉持“天生我材必有

用”的想法，帮助孩子找到他们最擅长的

领域，实现自我价值。

“龙生九子各有不同。因此，我们要尊

重自然，而不是去强求。”李玫瑾提醒家长

们，遇到天赋、品性优异的孩子，养育得越

好，他离你越远的几率就越大。他的贡献

不在家内，而是惠及更多的人，可能是全人

类。他的成就是你的骄傲，你的付出让你

和社会受益。相反，遇到资质平平、本性淳

朴的孩子，我们要善待他。如果养育得好，

他会让你感受亲情，享受天伦之乐，他甚至

会反哺，在你需要的时候给你依靠和安全

感。“两种孩子不分好坏，我们不必与孩子

较劲，更重要的目标是孩子活着且健康。”

李玫瑾说。

好的养育要为孩子做些什么？对此，李

玫瑾总结了七点：第一是人性之本，让孩子

感受到父母的温暖、鼓励和爱；第二是自立

之本，教其学会自理，能自理者才能自立，从

家务劳动做起；第三是教养之本，教其行为

规范，明确满足与快乐不得以损伤他人权利

而获得；第四是强健之本，经历体力之苦，要

有意锻炼其吃苦耐劳的心力；第五是学习之

本，唤醒好奇与探索之心，带他增长见识；第

六是社交之本，带他接触各种社会场景，教

他礼仪和待人之道；最后是立身、自信、自尊

之本，让孩子认识自我价值并赋值，不求与

人比前后，只求唯我最擅长。

在主旨演讲环节，中国积极心理学发起人、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院长彭凯平，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家庭教育学专业委员会名誉理事长赵石屏，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委员李玫瑾，分别从
培养孩子的积极心理品质、家庭教育需立足于文化自信、孩子的心理养育基于心理发育等方面进行了精彩的演讲。

为什么我们需要文化自信？改

革开放以来，西方各种文化思潮在哲

学、政治、教育、伦理等领域深刻影响

着中国文化的变迁。例如，强调不确

定性、不相信本质、否认深刻、淡化历

史、忽视秩序、否认崇拜、消解权威；

在家庭教育理念、亲子关系、师生关

系方面，主张弱化权威、强调差异、强

调自我，在很大程度上模糊了家庭教

育文化重建的价值体系。

“中国现代学校教育制度的雏形

虽然来自西方，但中华民族治家、齐

家的理论与实践却并不源自西方。”

谈到文化自信，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家

庭教育学专业委员会名誉理事长赵

石屏认为，中华民族的自信，本质上

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

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无

论是中国传统文化，还是西方现代文

化，人才培养很多都是在家庭教育领

域完成的，并没有因为时代的改变而

改变。现在盲目崇拜西方文化的人，

大多数并不了解西方文化，更不了解

自己国家文化的伟大。”

在赵石屏看来，中国的文化、生

存方式，确保了中华民族在恶劣的自

然环境威胁中，在一次又一次外族入

侵中，在残酷的生存搏斗中延绵至

今。其中，“家国同构”“国之本在家”

的生存智慧，远未被世人认识。

因此，研究中国的家庭教育文

化，首先需要立足我们赖以生存的文

化土壤，进行理论与实践的艰苦探

索，实现传统性与时代性的传承、融

合与创新，构建现代中国家庭教育的

文化哲学基础。

其次，经历了“西学东渐”的百年

历程，“注重家庭、注重家风、注重家

教”已成为“今天我们如何齐家”的命

题。赵石屏提醒，民族生存要依赖

自己文化的强大生命力，不能靠别

人赏饭吃，更不能靠别人赏赐文

化。所以，“注重家庭、注重家风、

注重家教”是一种文化回归，这种

回归是传统性与时代性的统一；是

着眼于优化家庭建设、儿童发展成

长，是立足于国家发展高度的文化

教育谋略，是立足于国家发展高度

的现代中国家庭教育学。

此外，拥有文化自信才可能有全

球视野。赵石屏指出，要用全球视野

深刻认识不同社会体制、社会文化现

实与历史，摒弃西方以资本为中心的

现代化，打破教育现代化等于选择西

方模式的思维定式，克服非此即彼的

“二极思维”。

最后她强调，在全球多样性文化

生态的框架下，推进现代中国家庭教

育文化思想现代化，构建现代中国家

庭教育学理论体系；找到传统文化与

现代中国家庭教育学的内在联系，建

立现代社会发展需要的情感、价值、

意志、行为、认知、技能的现代化是高

校需要肩负起的责任和使命。

李玫瑾

心理养育，需要顺其“自然”

彭凯平 培养积极心理品质，助力孩子心灵成长

■ 本报记者 张文博

赵石屏 用文化自信构建现代中国家庭教育学

近年来，随着我国各项教育政策和国家法律的有力推动，家庭教育

的价值得到空前重视。11月12日，以“构建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新格

局”为主题的2023亚洲教育论坛年会家庭教育分论坛在成都举行，来

自全国各地的300余名教育专家、学者、教育工作者齐聚一堂，进行了

一次思想、理念、方法的交流碰撞。

此次论坛设主旨演讲、案例发布、闪电演讲、圆桌论坛等环节，聚焦新

时代家庭教育出现的新问题、新变化和新挑战，致力于推动构建“双减”背

景下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新格局，探讨新时代家庭教育的创新做法和

先进经验，探寻面向未来的家庭教育方向，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引领家

庭教育回归本质，共同促进孩子的全面发展、健康成长。

2023亚洲教育论坛年会家庭教育分论坛在蓉举行——

构建家校社协同育人新格局构建家校社协同育人新格局构建家校社协同育人新格局
（图片由亚洲教育论坛提供）

十佳优秀案例颁奖仪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