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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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报道2

JYDB 2

JYDB

2024年2月29日 星期四
责任编辑 倪秀
编辑 向颖 美编 彭浩然

爱，从孩子的感受出发
叶德元老师的一句话触动了

我，“你的孩子感受到你的爱了吗？”

作为家长，我们很爱孩子，也在学习

爱孩子，但是，未必都是从孩子的感

受出发，我想，家长多问问自己这个

问题，亲子关系自然会变得更和谐。

作为两个孩子的家长，今后，我

要多观察、多了解、多研究孩子，争

取成为最了解孩子的那个人；根据

孩子的差异性去引导她们，通过“正

常的”“非正常的”方式，给予两个孩

子想要的、需要的，同时又能促进她

们成长的爱。如果我能坚持做到，

相信我期待的亲子关系就会实现。

——家长雍晓燕

“为你好”不是真的好
今天的讲座让人受益匪浅。曾

经的我想当然地以我的方式去爱孩

子，这些方式可能打着“为你好”的

旗帜强迫给予，还可能是“威逼利

诱”，大多数时候，没有以她能够接

受的、喜欢的方式去爱她，所以，才

会有“我爱孩子，但孩子没有感受到

被爱”的情况出现。家长应该扮演

好自己的角色，适时给予孩子关爱、

信任、引导，以及孩子作为个体成长

所需的支持和接纳。

——家长高林

学会尊重孩子
我经常思考“孩子怎样才能理

解家长”“家长如何去理解孩子”，叶

德元老师说，理解的关键是“彼此感

受到尊重”，让我很受教。当你愿意

站在孩子的角度，心平气和地和孩

子交流，接纳他的想法，尊重他的行

为，以他乐意接受的方式教育他，才

能促进家庭成员之间的情感交流，

提升家庭幸福感。

——家长王蓉

最好的教育是“在一起”
这次活动让我对亲子关系、家

校 合 力 有 了 许 多 新 的 认 识 和 感

悟。家校合力并不是单纯的家长

和学校一起管理孩子，而是“各行

其是”，允许孩子在学校、在家里的

表现不一致，给孩子留一些空间。

叶德元老师说，教育就是跟孩子一

起过的每一个平凡日子；一起面

对、处理的每一个问题；一起品尝

的每一种酸甜苦辣，我很受触动。

生活中，出人意料的问题随时都在

发生，我们要和孩子一起去分享、

面对、解决。

——家长范翠英

正确看待家庭教育的“目标”
叶德元老师的提问：“你的教

育是在追寻什么？”引发了我的思

考。每一个孩子都是家里的宝贝，

也是独一无二的个体，他似父母，

而又不似父母；他因爱而来，理应

感受单纯的爱。但在当下教育焦虑

的大环境下，父母对孩子的爱，往

往夹杂着条件。其实，营造和谐、

温馨的家庭氛围，建立亲密、信任

的家庭关系，给孩子一个幸福、温

暖、有安全感的家，才是我们应该

追寻的。

——家长陈雪飞

父母需要换位思考
叶德元老师的分享娓娓道来，

没有说教，没有高谈阔论，也没有

空洞的道理，仿佛朋友之间的家

常，又似长辈般的关怀。让我认识

到，要成为一个合格的父母，除了

反思自己以往的教育方式外，更要

学会换位思考，把“焦虑”改为“平

和”，把“对立”化为“合作”，把“权

威”变为“共情”，始终如一地爱孩

子，坚定不移地支持孩子，耐心地陪

伴他一路成长。

——家长黎友宇

让家庭教育回归平常心
听了专家和优秀家长的分享，

我深受触动。特别是叶德元老师有

关“如何做心平气和智慧家长”的

分享，让我对家庭教育理念、家长

角色认知和家庭教育方法有了更深

刻的思考。他提到的 “教育就是

和孩子踏实过日子”“孩子不需要

家长的唠叨”“方法其实不多，关

键在于落实”等观点，帮助我进一

步意识到家庭教育应回归平常心、

减少功利心。

作为家长，我们需要多听少说，

和孩子在同一个维度思考，让孩子

感受到尊重。更重要的是，家长需

要和学校一起帮助孩子成长为他自

己的样子，静待花开。

——家长梁琳

Q：我的两个孩子相差4岁，性格差

异大，生活中常常发生争执和冲突。并

且，由于个性不同，适用于姐姐的管教

方法，在妹妹身上就无法奏效。如何协

调两个孩子的关系，让她们和睦相处？

高祥：人的差异性是宝贵的，体现

在不同的长相、经历、个性和爱好上。

每个家庭成员首先是个体，然后才是

“父母”和“孩子”，我们应理解并尊重彼

此的差异，欣赏各自的特点，通过学习

对方擅长的事物来拓宽自己的视野。

家长可以将争执视为学习和沟通

的契机。在家庭或团体中，要允许争论

的存在，我们可以针对问题发表不同的

见解，碰撞出更多的观点和思路，但争

论只限于问题本身，要避免人身攻击和

伤害性语言。在家庭和团体中，沟通是

解决问题的关键，保持平等、尊重、友爱

的氛围至关重要。

家长要给孩子一个允许张扬个性

的空间，让每个家庭成员都能保持自我

特性的同时，学会团队合作。各美其

美，美美与共，是家庭教育的目标，也是

我们应该追求的和谐社会氛围。

Q：我的孩子今年9岁，上小学三年

级，现在与我无话不谈。孩子进入青春

期后，是不是不会再像现在这样愿意对

我敞开心扉？我应当如何维持良好的

亲子沟通？

叶德元：家长要理解孩子在成长过

程中，心理防备逐渐增加的过程，尤其

随着年龄增长，交友重心可能发生偏

移，家长要真正站在孩子的角度理解，

而非仅凭自己的意愿去要求。

不要过度强化青春期孩子的叛逆

标签。青春不代表叛逆，而是珍贵的时

光。在这个阶段，家长要允许孩子学着

长大，经历试错，并以陪伴为重，成为他

们坚实的后盾。只有这样，在孩子需要

帮助时，他们才会主动寻求父母的支

持。针对青春期叛逆等问题，研究方法

不如研究人，只有深入了解每个孩子的

内心世界，与孩子建立深厚的信任与连

接，才能引导他们表达真实自我，适时

成长。

Q：在学习上，我尝试过将主动权归

还给孩子，遗憾的是，孩子在获得自主

权后，并未学会自我管理，甚至偏离了

我的初衷，但是，他在学校表现不错，为

什么我的教育方式对他不起作用？

叶德元：任何事物若缺乏有效的控

制与管理，都容易失控。在教育孩子的

过程中，我们要摒弃急功近利的心态，

关注他的每一次进步，避免与孩子形成

对立局面。既然孩子在学校表现得好，

说明他信任并愿意配合老师，我们可以

请老师帮忙，家校合力解决问题。

教育是一个长期且需要持久耐心

的过程，我们要保持平和的心态，看到

孩子的进步与付出，积极借鉴他人的有

效方法，尝试多样化的教育手段。面对

孩子成长中的挫折与挑战，给予充分的

理解与支持，陪伴他们共同渡过难关。

高祥：教育的本质是对人的个性化

塑造，每个人因其独特性而无法完全复

制或遵循他人的既定轨迹。每个孩子

都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存在，因此，

家长要避免为孩子设定一个我们认为

正确且理想化的框架，更不要用我们

自认为合理的期待，去束缚他们的成

长路径。

相比调侃开学是“神兽归笼”，成

都师范学院教师高祥认为：“老师、

学校的翘首以盼，同学、伙伴的欢

乐重聚，爸爸妈妈坚定的信任与

爱，一起去探索知识世界的无畏与

热忱，才是开学应该传递的意义。”

她说，家长可以通过一个拥抱、一

句鼓励、一个微笑、一次牵手、一

餐饭、一封信，向孩子传递对新学

期的祝福。

“除了给孩子营造有仪式感的开

学氛围，家长还要做孩子温暖的同行

者。”高祥表示，校家社协同育人形成

的良好教育生态，应支持孩子去过美

好的教育生活，增加学习的广度与深

度，而不是将他们塑造成只会应试、

无暇他顾的“学习机器”。

“学习不止在课堂，它是广义的，

多种方式的。家庭和社会不应该是

学校课堂的复制品，而是与学校课

堂共建完整的学习空间。”在高祥看

来，学校课堂呈现的是知识的核心

结构，社会这个大课堂则是将知识

的更多面相，用更鲜活的案例展现

出来，它们彼此呼应、相辅相成。

“社会提供丰富多样的公共教育资

源，比如博物馆、科技馆、社区儿

童活动中心等场所定期组织的各种

有意义的活动，为孩子们搭建了多

元化成长平台。”

家长作为孩子最亲近的同行者，

可以用自身的学习力去感染孩子。

高祥建议，家长和孩子在新学期做一

份发现学习多种可能与意义的计划，

让孩子的感官和心灵获得多层次的

学习体验，“打开孩子的多重感官，和

孩子一起去领略学习的多种可能与

丰富性。”

家 长 感 悟

互 动 答 疑新学期
做孩子成长路上的同行者

■ 本报记者 张文博（图片除署名外由主办方提供）

新学期到来，同学们

拟定好新的学习计划与

目标了吗？爸爸妈妈们

做好陪伴、引导的身心准

备了吗？……带着这些

问题，我们走近四川省家

庭教育公益宣传活动“天

府家长‘慧’”，与全国模

范教师、成都市“十佳班

主任”叶德元，成都师范

学院教师高祥，家长代表

刘成文、董海蓉一起畅谈

“开学”这件事，给家长、

孩子一份新学期的“成长

秘笈”。

新学期开启，孩子们将重新

投入到紧张而充实的学习生活

中，如何让孩子快速进入学习状

态？活动现场，家长刘成文分享

了自己的“小妙招”——立“项

目”。在开始一个“项目”前，孩子

们都会提前做规划，划分不同阶

段，并为每个阶段设定明确的目

标，达到既能完成“项目”，又能拥

有休闲时间的效果。

“比如，当假期作业变成‘项

目’后，写作业就不再单调乏味，

而是充满了挑战性和成就感。”刘

成文说，“项目”开启后，每次询问

“项目”进度，两个女儿都胸有成

竹，立马清点：“没问题，语文还剩

几页，数学还剩几页……”有时，

刘成文还会“趁热打铁”，承诺她

们，如果能提前完成作业，就一起

去做一件她们喜欢的事情，进一

步调动孩子的积极性。

“提前做好规划，把选择权和

心愿留给孩子，作业不再是被动

去完成，孩子对即将到来的事物

充满期待，与家长的亲密度也会

更高。”刘成文说，这份成就感不

仅能让孩子收获自信与自律，还

将激发他们在今后的学习和生活

中，以更加积极的态度面对各种

挑战，不断追求进步。

在家长董海蓉看来，让孩子

享受学习的乐趣，也是重要的一

环。她会给小儿子列出学习、运

动、游玩的具体项目，让儿子根据

自己的兴趣和需要进行选择。“对

于儿子这样小学阶段的孩子来

说，把学习植入到玩耍的过程中，

让他逐渐明白，学习这件事情也

可以是有趣、好玩的，学习会变得

更有吸引力。”

董海蓉谈到，随着孩子逐渐

长大，家长要懂得放手，扮演好建

议者和支持者的角色。“大女儿学

习成绩好、自律且有明确目标，我

能做的就是将自主权交给她，从

旁关注、协助。”她表示，每个孩子

不一样，家长要观察、思考，帮孩

子找到适合的学习方法。

增加掌控感与成就感
为学习注入“动力源泉”

传递教育期待
探索学习的多种可能性探索学习的多种可能性

“天府家长‘慧’”活动现场（记者 葛仁鑫 摄）

家长寄语新学期。

台下家长认真聆听，仔细纪录。

新学期，孩子能否适应、跟

上进度？注意力不集中、作业完

成质量不高、缺乏学习自主性等

问题该如何纠正和改进？……不

少家长面对新学期的到来感到迷

茫，想配合学校教育，又找不到

着力点。“做好本职工作，就是对

学校教育最好的配合。”针对家长

的困惑，全国模范教师、成都市

“十佳班主任”叶德元给出了他的

答案。

叶德元认为，家庭教育与学校

教育相辅相成，家校协同，首先需

要家长厘清自己的“角色定位”。

他从三个方面对“父母的角色”进

行了解读。

家长扮演的第一个角色是“纯

粹的父母”。这一角色意味着家长

要倾注无私的关心与关爱，让孩子

感受到源自父母最本质、最纯粹的

情感关怀。这份爱是无条件的，不

附加任何成绩、行为表现等外在条

件，才能够帮孩子建立起内在的安

全感和自尊心。

第二个角色是“监护人”。这

一身份在孩子尚未达到完全民事

行为能力的年龄阶段显得尤为重

要。在孩子成长过程中的一系列

底线问题上，从思维方式的塑造，

到具体行为的规范，家长都肩负着

无可替代的引导职责。

第三个角色是“教育家型的家

长”。老师有专业上的要求，家长

也是需要学习的。家长可以通过

学习，努力成为“专业型”家长，以

身作则，成为孩子的榜样，和孩子

共同成长。

“家长和学校秉持协同、一致

的理念，在此基础上各司其职，使

假期与学期有效衔接、学习与生活

和谐统一，才能更好地助力孩子全

方位成长与发展。”叶德元说。

做好“角色”转变
为孩子的成长助力为孩子的成长助力

天府天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