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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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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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开学季，儿子到了上小学

的年龄。为了帮助儿子顺利入学，

我和妻子提前做足了“功课”，不仅

循循善诱给他讲上小学的重要性，

还带他买了新衣服、新文具、新书

包，到新学校门口踩好了点。

经过一番努力，原以为儿子会

对上小学充满期待，谁知文具买回

来没两天，他信誓旦旦地说，还是喜

欢幼儿园，不想上小学。以至于谈

及此事便气鼓鼓的。之前所有付出

化为泡影，我很生气，但看着儿子焦

虑、惶恐的样子，我还是压住了火。

想想也是，3年幼儿园无忧无虑的生

活，留下了太多美好的回忆，加之一

个暑期的“放养”，如今要站在新的

起跑线上，开启新的人生旅程，怎能

不感到压力呢？为了平复儿子的焦

虑情绪，全家人只好闭口不提上小

学的事。

临近开学的日子，正当我们不

知如何帮儿子成功迈出人生重要一

步时，喜讯传来，学校为了让一年级

学生尽快融入小学生活，利用周末

提前安排了两天入学预备课程。面

对这“泼天的富贵”，我们喜出望外，

第一时间把消息告诉儿子，说学校

像幼儿园一样可以上体验课。原本

忧心忡忡的儿子，脸上掠过一丝惊

喜。见此情形，我们赶紧顺势引导，

告诉儿子，到了学校能够认识很多

新朋友，里面还有超大的足球场，非

常适合他这个“足球王子”施展拳

脚，儿子终于同意了。

那天早饭后，妻子把儿子收拾

一新，仪式感满满地给他背上书包，

在我的“护卫”下向学校进发。一路

上，我唠叨着学校的千好万好，儿子

仍是一副闷闷不乐的模样。到了校

门口，许多孩子背着崭新的书包，蹦

蹦跳跳地跟着家长进入校园，儿子

却惶恐地抓着我的手。我安慰他，

说：“老爸陪着你，把你交给老师后

我也不走，就在外面等着。”儿子听

了，紧张的眉头稍微放松了些。

到了教室门口，我把儿子交给

老师后，他一步三回头、可怜巴巴地

看着我。见他一脸的无助，我心里

很不是滋味。

由于是入学预备课程，上午仅

有两个小时课程，我和众多家长一

样，没有回家，站在校门外等，天气

炎热，一会儿工夫就热得人汗流浃

背。与炎热的天气相比，内心的焦

虑使人更加心神不宁，我思忖着儿

子会不会哭、听不听老师的话、适应

班级生活吗？毕竟这是“开学第一

课”。妻子也有同样的顾虑，不停发

信息给我。我隔一段时间就会打开

班级微信群，看老师有没有发信息，

可班级微信群里静悄悄的。一些心

急的家长伸着脖子、扒着紧闭的大

门往校园里张望，真是可怜天下父

母心。

经过漫长的等待，终于熬到放学

时间。我以为儿子不喜欢上小学，出

来时肯定眼泪汪汪的。不承想，站在

班级队伍里的儿子，已迈着雄赳赳、

气昂昂的步伐向我走来，稚嫩的脸上

挂着灿烂的微笑。所有担心是多余

的，我赶紧迎了上去，将他揽在怀里，

激动地说：“这位新同学表现不错，老

爸给你点赞！”他急不可待地讲起班

里的见闻，感觉对即将开启的求学时

光，充满无限向往。我的愉悦之情无

以言表，早上还叫嚷着不愿上学的小

家伙，经过老师们的谆谆教诲，俨然

像换了个人似的，催促我下午早点把

他送过来。

今年暑假，儿子玩疯了，每天在

家躺在沙发上，吹着空调，不是看手

机，就是玩电脑，日子过得如同神仙

般快活。

随着8月进入倒计时，开学的日

子如期而至。晾晒被褥、清洗书包、

整理学习用品，妻子开始为儿子准备

上学的东西。儿子意识到自由散漫

的日子即将结束，顿时没了往日的开

心劲儿。看着他那副闷闷不乐的样

子，我不禁想起我小时候开学前的情

景。

我读书的时候，每年寒暑假快要

结束时，我也是不情愿去上学，甚至

对开学充满了“恐慌”。等开学后，人

坐在教室里，心却如脱了缰的野马，

满脑子想的都是假期里的事，想早点

放学回家，好长时间都不能把精力集

中到学习上。还有几次因为贪玩，假

期作业没能按时完成，结果被老师告

到家里，招来母亲一顿痛骂。

后来，每逢学校放长假，临近开

学时，母亲对我的管教就会严格起

来。每天不准我再随意跑到街上和

其他小伙伴一起疯玩，而是要我待在

家里读书、写作业，还要按照上学的

时间作息。

“现在还是放假时间，就是给我

们玩的，干嘛非要像上学时一样生

活？”我对母亲的做法颇有怨言。

“马上就要开学了，你这么长时

间不学习，心都散了，这样做是为了

帮你收收心，等开学后，能更好地进

入学习状态。”听了母亲的话，尽管我

很不情愿，可母命难违，只好安心待

在家里，数着日子等待开学。

等到开学的前一天，晚上，母亲

会为我做一桌丰盛的饭菜。红烧排

骨、糖醋鲤鱼……全是过年时才可以

吃到的美味佳肴。母亲说这是专门

为我做的“开学饭”，希望我吃过这顿

饭，开学后可以安心学习，和假期里

的状态彻底告别。吃着美味可口的

饭菜，我对母亲的怨气早已消失得无

影无踪。

这个暑假，儿子的心都玩野了，

看到妻子为他准备上学用品时，才意

识到马上就要开学了，心里难免会产

生恐慌。于是，我决定效仿母亲的做

法，也帮儿子收收心。在快开学的这

段日子里，不但从严控制他玩电脑和

手机的时间，还督促他按时起床和睡

觉。当然了，更重要的是，为他做一

桌丰盛的“开学饭”。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平时已经是

大鱼大肉，儿子面对丰盛的菜肴很难

找到当年我吃“开学饭”的感觉，但我

和妻子还是希望给儿子一份仪式感，

让他吃完这桌“开学饭”，能够有一个

好心态去迎接新学期的到来。

暑假一晃就接近尾声了，新的一

学期快要到来，为了让女儿新学期有

一个良好的开始，能迅速进入学习状

态，我和孩子一起做起了迎接新学期

的准备工作。

调整作息时间，开启“上学模式”
暑假里，许多孩子白天玩得不亦

乐乎，晚上精神十足；早上不想起床，

一眨眼，上午很快就过去了。说实话，

现在的孩子平时的学习任务比我们小

时候要多得多。假期中，让他们适度

地放松也是可以理解的。但临近开

学，作为父母，我们应该及时帮助孩子

调整作息时间，回到正常的学习生活

状态。

比如，晚上10点前必须睡觉。时

间一到，我就提醒女儿该做什么，当

然，家长此时也应放下手机、关掉电

视，减少影响，帮助孩子尽快入睡。早

上 7 点，闹钟响了，女儿该起床洗漱、

吃早饭了。她睁开蒙眬的双眼，开始

有点不情愿：“爸爸，让我再睡一会儿

吧！”餐桌上，有孩子最爱吃的包子，我

立即打趣道：“哈哈，你再不起床，我就

把那一盘包子吃个精光。”“不嘛，不要

吃我的包子。”女儿立马来了精神，一

骨碌就爬了起来。经过几天的训练，

孩子慢慢适应了这个生活节奏，顺利

步入了“上学模式”。

提前熟悉课本，做到心中有数
新学期新内容，适当提前了解新

课本，是很有必要的。可以借上个年

级哥哥姐姐的教材，翻一翻有哪些内

容，心里默默地“过一遍”。让孩子课

前“心中有数”，课上“一听就懂”。

女儿马上就要进入毕业年级了，

趁着开学前的一段时间，我让她把各

科教材找来，通过画思维导图的形式，

将各个知识点串联起来，初步形成一

个“知识链”。抓住知识结构，把握基

本内容，对提高学习效果很有帮助。

比如，语文要求背诵的课文和片

段，如果不做好安排，顺利完成还是有

一定难度。开学前，我和女儿一起翻

阅背诵篇目，制作了一张“科学背记

表”，写明题目、页码、时间安排等，对

全书要求背诵的内容“了如指掌”。

营造良好环境，孩子井然有序
开学前，为孩子营造一个良好的

生活环境，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环

节。我的卧室兼书房，很长一段时间

没打理了。这儿一本书，那儿一本书，

随看随丢，实在不像样。于是，我放下

手中的工作，赶紧将书收集整理，归类

放进书柜；擦拭家具，清洁地板，先前

乱糟糟的房间，一下就变得整洁光

亮了。女儿看我忙着，她也没闲着，立

马找来清洁工具，打扫自己的卧室。

“哇，衣服叠得好整齐，书桌上的东西

摆放有序，连书包都清洗干净了，真不

错！”我竖起大拇指，给女儿一个大大

的表扬。她笑在脸上，乐在心里。

暑假即将结束，9月马上到来，让

我们和孩子一起调整作息时间、熟悉

学习内容、营造良好环境，大声地说：

“新学期，我们来啦！”

在校园生活中，与同伴交往时，难

免发生争吵和摩擦。合理解决冲突不仅

能助力友谊的升华，还能提升孩子的人

际交往能力；反之，冲突的扩大化则有

可能引发两个家庭的不满、家校关系的

紧张。

如何正确处理孩子之间的矛盾？一

天下午放学时，何蓉就遇到了这一考

验。

排队过程中，孩子们的步速有快有

慢，一个走得较快的孩子对前排同学进

行了“超车”，两个孩子因此互相拉扯了

几下。走出校门，其中一个孩子想追过

去再次还手，结果一路追到了对方的妈

妈身边，被大人厉声教育了一番。此情

此景恰好也被另一个孩子的妈妈看在眼

里，她上前询问孩子们发生了什么事，还

没等弄清楚情况，就被对方妈妈的批评

指责打断了，两家人不欢而散。

事后，何蓉第一时间向两个孩子了

解了情况，并积极与家长沟通。“被指责

的家长其实有些委屈，但她的处理态度

非常客观。”何蓉表示，“这位妈妈首先询

问我自己孩子在学校的表现，是否真的

存在欺负其他同学，或常与他人发生矛

盾的情况。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何蓉也向她讲述了前因后果，孩子

间并不存在故意挑衅和频繁冲突，这次

的事也是因为两个孩子都不愿意“吃

亏”，才导致了矛盾的扩大。何蓉把主动

权交给了孩子自己，让双方都阐述“动

手”的理由。两个孩子说完，反而不好意

思地低下了头。何蓉帮他们做总结，指

出不当做法的同时，肯定了他们对自己

的反思。

孩子之间的冲突，往往上一秒还像

“仇人”，下一秒就又成了朋友，他们并不

会记仇。何蓉表示，让他们尝试内部协

调、解决矛盾，其实是一种很好的锻炼，

孩子们会在这个过程中学会将心比心，

调整自己在人际交往中的行为习惯，思

考如何与他人建立更好的关系。

何蓉也与双方家长进行了深入交

流。“爱子之心”无可厚非，可过度保护孩

子却会给他们的成长带来伤害。家长不

能只教孩子维护自己，还要学会考虑他

人。处理完两个孩子的矛盾后，家长也

向何蓉表示，下次遇到类似情况，会尽量

克制替孩子出头的冲动，理性先行，弄清

事情原委，用秉公处理的态度支持孩子

们自主解决问题。

眉山市彭山区第五小学教师 何蓉

正确地“插手”，让孩子成为解决冲突的“高手”

儿子的入学日
■ 马晓炜

陪孩子快乐迎接新学期
■ 邱达官

“开学饭” ■ 许海利

越磨合越磨合越磨合 越默契越默契越默契
——3位班主任的家校共育心得

■ 本报记者 马晓冰

新的学期即将到来，孩子们将迎来新的成长。家校之间如何配合，才能

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发挥出“1+1＞2”的教育效果？这需要家长和老师秉持

一致的目标，各司其职、各尽其责，做彼此的得力搭档。本期，我们邀请到 3

位班主任，从具体案例出发，分享经验与方法，帮助更多教师、家长形成育人

合力，在新的学期携手并肩，助力孩子成长。

五年级的小松（化名）是一个活泼好动、阳

光开朗的男孩，可是，有段时间他突然变得不

爱说话了，常常一个人待着，显得心事重重。

班主任喻莉看在眼里，不由地有些担心。她用

开玩笑的方式关心小松，让他愿意敞开心扉诉

说困扰。原来，最近小松和父母之间总是产生

分歧和矛盾。

喻莉也是一名家庭教育指导师，她马上介

入到调解中，与小松的家长进行电话沟通，详

细了解小松和父母产生冲突的原因。喻莉初

步判断：小松正处于“准青春期”的身心发育阶

段，表现出自主性、独立性增强的特点，而小松

的家长还未适应孩子的变化，仍将小松当作

“小孩子”管教。于是，生活琐事上的“不愉快”

在亲子之间频繁发生。

为更好地帮助小松一家实现“破冰”，喻莉

决定开展家访，引导家长和孩子面对面袒露心

声。“我怕家长和孩子对于我的到来有心理负

担，就找了一个借口，说想去家里‘蹭饭’，让交

流可以在较为轻松的氛围中进行。”喻莉说。

老师、家长、孩子围坐在一起，对前几天刚

发生的一次冲突进行了“复盘”。孩子表达了

自己的委屈和不解，家长也澄清了生气、发火

的原因。换位思考使双方都意识到了处理不

当之处。喻莉随即引导家长遇到问题时要保

持冷静，多倾听孩子的想法，理解孩子的压力

和青春期的困惑；孩子也要明白父母的不易，

承担起自己作为家庭成员的责任，做好自我管

理，少让爸爸妈妈操心。

一场心平气和的谈话后，小松和父母了解

了彼此内心的想法，也放下了不满与委屈。小

松父母认识到孩子在一步步长大，自己的心态

也需要调整，他们愿意更多地听取孩子的意

见，给小松承担家庭责任的机会，肯定他的付

出与进步。小松也慢慢恢复了开朗的状态，经

常主动向喻莉分享生活中的成就感、与父母相

处的趣事。

“生活中，亲子矛盾常常发生，教师在帮助

家庭调解矛盾时，需要秉持中立的态度，不去偏

袒任何一方。同时发挥好引导作用，在双方充

分表达情绪和需求后，帮助他们逐步缩小分歧、

解决问题。”喻莉指出，这样的经历也会使家校

之间的联系更为紧密，增进家长和老师的了解

与信任，共同助力孩子的成长与进步。

“家长视角与教师视角需要结合起

来，才能全面客观地评价孩子，帮助孩子

修正问题。”许丹表示，有的孩子会呈现

出“在校乖，在家闹”的差异表现，如果家

校沟通不到位，很容易产生误解，不利于

对孩子的引导。

许丹就曾遇到过这样一个孩子。在

老师们眼里，孩子阳光可爱，学习状态也

较为积极；回到家里表现大相径庭，孩子

对学习格外抵触，不止一次向妈妈表示

“不想上学”。

对于一个刚刚上小学一年级的孩

子，如此大的“反差感”从何而来？

许丹第一时间加强了和家长的联

系，她发现，问题出在家长过于精细化的

管理。孩子放学回家后的日程被严格细

分，每时、每分都有“应该做的事”，孩子

不喜欢，也无法适应密不透风的学习与

生活。

以减轻孩子的不适感为初步目标，

许丹和家长携起手来。从家庭、学校两

个视角对孩子的行为表现进行观察，及

时沟通，最大程度上消除信息差。接着，

在许丹的建议下，家长开始调整教育方

式，降低要求、放缓节奏，不给孩子带来

环境压力。

可是，一段时间后，或许是感受到了

要求的放松，这个孩子越发地不规范自

己的行为，在学校，连最基本的课后作业

都不想完成，课堂纪律也不愿遵守。“孩

子学过书法，平时字写得很好，可是，有

段时间他的书写歪歪扭扭，仿佛是故意

乱写。”许丹明白这是孩子想要脱离控制

的表达方式，而他无视规则，越来越不自

觉的种种行为，是对老师与家长底线的

试探。

对此，许丹和家长开始了“第二轮调

整”。在学校，老师并没有给孩子贴上“不

听话”的标签，区别对待他，而是通过每一

次“出界”行为后的教育，让孩子自己去判

断好坏、对错。如果作业乱写，那就重新

写，让孩子知道他需要对自己的行为负

责。在家中，家长也再次调整了对孩子的

管理方式与力度，不过分要求孩子的同

时，给他设置底线。在老师和家长的持续

“微调”中，孩子的状态好了起来，在家里、

在学校的表现也不再割裂。

“孩子的转变，依赖家长或教师单方

面是无法实现的。只有彼此信赖、共同

努力，才能帮助孩子成长。”许丹表示，

“遇到问题，家校之间切忌‘踢皮球’，家

长和老师不必纠结‘谁的错’或‘听谁

的’，重要的是共同去做对孩子有利的

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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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优秀班主任、成都市泡桐树小学西区分校教师 许丹

充分沟通，做合格的“教育合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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