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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教周刊

家
长
的
理
解
与
支
持
，是
送
给
老
师
最
好
的
礼
物

■

马
晓
冰

遇到一个好老师，是家长们的心愿，也是孩子的幸运。什么样的老师是家长心目中的“好老师”？家长和老师之间，

最好的关系是怎样的？如何开启一场家校共育之旅，让孩子更好地成长？这个教师节，我们邀请到几位家长，聊一聊他

们心中的“好老师”，在家校共育的故事中一起来寻找答案。

一次访校的偶然机会，让家长

杨川影对一位老师留下了深刻印

象。

“在大课间的室外活动时间，

低年级的孩子们把他团团围住，蹦

蹦跳跳地争相和他讲话。”杨川影

回忆道，“这位老师则像

‘孩子王’似的，一边积

极回应着孩子们，一边

有条不紊地组织活动，氛围格外轻

松、有爱。”

与女儿交流后得知，这位老师

名叫王波，是成都市锦江区驸马小

学的德育处主任，也是科学老师，

深受孩子们的喜爱。“我们刻板印

象中的德育处主任都是比较高冷、

严肃的，王老师却毫无架子，能和

孩子们‘打成一片’。”杨川影表示，

王老师的和蔼可亲，也为点燃孩子

们的学习兴趣添了把火。

在杨川影看来，孩子喜欢的老

师才是好老师，这并不代表老师要

放纵或讨好孩子，而是老师能真正

懂得孩子的心，精准回应他们的需

求，激发他们的潜力。

去年 5 月，由王波带队，驸马

小学的孩子们去往绵阳市参加了

第三届（2022-2023 学年）全国青

少年科技教育成果展示大赛四川

省区域赛。杨川影的女儿万靓一

和队友一起，获得了“走向未来”人

工智能自动驾驶创新挑战赛四川

省第四名的好成绩。“在科创技能

的培养上，我们并没有给孩子做任

何的课外辅导，全凭她自己的兴趣

和在校的学习。王老师给了她重

要的启蒙教育，这对我们而言是一

件很幸运的事。”杨川影欣慰地说。

除了受学生喜欢，王波的真诚

与细致也受到了家长的一致好

评。“孩子外出参加活动，王老师会

拍摄很多照片和视频反馈给我们，

就像现场直播似的。了解这些动

态，让家长对孩子的安全更放心，

也让家长与孩子有了更多的共同

语言，亲子交流更顺畅。”杨川影认

为，在“亲其师，信其道”的氛围中，

才能实现有效的家校共育，让孩子

更快乐、更健康地成长。

今年，女儿小学毕业，毕业典

礼上，母女二人偶遇了王波老师，他

热情地招呼，并对万靓一说：“初中

加油，老师相信你！记得回来看我

哟！”女儿与老师在欢笑中告别，令

杨川影感触很深，“原来，学生和老

师之间可以像朋友一样相处，老师

给的期许可以像这样亲切、自然。”

“对孩子的管教，应该是多鼓

励和正面引导，把命令的语气转

换成商量的态度，与孩子平等对

话，而不是父母高高在上。”谈起

家庭教育，家有两个孩子的李蓉

颇有心得。而这些感悟，很大程

度上源自孩子的班主任庾老师的

指导。

因为女儿乖巧懂事，李蓉在教

育 女 儿 的 道 路 上 可 谓 “ 一 帆 风

顺”，可同样的问题发生在儿子身

上时，她却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去年，儿子刚上小学一年级，

遇到的第一个难关便是写字。“你

怎么做的？一半的题都是错的，字

还写得那么难看，擦了，全部重新

写！”每天晚上，李蓉都要检查儿

子的作业。翻开练习册，只见上面

的字写得歪歪扭扭，10道题有5道

都是错的，李蓉顿时火从心起，

“啪”的一声，将练习册重重地摔

在书桌上。

“不！我不要重新写！我的字

本来就写得难看，我写不好！”和

女儿不同，儿子性格倔强，想法也

特别多，总是和妈妈唱反调。

经历过女儿的小学教育阶段，

李蓉认为低年级是练字的好时候，

也是培养习惯的最佳阶段，因此她

对儿子更加严格。“不行，今天必

须重新写！”李蓉坚持自己的立

场，完全不顾儿子的抵触情绪。过

了40多分钟，当李蓉再去检查作业

时，发现儿子竟然一个字都没有重

写，那一刻，怒火在她的胸中熊熊

燃烧。

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一种挫

败感在李蓉心里油然而生。为了避

免和儿子发生更大的冲突，她把心

中的困惑一股脑地倾述给了庾老

师。

“谦谦妈妈，遇到这种情况，

先不要着急，低年级的孩子因为手

部肌肉发育的关系，不太可能把字

写得漂亮美观，他们只要把笔顺、

笔画写正确，字形结构大小合理就

可以了。”分析完这个年龄段孩子

的生理特点后，庾老师还给出了自

己的建议，“把命令的语气换成鼓

励和商量的态度，比如用‘你还可

以写得更好，你是有能力的，要不

要尝试再写一次呢？’替换‘重新写

’，你下次试试这样说，谦谦的态

度一定会有转变的。”

“道理其实都懂，但有时候难

免控制不住想发火的情绪。”在李

蓉看来，庾老师就好比“救火队

长”，总是能在家长着急上火的时

候，及时“灭火”。

不光指导家长正面引导和鼓励

孩子，在处理班级事务上，庾老师

也一贯秉持这样的原则。

一次下课后，班上有孩子找到

庾老师告同学的状，她没有简单地

处理了事，而是鼓励孩子们直接沟

通，指出对方的错误并帮助其改

正。这样的教育方式，不仅解决了

孩子之间的矛盾，还培养了他们的

责任感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

也。’老师不仅是知识的传授者，

更是家庭教育的引路人。”李蓉感

慨，正是有了像庾老师这样的“宝

藏老师”，家校共育的桥梁才更加

坚固，孩子的成长之路也更加顺

畅。

两年前，在第一次家长见面会

上，成都市七中育才学校汇源校区

教师李燕口若悬河、流畅清晰的表

达，给李沁兰的妈妈留下了深刻印

象，也让她对女儿即将开始的初中

生活充满了期待。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小学

时成绩优异的李沁兰，面对初中课

程的难度提升和五门主科的学习压

力，成绩仿佛坐上了“过山车”，

变得极不稳定。尽管李沁兰的妈妈

也是教育工作者，深知“给孩子空

间，静待花开，孩子才有成长的动

力”的重要性，并努力践行着这一

理念，但当她看到女儿半期考试数

学成绩仅为 A3 时，她的心中五味

杂陈，焦虑不已。

在这种情绪的驱使下，沁兰妈

妈急切地想找到能够药到病除、立

竿见影的“良方”。她第一时间想

到了女儿的班主任李燕，并向她求

助。

面对沁兰妈妈的焦虑，李燕提

出了一系列引人深思的问题：“你

觉得问题的关键是什么？”“我们

真正能做的是什么？”“如何能让

孩子继续保持信心？”“孩子的目

标学校是哪个？不是你的，是她

的。”……这些问题使沁兰妈妈从

焦虑中冷静下来，并开始抽丝剥

茧、剖析问题的根源——当家长

的期望遭遇孩子的“低谷期”，应

该如何应对？

在李燕的引导下，沁兰妈妈意

识到，她需要与女儿进行一次深入

的对话。这次对话的目的并非指

责，而是要让女儿明白，面对初中

学习的新挑战，她能够克服哪些困

难，需要家长提供怎样的帮助。

“尊重和信任同样不可或缺，父母

越尊重孩子，孩子就越懂得自尊自

爱。”这次对话后，沁兰妈妈坦

言，自己的焦虑减轻了很多，能够

以更加平和的心态看待孩子的学习

成绩，女儿也放下了心理负担，轻

装上阵。后来，再遇到困难时，女

儿有了直面和解决问题的勇气，而

妈妈则只在必要时给予孩子恰到好

处的支持。

在沁兰妈妈眼里，李燕不仅是

家长们的“益友”，更是学生们的

“良师”。700多个日夜里，她一直

陪伴着班级里的所有孩子，顶着压

力和挑战，一路前行。

当孩子们努力未果时，李燕会

告诉他们，理想有时并非是用来实

现的，而是用来追逐的，乾坤未定

时请不要放弃；当孩子们感到精疲

力尽时，李燕会提醒他们，人生的

意义不在于赢得别人，而在于接纳

自己，因为“你不做自己，谁做

呢”……

回顾女儿两年的初中学习生

活，沁兰妈妈深感庆幸，因为她并

不是孤军奋战，“李老师总是在我

迷茫和焦虑时，及时将我拉回正

轨。”甚至刚入学时总认为班主任

爱给他们喝“鸡汤”的女儿，现在

也会半开玩笑地说：“看来初中生

的生活有时确实需要一点‘鸡汤’，

因为‘鸡汤’不仅有营养，还蕴含

着智慧与方法。”

感恩遇见感恩遇见感恩遇见 看见成长看见成长看见成长
——夸夸孩子的“宝藏老师”

“孩子王”
走进学生和家长的心中

“鸡汤”能手
用智慧化解家长焦虑

“救火队长”
多鼓励、少命令的教育秘笈

■ 本报记者 张文博 马晓冰

“不要给我充话费，也不要

给我送礼，我会尽自己的良心做

事，一视同仁地对待孩子们。”教

师节前夕，安徽亳州的一位班主

任召开家长会，明确告知家长：

表达感恩之情，无需“花里胡

哨”，一句真心的祝福已然足够。

这位老师的做法获得了网

友们的一致好评，公开拒绝“物

质讨好”，直截了当表明自己的

教育初心，用实际行动赢得信任

与尊重。在全社会倡导“重精神，

轻物质”的氛围下，很多家长也

在思考，“如何更好地向老师表

达心意”。

对此，不少学校主动“支

招”。在教师节前，以班级或年级

为单位，公开发布“致家长的一

封信”，真诚呼吁家长送“礼”不

如送“理”。毕竟，每位老师都希

望在家校共育的道路上，能够收

获理解、支持自己的伙伴。

“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

草去。”怀着对学生的赤诚之心，

老师们总是甘愿奉献，不求回

报。看见孩子健康快乐地成人成

才，是他们与家长共同的期盼，

而这需要两个教育主体相互支

持、共同努力。具体配合中，老师

最怕的便是“5+2=0”的发生。周

一到周五，孩子在学校坚持养成

好习惯，周末回家便“打回了原

形”。这启示家长，既不能将教育

的责任完全交付给老师，做“甩

手掌柜”；也不能过于强势，让家

庭教育与学校教育在孩子身上

产生割裂。家校之间配合默契，

家长和老师才能省心省力，共同

促进孩子的成长。

愿沟通、善沟通，也是家长

能够给予老师的支持。当孩子遇

到问题时，家长和老师只有充分

沟通，才能分别在家庭、在学校

为孩子提供帮助，在留心观察、

交换信息、对比与总结中发现症

结所在。家长既要主动、坦诚地

向老师说明或了解情况；也要善

于判断事情的轻重缓急，不过分

地要求老师面面俱到、事事回

应。真诚、有效地沟通是拉近人

与人之间关系的“不二法门”，对

老师的尊重与信任并不体现在

话语的巧妙上，而体现在日常教

育生活的行动上。家长与其抛出

恭维、奉承的“烟雾弹”，不如单

刀直入地表达真实需求，即便可

能要面对一些不愉快的场景。

不过，坦诚相待并不代表毫

无顾忌地直言不讳，家长也需考

虑老师的感受，体谅老师的不

易，将老师视作可能犯错的普通

人。尤其是教育孩子时，有的老

师可能会过于严厉，让孩子产生

较强的挫败感；或在处理同学矛

盾时，不小心误会、冤枉了孩子。

老师的失误也是可能会发生的

正常现象，家长发现后应理性指

出问题，用更包容的态度去解除

误会、打破隔阂。被信任、被理

解、被宽容的体验会让老师倍感

温暖。

希望表达对老师的感激与

敬意，却又不知从何入手的家

长，不妨从家校共育日常中的点

滴小事做起，用行动去给予老师

理解与支持。要相信，言语、神态

可见可读，行动也能表情达意。

家校间的每一次携手、每一份温

暖，都将成为老师珍藏心底的感

动与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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