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家校之间 【家教周刊】
热线: 028-86110109
邮箱: jjzk-2@126.com2

JYDB 2

JYDB

2024年11月14日 星期四
责任编辑 杜蕾
编辑 向颖 美编 彭浩然

家庭是人生第一所学校，帮孩子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

孩子上学，家长最大的心愿就是

他能进入一个好班级、有一个好老

师。当然了，这个“好”的标准各不相

同：“孩子说她受不了太严厉的老师，

最好能有一个温柔的女老师！”“都说

‘得语文者得天下’，得找一个特别会

教语文的老师。”“我儿子特别有主见，

一般的老师他都不服气，希望能遇到

一个相当有办法的老师！”……

“好老师”是一个主观性比较强的

概念，每一个家长、学生对于“好”都有

自己的专属需求和认知。并且，在孩

子漫长的求学生涯中，总会遇到许多

风格迥异的老师，给孩子带来各种各

样的影响。

在即将升入小学的那个暑假，女儿

经常会这样问我：“妈妈，你说我一年级

的老师会不会是个温柔、漂亮的好老

师？”“温柔的好老师”，这是一个还没有

过正儿八经上学经历的小女孩对自己

即将遇到的老师的期待。很显然，如果

非要用幼儿园老师的温柔和悦当作参

照的话，这种恰合心意的遇见几率渺

茫。不过，如果直愣愣地抛给孩子一个

否定答案的话，也可能让孩子对未知的

新生活产生畏惧。“当然会啦！”于是，我

无比笃定地回答她。

一年级分班结束后，女儿噘着小嘴

问我：“妈妈，你看到我们的新老师了

么？”“看到了！”“那也能称作温柔、漂亮

么？”她委屈巴巴，脸上写着“上当了”几

个字。王老师是个高大的女老师，说话

也粗声大气，不过，这有什么关系呢？

我等待的就是这样一个让孩子正确认

识老师的契机。

“我觉得能称作温柔呀。你看，一

个老师美不美、温不温柔，不只和长相

有关，还和她的学识、谈吐有关，你不

觉得王老师看着你们的时候，眼睛里

都有光吗？她是不是说‘欢迎小朋友们

升入一年级，我是你们的王老师……’”

我努力模仿王老师的语气和神态，“细

品一下，老师的眼神和话语里，是不是

满满地透着对你们的欢迎和喜爱？”小

家伙歪着头仔细回想了一下，说：“嗯，

那倒也是！”我趁机告诉她：“一个老师

好不好，肯定不可能凭着第一印象去

判断。我觉得，接触越多，你就会越喜

欢王老师。”

后来的日子里，女儿一直用她独

有的细腻观察、感受着王老师的好，

“她对我们特别温柔，我们做错事的时

候，王老师总是会说，没关系，再试

试！”“我们老师可真有趣，今天下课的

时 候 给 我 们 讲 了 个 笑 话 ，太 逗

了！”……小孩子心里对于好老师的印

象描摹往往是片面而刻板的，但是，家

长却完全可以以孩子对“好”的期待帮

助他们树立正确的认知——老师的

“好”多种多样，温柔是好，端庄也是

好；漂亮是好，有学识更是好。

“唉，我们的新班主任于老师可真

凶！”升入四年级的第一天，女儿带回

这样的讯息。这一点，在我的预料之

中。就在几分钟前，和女儿同班的一

个小姑娘在家里哭哭啼啼地抱怨新班

主任的厉害，她的家长无助地给我打

来电话倾诉。对于女儿的话，我深知，

如果我追问她“为什么这么说”，是在

帮助孩子进一步印证老师的“凶”，这

于她的成长毫无益处。

“闺女，你是不是用词不太准确

呀？你想表达的是不是新班主任对大

家很严格？”我试探着引导她。“嗯，妈妈

你说得对，是严格。”“举个例子说说。”

我继续引导着孩子更准确地思考与表

达。“今天分完班后，有个男生一直不遵

守纪律，新班主任就凶巴巴地把他批评

了一顿，可吓人了！”当事情的来龙去脉

清晰地摆在了眼前，后续的教育转化就

有了可行的方案。“原来是这样。要是

我，开学第一天碰到一帮‘小皮孩’的

话，肯定也得绷着脸。你说，当碰到了

顽皮、不守纪律的孩子时，是什么都不

管、任孩子放纵的老师好，还是对学生

严格要求、帮助他们养成好习惯的老师

好呢？”成年人与孩子之间的沟通，说教

往往无效，倒不如引导孩子自己去分

析、辨别。“哦，那肯定还是管学生、帮助

学生的老师好！”几秒钟的思考后，女儿

非常笃定地告诉我。

随后的交流中，我尽可能全面地把

自己了解的于老师介绍给女儿：“于老

师是全市首屈一指的优秀老师，教学经

验丰富，也特别会和学生沟通，妈妈以

后要经常向她学习呢。”随后，我又补充

了一句，“不信，你自己观察观察！”

第二天一放学，小家伙就兴冲冲

地和我分享了起来：“妈妈，于老师可真

有趣，她让我们猜她的年龄，最后，还神

秘兮兮地说‘女人的年龄是个谜’，还说

她一直都是18岁！”女儿边说边乐，今

天的于老师已经与昨天判若两人。完

成数学作业后，我继续巩固她对于老

师的好印象——“你看，我说你们于老

师是个优秀的老师吧。看看你今天这

作业完成得，可以用完美来形容，肯定

是老师讲的内容你都听明白了，并且

牢牢记住了!”“嗯，确实是，我真幸运

碰到了一个最好的老师。……”小家

伙忙不迭地点头，表示认同。

在孩子漫长的成长过程中，我们

并不能保证始终都有那个“最好的老

师”来陪伴、引领他们的成长。但我坚

信，作为家长我们可以“给”孩子一个

“好老师”，那就是让孩子看到“好”的

千形百面，也能适应老师各不相同的

好，进而，因为“亲其师”而愿意“信其

道”，因为“信其道”而始终充满正能量

地奔走在自己的成长之路上。

入冬了。

面对转身离去的秋天，我们时常

会想到一些悲秋的古诗词：“秋风吹

尽旧庭柯，黄叶丹枫客里过。”“多情

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

“南浦凄凄别，西风袅袅秋。一看肠

一断，好去莫回头。”……历代文人骚

客每到秋天，仿佛进入伤感“爆发

期”，而年幼的儿子得知秋去冬来，却

兴奋不已，催促我陪他去迎接冬天、

拥抱冬天。

事情起因是这样的：这天，我下

班刚进家门，上一年级的儿子声情并

茂地唱起了：“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

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

雪冬小大寒。”我想肯定是老师教孩

子二十四节气的知识了，否则，他不

会这么迫不及待地炫耀。孩子都这

样，遇到开心的事，总要显摆一下。

儿子刚唱完，我赶紧拍手叫好，

夸宝宝特棒，刚上小学就“博古通

今”，长大了不得了。儿子听了更来

劲，大声嚷嚷着：“冬天来喽，可以堆

雪人、打雪仗啦！”我说：“才刚刚立

冬，下雪还需过些时日呢。”儿子听

了，兴致非但没减，还一本正经地说，

立冬不仅是节气，还是比较重要的节

日，古时候，皇帝都会举行盛大仪式

迎冬，他也要去迎接冬天。

儿子语出惊人，激动得我一把将

他揽入怀里，算是鼓励，亦暗暗为学

校和老师点赞。只是儿子“脑洞大

开”，要效仿古人迎冬，我有点丈二和

尚摸不着头脑。只见儿子一副胸有

成竹的模样，第二天是周六，他邀我

陪他去迎冬，我立即爽快地应允了。

次日早上，根据儿子的安排，我

们骑车向着距离小区不远的方山进

发。一进入山中，城市的喧嚣戛然而

止，啾啾的鸟鸣，给江南水乡的早晨

增添了一抹“春意”。虽然立冬后，空

气里满是丝丝缕缕的寒意，脚下稀疏

的黄叶上覆盖着浅浅的清霜，但枝头

上零星泛黄的树叶，正描绘着“细雨

生寒未有霜，庭前木叶半青黄”的诗

情画意，而最惹眼的，当数那一棵棵

枝繁叶茂的樟树和山坡上争奇斗艳

的簇簇菊花，把山林装扮得愈加郁郁

葱葱、生机盎然。

漫步山间，畅快地呼吸着清新的

空气，顿觉心旷神怡、好不快哉。面

对美不胜收的盛景，儿子好像熟视无

睹，满脑子都是他的迎冬之旅。七拐

八转了半天，终于在一个僻静处发现

了一棵长着3个枝杈的树，只见他热

火朝天地捡起散落的枝条和藤蔓，小

心翼翼地搭起了鸟窝。我恍然大悟，

儿子所谓的迎接冬天，原来，只是担

心冬天来了，鸟儿会挨冻，想提前准

备巢穴，好让鸟儿温暖、平安地过冬。

儿子的迎冬仪式很有爱，我也加

入其中，与他一起忙活。圆圆的大鸟

窝很快完工了，接着我们满山遍野地

寻找、采摘火棘、板栗、野苹果等食物，

放在鸟窝里，挂在树枝上。还别说，那

一串串火棘，好像红彤彤的灯笼，为在

凛冽冬天飞行的鸟儿指引回家的方

向。待所有东西准备妥当，儿子脸上

的笑容比山间的阳光还要灿烂，仿佛

整个山林都因他的快乐而生动起来。

我想，接下来的时间，儿子将心心念念

着这片山林和这个特别的鸟窝，满怀

期待地盼着冬天的到来。

善做“减压阀”，守护
孩子的身心健康

“当教育压力层层向下传递时，

最终承受重负的往往是孩子。”孩子

刚上小学，家长王琳就体会到了这份

沉甸甸的压力。

孩子上幼儿园时，王琳便与丈夫

达成了共识：幼小衔接的关键在于培

养孩子良好的生活与学习习惯，而非

提前学习小学的知识和技能。因此，

对于孩子的书写训练，她并未设定过

高的标准，觉得孩子能书写简单的数

字及自己的名字就足够了。

进入小学后，王琳发现班上大部

分孩子的书写水平超出了她的想象，

老师似乎也将这样的书写水平视作

应有的标准，时常在家长群里晒书写

工整、字迹美观的学生作品。王琳本

来并未因此感到焦虑，但老师专门给

她发来信息，指出孩子的书写需要好

好练习。尽管内心并不认同其他家

长“抢跑”的做法，但王琳还是与老师

坦诚沟通，说明孩子入学前的书写状

况，并表示会积极配合老师的工作，

加强孩子的书写练习。

没想到，几天后，孩子的练习册

上出现了“书写令人担忧”的刺眼评

语。“这样的评语会让孩子每次打开

练习册时，都感受到一种无形的压

力。”王琳不禁对老师的处理方式产

生了质疑和不满。

“很多家长的压力和焦虑往往源

于外界的评价和要求，尤其是来自老

师的反馈。”成都市成华小学秀美校

区班主任张秀红分析了压力的传递

过程：比如，老师告诉家长“孩子考试

成绩下降了”，家长就会质问孩子“成

绩为什么下降”。这样的互动只会导

致亲子关系紧张、亲子沟通出现障

碍，让家长对孩子的影响力逐渐减

弱，教育目的也难以达成。同时，孩

子还可能因此对老师产生抵触情绪。

“家长了解老师的教学要求和期

望即可，不用一味迎合。”针对这一问

题，张秀红从老师的角度给出了建

议。她认为，家长要善做“减压阀”，

懂得适时为孩子的情绪和心理“卸包

袱”。

张秀红建议，如果家长觉得老师

的要求可能会给孩子带来过大的压

力，可以以尊重的态度与老师进行探

讨，例如和老师商量，能否根据孩子的

实际情况调整作业量或任务难度。此

外，家长还应该向老师客观地反馈孩

子的情况。如果孩子因为压力过大而

出现情绪问题，家长要及时告知老师，

让老师能够在学校给予孩子适当关

注，共同帮助孩子缓解压力。

孩子与老师有矛
盾？家长来做“调和剂”

“有一个信任你、爱护你并始终

支持你的妈妈，是无比幸福的事情。”

小敏（化名）至今记得自己初中时被

班主任误解，在妈妈的帮助下和老师

冰释前嫌的事。

进入初中后，班上便流传着各种

恋爱绯闻，这些流言也波及到了小

敏，甚至引发了班主任的误解。某次

考试，小敏成绩不佳，班主任在未经

核实的情况下，便断定小敏是因为早

恋而导致成绩下滑，尽管小敏百般解

释，表示自己并未早恋，只是单纯的

发挥失常，但班主任并不相信。

在随后的家长会上，班主任还当

着所有家长的面向小敏妈妈“告状”。

小敏妈妈并没有因为班主任的一面之

词就斥责女儿，了解情况后，她认为

老师在没有调查清楚的情况下随意

冤枉孩子，这种做法是不负责任的。

“这位妈妈的做法值得点赞。有

的家长一听到孩子被老师批评，就不

假思索地认为是孩子的问题，不然，

为什么老师只批评你一个人？这种

做法忽视了事实，更忽视了孩子的感

受。”四川省心理学会应用心理专委

会副主任、成都开放大学家庭教育学

院副教授商雪梅表示，对于老师给孩

子的评价，家长不能盲目听信。家长

在批评孩子之前，一定要慎之又慎，

不可“听风是雨”。

在小敏妈妈的坚持下，班主任很

快将事情的来龙去脉调查清楚，原来

是曾与小敏发生过矛盾的同学在背

后散布谣言。真相大白后，班主任立

即向小敏和小敏妈妈道歉，并批评了

那位造谣的同学。然而，误会虽然得

以平息，但小敏对班主任的成见并未

立即消除，甚至开始讨厌班主任教的

学科。小敏妈妈敏锐地察觉到了女

儿的变化，她耐心地开导小敏：“老师

也是普通人，没有人是完美无缺、永

不犯错的。重要的是，知错能改。”她

也及时将女儿的情绪变化告知了班

主任。最终，在她的“穿针引线”下，

班主任得到了小敏的谅解，小敏也解

开了心结。

“当孩子和老师发生矛盾、产生

误解时，家长在两者之间要起到‘调

和剂’的作用。”商雪梅表示，调和亦

是一种平衡，既不要和老师一起批评

孩子，也不要和孩子抱团对抗老师。

就事论事，及时与双方坦诚沟通才是

解决之道。

商雪梅提醒家长，在这个过程中，

家长要教育孩子尊重老师、理解老师，

不可因为一时的误解或不满而与老师

产生对立情绪。更重要的是，家长不

要当着孩子的面“吐槽”老师，否则只

会削弱孩子对老师的信任，从而阻碍

孩子日后接受老师的正确教育。

批评不可怕，当好
“转化器”是关键

部分孩子在上学期间都会被老

师批评，这是很正常的事情，但如何

智慧地传达老师的批评，需要家长动

脑筋、花心思。对此，商雪梅表示，家

长在听到老师对孩子的批评时，要学

会把负面评价进行正向转化。

家长李楠分享了她的经验。儿

子刚上幼儿园没多久，李楠就接到了

老师的投诉。调皮的儿子中午不但

自己不睡午觉，还影响其他小朋友。

听到老师的反馈后，李楠并没有批评

儿子，而是告诉他：“老师表扬你很快

就适应了幼儿园的生活，但是她担心

你中午不休息，下午没精力和其他小

朋友玩。你看，老师这么关心你，你

是不是也应该体谅老师和其他小朋

友，让他们中午能好好休息呢？”在妈

妈的启发下，李楠儿子想到了一个两

全其美的解决办法——在午休时间

安静地阅读绘本，既满足了自己“不

想午睡”的需求，又满足了老师“不影

响秩序”的需求。

商雪梅表示，当老师向家长反映

孩子的问题时，往往已经尝试过多种

方法但仍未能奏效，因此，老师的反

馈难免带有情绪。如果家长带着不

满的情绪将老师的批评原封不动地

传达给孩子，可能会导致两种结果：

一是孩子因为害怕而立刻认错，过后

又重蹈覆辙；二是孩子感受到父母的

情绪，用情绪化的方式回应，推卸责

任，逃避问题，甚至变得没有担当。

无论是哪种结果，都不利于孩子的健

康成长和教育目标的实现。

在商雪梅看来，家长李楠的做法

值得肯定。“她没有主观地将孩子的

行为定义为错误或不良，而是客观地

看待孩子的诉求，理解他与其他孩子

的不同之处，更重要的是，她将老师

对孩子的负面评价转化为孩子向上

的动力，并将焦点放在了问题的解决

上，而不是单纯地指责孩子的行为。

这种正面的转化不仅有助于问题的

解决，还培养了孩子的责任感和思考

能力。”商雪梅说。

商雪梅表示，在孩子的成长过程

中，其行为或表现可能并不总是符合

我们的期望，但他们的努力不应该被

忽视或否定。家长要试着将消极的

言论转化为积极的鼓励，将问题转化

为明确的目标和行动指南。比如，当

老师反馈孩子的成绩不够理想时，家

长可以这样说：“老师对你的成绩进

行了客观的评估，认为你目前的成绩

与考试的要求还存在一定的差距。

但爸爸妈妈和老师都坚信，只要你找

到更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是能够实

现目标的。”

“做老师的‘传声筒’很简单，当好

孩子和老师之间的‘转化器’则需要家

长不断学习和用心投入。如果家长自

身不学习，又将所有期望都寄托在老

师身上，企图轻松获得好结果，那无疑

是不切实际的幻想。”商雪梅说。

给孩子一个“好老师” ■ 杨雪梅

迎冬
■ 马晓炜

做孩子和老师间的做孩子和老师间的做孩子和老师间的“““润滑剂润滑剂润滑剂”””
■ 本报记者 张文博

良好的师生关系对孩子的发展至关重要，

因此，家长要有意识地做师生关系的促进者，做

孩子和老师间的“润滑剂”。尤其是面对老师提

出过高要求、孩子与老师产生矛盾、孩子被老师

批评等情况时，家长的反应和处理方式尤为重

要。本期，我们邀请了家庭教育专家、学校老师

和几位家长通过案例分析，为大家提供有效的

建议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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