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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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周末，儿子的语文老

师布置了一项作业，要读3篇故

事。其中一篇《蝴蝶有一面小镜

子》在家里的故事书中找不到，

这可怎么办？儿子有些着急。我

灵机一动：“我们去书店，那里

肯定有。”儿子一下子就高兴起

来，说：“快走，我们要抓紧时

间。”

离我家不远处就有一家书

店，那家书店环境很好，除了错

落有致的书架外，还铺设了木

地板，能够让顾客随地而坐。在

一处角落，还设置了茶水吧，提

供茶水、咖啡等饮料。许多人到

那里买书、看书，没事的时候，

我也喜欢去逛一逛，遇到喜欢

的书就买回家读一读。

也许是周末的原因，书店

里大多是孩子或者学生，人虽

多但很安静，都在看书、选书，

互不影响。儿子把作业本放在

书架的空隙里，便开始翻找各

种故事书。他还不懂得分类，东

找一遍，西找一遍，就是找不

到。我正想帮他一块找，谁知他

跑到营业员面前，说：“阿姨，我

想找《蝴蝶有一面小镜子》这个

小故事，能帮我找一找它在哪

本书里吗？”“小朋友，跟我来。”

营业员干脆利落地领着儿子来

到“少儿故事”书架旁，不假思

索地从中间拿出一本《小鲤鱼

跳龙门》，告诉儿子，他要找的

小故事就在里面。儿子礼貌地

接过书，拿着它找到一处台阶，

坐下便看了起来。我随手拿了

一本散文集，靠着儿子坐下，也

默默地看起来。

我拿的那本散文集是一位

“00 后”作家写的，新颖的写作

手法和内容很快就引起了我的

兴趣，一页页读下去，看得我的

眼睛都有些发酸。我扭头看了

看儿子，他捧着那本书，嘴一张

一合地正在默读呢。我心里很

高兴，如果是在家里，读这么长

的故事，他准会和我讨价还价，

既希望能少读几页书，又希望

看电视的时间能够长一些。而

他在这里一读就是半个多小

时，没有说一句话，真是环境可

以改变人。

儿子很快就读完了那篇故

事，自己拿着书和作业本到了茶

水吧，坐在桌子前开始写作业。

我坐在他对面，静静地看着他。

只见他一会皱着眉头思考，一会

去翻翻书，然后，低头认真地在

作业本上书写。我知道那篇故事

比较长，涉及的内容也有些多，

虽然老师布置的作业很简单，但

是不用心去读，是做不好的。10

多分钟后，儿子把作业本递到我

面前，让我帮他检查。除了几个

错别字外，儿子按老师的要求完

整、细致地完成了这项作业，我

不禁夸他有进步。

在书店写作业的经历让人

难忘，在这个寒冬给了我和儿

子不一样的感觉。

在家校社协同育人中，社区

一直发挥着支持服务、全面育人

的重要作用。“资源整合是家校

社协同育人的关键所在，而社区

正是汇聚各方力量、形成育人合

力的理想平台。”成都市锦江区

社区教育学院党支部书记、院长

滕丽表示，社区教育学院邀请知

名专家、名优导师，组建了“智囊

团”“讲师团”“友邻教师”等队

伍。其中，“友邻教师”一经推出

就受到了广大家长的欢迎。

滕丽介绍说，“友邻教师”

由在地学校教师、居住在社区

的专家学者等共同构成。他们

定期在社区公共服务空间，以

“摆龙门阵”的形式，为有需求

的家庭把脉问诊、答疑解惑。

这一创新模式不仅有效打通了

社区教育服务青少年的“最后

一公里”，还全面提升了青少年

及家庭对社区活动的参与度和

归属感，使社区真正成为了孩

子和家长心中“可去、可学、

可为”的温暖港湾。

“在家校社协同育人的整体

框架下，社会对于特殊群体的关

怀与帮助显得尤为重要。”重庆

市江北区妇联三级调研员谢小

莉指出，对于部分缺乏家庭教育

能力和意识的家庭，如何给予他

们必要的援助一直是社会关注

的问题。

“这类家庭往往对家庭教育

重视不够、父母教育观念陈旧，

特别是一些问题少年的家庭，家

长的不配合、不理解、不支持，使

学校和社会难以有效介入。”谢

小莉说，江北区妇联积极采取行

动，与检察院、法院等相关部门

紧密合作，针对民事和刑事案件

中涉及的未成年人，实施心理辅

导和家庭教育指导，以帮助他们

更好地融入未来的生活，重新踏

上正轨。

如何将家校社协同育人融

入到基层治理中？成都市武侯区

吉福社区通过“共享奶奶”平台

给出了答案。社区党委书记李含

荣介绍，社区双职工家庭，家长

工作繁忙，孩子放学后的照顾问

题日益凸显；而社区内退休居民

则拥有较多空闲时间，渴望参与

社会活动。社区组织“共享奶

奶”，义务接送双职工家庭的年

幼子女上下学，并利用社区和小

区的共享空间开展陪伴服务。目

前，除了“共享奶奶”项目外，社

区还成功孵化了“智慧妈妈”“故

事爷爷”等多个项目。

李含荣表示，这些项目的开

展极大缓解了双职工家庭在学

生接送、作业辅导、寒暑假照料

等方面的困境，有效实现了协同

育人的目标，促进了教育资源的

共享和互补，也为家校社协同育

人融入基层治理探索出了一条

切实可行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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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我同学呀！”

儿子说出这句话的时候，语气是

带着埋怨和不理解的，甚至还有些诧

异。

这是他刚上一年级的时候。

刚开始，同学们还不太熟悉，也

还没脱离幼儿园状态，彼此行为举止

多少有点儿“不客气”。

他的同桌，是个有些“霸道”

的男孩子。儿子的新铅笔、新橡

皮，只要是他觉得好看的，总要先

抢过去用用，等用完了才还回来。

有时候，连老师上课奖励的星星

贴，这位同桌也会第一时间撕下来

贴到自己本子上。

当然，他不止对我儿子这样

“霸道”，对其他孩子也是。排队一

定要站第一个，打饭也一定要是第

一个……因此，他跟其他小朋友也

免不了发生些小冲突，总少不了老

师的“关照”。

儿子属于“小绵羊”性格，从不会

跟人起冲突，挨打也从来不会还手。

加之不时出现的校园霸凌新闻，总让

我这个当妈的担心，怕长此以往，会

让别人觉得他好欺负，成为容易被

“霸凌”的对象。

在平时，我总会跟他说，不能主

动打人，但别人打你，你一定要狠狠

还手。他嘴上答应着“好”，但我知道，

他是不会这么做的。

在幼儿园时，一个班20个孩子，

有3个老师负责，总能及时将“冲突”

的苗头遏制住；小学可不一样了，一

个班 40 多个孩子，老师也不会时时

刻刻看着，我这个当妈的不可能不担

心。连儿子的文具总是被同桌抢去这

件事，我也是从其他家长口中得知

的，儿子从来没有跟我说过，我就更

担心了。

那天，儿子回到家，我开始旁敲

侧击：“你们班上有没有特别霸道的

小朋友啊？”

儿子想了想，说：“也许有。”

也许？他竟然会用这个词。

我又问：“你跟你同桌关系怎么

样？”

儿子头也不抬地回答：“还可

以。”

我仔细观察儿子的神态是否有

异样，怕他这样回答是为了不让我担

心。无论从眼神，还是面色，我都看不

出有任何问题，于是，我直截了当地

问他：“听说你同桌老抢你的文具，你

怎么没跟妈妈说过？”

这下儿子诧异了，他看了看我，

眨巴着眼睛说：“你怎么知道？但他都

还我了呀。”

还了也不是可以抢的理由。儿子

的反问让我有点生气，好像我多管闲

事一样。

我严肃地跟他说：“抢别人东西

是不对的。他可以好好向你借，但不

能抢。下次他再抢你的东西，你要制

止。如果他打你，你要记得还手。”

这时，儿子带着惊讶、埋怨，还有

不解的神色，说了开头的那句话：“可

他是我同学呀！”

我顿时语塞，儿子不愿意还手的

理由，竟然如此单纯。

是同学，是平时一起上课、关系

亲密的同学，又不是外人，怎么可以

强硬对待？我想，儿子的潜台词是这

样的。

我一下子陷入矛盾中，不知道该

继续维持他这种纯真的想法，还是该

残忍地告诉他，对方又没有像你这样

想，所以你也不必对他太客气。

我没有再继续这个话题，我想或

许有时候就是要吃吃亏，等他亏吃够

了，应该就会还手了。

每天，我仍然在担心中度过，儿

子一回到家，我就旁敲侧击问他在学

校发生的事情。我也悄悄问过几次老

师，儿子在学校有没有跟同学发生冲

突。结果有一天，老师讲了一件事，大

大出乎我的意料。

那个“霸道”的同桌，竟然因为体

育课上别人推了我儿子，跟对方起了

冲突，成了我儿子的“保护者”！

老师说，她也挺惊讶的，没想过

那个孩子还会保护别人。

后来，老师细细问过才知道，那

个孩子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在一次

体育课的跑步比赛中，他得了第一

名。体育老师宣布成绩后，儿子第一

时间给了他一个大大的拥抱，还一直

称赞他厉害。

我的眼眶顿时湿润了，我觉得儿

子太了不起了。我也觉得我对儿子太

不了解，原来他是一个这么有爱的小

孩。

正因为如此，后来那位同桌再也

没有抢过儿子的文具，两人成了经常

一起玩的好朋友。现在，他们已经上

四年级了，不服输的性格让那个同桌

成了一个非常有集体意识的孩子。只

要是体育比赛，他总会冲在最前面，

带领着大家。

所以，小孩哪有什么好与不好，

只要给予他们的影响是正面的，缺点

也能变成优点。有时候貌似吃亏的

“懦弱”，说不定是孩子正在用心爱着

周围的一切呢！

在书店
写作业
■ 刘晓东

同向同同向同行行
共绘孩子成长共绘孩子成长““同心圆同心圆””

如何有效整合学校、家庭、社会等方面的育人资源，形成教育观念、育人方式的共
识，打造协同育人新生态？在2024“成渝双城家长节”分论坛上，来自成渝两地的中小
学校长、优秀家长代表及社区教育学院、妇联等相关负责人，交流探讨了家长学校建
设和协同共育的实践经验、家庭及家长在教育中的角色和责任担当，各区域分享了在
家校社协同育人、家庭教育指导过程中的做法和成果。

■ 本报记者 张文博

作为教育主阵地，学校要充分

发挥在协同育人中的主导作用，家

长也应积极、主动配合学校的各项

工作。然而，现实情况却不容乐观。

由于自身工作繁重、生活压力大等

原因，部分家长对于家长学校的活

动参与度不高。成都石室中学党委

副书记、校长毛道生形象地用“剃

头匠的挑子，一头热一头冷”来比

喻家长和学校之间的关系。

针对这一问题，他认为，学校

应跳出“重理论轻实践”的学术化

误区，从“任务驱动”转向“行为改

进”，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多一

些案例分享、实践参与、情景模拟

等，提升培训实效，强化家长的“家

庭教育主体责任”意识，激发家长

改进家庭教育方式方法的积极性

与主动性。

重庆市沙坪坝区第一实验小

学校党总支书记陈娟则认为，当前

僵化的工作机制是导致家长参与

度不高的关键因素。“不论是学校

反馈学生的学习情况，还是提出教

育方面的要求，家长往往只能被动

接收信息，使得家校之间的互动流

于形式。”在她看来，只有充分赋予

家长自主的权利，才能激活家长的

热情。因此，该校家长学校的机构

设置、章程制定以及活动策划，均

由家长们自主决定和执行。这一变

革使家长实现了从被动接受者到

主动参与者的角色转变，其积极性

和责任感也因此得到了极大提升。

“家校共育并非学校教育与家

庭教育的简单相加，它是家校双

方在了解、理解、互动、谅解、

尊重的基础上达成共识的过程。”

成都市树德实验中学党委书记易

永伦指出，“学校很乏力、教师很

疲累、学生不快乐、家长很焦

虑”是当下教育领域的突出问

题，同时也加剧了家校之间的矛

盾和冲突。为此，成都市树德实

验中学引入清华大学积极心理学

课程，通过“全员参与，建立全

链条网状管理机制”“全学科覆

盖，开展校本课程实践”两大途

径，将积极心理教育理念贯穿学

校和家庭教育全过程，指导家长

正确认识家校共育的重要性，促

进家校之间的和谐与合作。

家校社如何从随机的沟通合

作走向制度化的协作？成都七中初

中学校副校长、成都市优秀德育工

作者孙余介绍了学校家庭教育指

导团队的运行机制。她以七年级家

长会为例，班主任召开的家长会，

侧重于引导家长和学生快速适应

初中生活的变化；学科老师主导的

家长会，则着重向家长介绍学科特

点、学习方法、时间管理等方面的

内容；同时，心理老师也会密切关

注每个学生的状态，及时提供心理

辅导。通过多层次、全方位的指导，

有效提升家长的教育参与度，增加

家校之间的良性互动，形成协同育

人的良好氛围。

在一个家庭中，每个成员都有自

己的责任和担当。在家长代表李梦韬

看来，父母最大的责任便是给孩子一

个快乐且有意义的童年。

“记得女儿抓周的时候，她毫不

犹豫地抓起一支笔，然后得意地挥舞

起来，这也许是孩子本能的选择，但

我相信也是家庭艺术教育的潜移默

化。”李梦韬的女儿出生于艺术之家，

爷爷是书画家，奶奶是艺术教育家。

受父母影响，李梦韬的丈夫从小热爱

美术，如今也奋战在艺术教育的第一

线。

李梦韬一家曾回乡寻根，她被

“择一事终一生”的家训深深触动。

“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这份坚守

显得尤为珍贵，它指引着后人勇往直

前，追求工匠精神。”在这样的家风影

响下，女儿尚在襁褓中就常常趴在画

案上看爷爷画画，有时递给她一支

笔，她便能有模有样地画起来。

虽然出生在艺术世家，但在培养

孩子的创造力和审美能力上，李梦韬

夫妇却从不干涉女儿的创作与表达。

他们给予孩子充足的操作空间，保留

其最本真的艺术天性。“孩子的世界

与大人截然不同，父母应以开放的心

态接纳孩子的独特视角，给他们一个

快乐且有意义的童年。”秉持着这样

的教育理念，李梦韬的女儿在自由与

快乐中茁壮成长。

而在另一个家庭里，吴永聪和

儿子吴博恩则书写了一段关于坚韧

与爱的传奇。吴博恩刚出生便被下

达了“病危通知书”，他6个月大时

被确诊为重度脑瘫。面对突如其来

的打击，吴永聪向医生、家庭教育

专家、心理专家求教，并广泛阅读

书籍，为儿子制订了一套全面的康

复与教育计划。

在吴永聪的家里，3 个大书架

上堆满了关于家庭教育、脑科学、

心理学的书籍。他围绕问题从书中

寻找方法，再结合自己的经验和领

悟，小心谨慎地尝试，直至找到最

优策略并实施，直到情况发生改变

为止。

这份对知识的渴求与对儿子的

爱，让吴永聪战胜了生活的磨难。在

他的教育和陪伴下，吴博恩逐渐展现

出积极阳光的一面，发展出多个兴趣

爱好，并荣获了成都市新都区“美德

少年”、学校“新三好”等荣誉。今年，

他更是以优异的成绩成为了一名大

学生。

当被问及大学阶段的计划时，吴

博恩坚定地说：“我要坚持学习，为实

现目标夯实基础，以期更好地服务他

人、回报社会、贡献国家。”他的回答

赢得了在场观众的热烈掌声。

学校主导 增加家校之间的良性互动

家庭尽责 用智慧助力孩子全面发展

社会支持 合力推动教育资源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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