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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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校之间

夜像一张巨大的黑幕笼罩着世

界。7 岁的儿子白天是天不怕地不怕

的小男子汉，却总在夜幕降临时，用稚

嫩的小手攥紧我的衣角，眼里满是不

安与依赖，轻声说：“妈妈，你能陪我一

会儿吗？”这句带着怯意的请求，成了

每个夜晚的固定序曲。

一开始，我耐心地陪着他，握着他

的小手，哄他睡着才悄悄离开。可日

子久了，我难免焦虑：什么时候他才能

独立睡觉呢？毕竟，他总得学会独自

面对黑夜啊。

一天晚上，儿子照例在床上滚来

滚去。他突然拉住我的手，小声问：

“妈妈，床底下会不会有怪物啊？”我愣

了一下，忍住笑说：“没有怪物，床底下

恐怕只有灰尘。”儿子皱着眉头，说：

“可我总觉得黑黑的，好像有什么。”

看着他紧绷的小脸，我感受到了

他内心的恐惧。我知道，光说“别怕”

是没用的，得换个办法。

灵光一闪，我凑到他耳边，说：“你

知道电视里的马赛克吗？专门用来挡

住不想看的东西。我们也给害怕的东

西打上马赛克吧？那样，它们就没那

么可怕啦。”

儿子瞪大眼睛听着。他歪着头想

了想，笑着说：“那我要给床底打个马

赛克！”“对！”我补充道，“还有窗外的

风声。”“还有天花板上的小洞洞！”儿

子雀跃着补充道。

那天晚上，他蜷在被窝里，嘴里念

叨着“打马赛克”，渐渐沉入梦乡。虽

然我还是陪着他，但我知道，某种转变

正在悄悄萌芽。

后来，每当他露出害怕的神情，我

就提醒：“马赛克！”渐渐地，他学会了

自己给恐惧打马赛克。有一次，停电

了，整个家里漆黑一片，我正摸索着找

蜡烛，突然听见他自言自语：“给黑暗

打马赛克！”我忍不住笑出声，他也大

笑起来。

当然，这并不是说他一下子就变

勇敢了。有时他还是会跑过来，扑进

我的怀里，说房间里有“奇怪的影

子”。但不一会儿，他便嘀咕着：“我等

会儿给它打马赛克。”那一刻，我知道，

他在努力，他在成长。

最让我惊喜的是前几天的一个晚

上。我在厨房洗碗，突然听见他在房

间里喊我：“妈妈，我要睡觉啦！”我急

忙跑过去，发现他正拿着手电筒扫描

床底下，转头笑着对我说：“我给床底

打完马赛克了！”

我轻轻摸了摸他的脑袋，心里酸

酸的。原来，很多时候我们以为孩子

离不开我们，是因为“胆小”或“依赖”，

可其实，他们只是缺少一个能让他们

重新“编码恐惧”的方式。我们能做

的，不是代替他们打败每一个怪兽，而

是教他们给怪兽画上滑稽的鼻子，让

它变得可笑、可控。那些马赛克是儿

子为自己编织的温柔铠甲，他的成长

就在这个“小游戏”里。

那天夜里，我躺在他旁边，听着他

均匀的呼吸，想了很多。孩子终究会

长大，但成长不是某一天突然不再害

怕、不再黏人，而是从一个个小小的马

赛克开始，把他害怕的世界慢慢“重

绘”成他可以掌控的样子。在这漫长

岁月里，我愿意用爱与耐心，陪他慢慢

走过每一个充满未知的黑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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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女儿表现出较以往更加丰富的想象力，

这是个好现象。但让我苦恼的是，女儿还分不清

想象与现实。为了更贴近女儿的世界，我不得不

在每次女儿述说“事实”时，谨慎、客观地追问相关

细节。例如，当女儿说“今天阿姨哭了”，我会进一

步问她：“阿姨为什么哭？”“怎么哭的？”“她哭的时

候，你在做什么？”通过女儿对细节的描述来辨别

事件的真实性，再决定如何反应与处置。

这件事情引发我的思考：日常生活中，我们使

用语言的态度似乎过于随意。举例来说，询问孩

子“吃早餐了吗”与“早餐吃了什么”，虽然目的一

致，但后面的问法却更能掌握答案的“真实性”，具

体的问题往往比笼统询问更有效。

前几天，女儿拿着一个奶瓶问我：“爸爸，这是

谁送给我的？”回答女儿时，我愣了一下，因为那个

奶瓶是搭乘国际航班时，空乘送给小朋友们的礼

物，但这个礼物并非空乘单独为她准备的，于是，

我告诉女儿：“这是航空公司为小朋友准备的礼

物，由空乘姐姐交给你。”

口头交流时，我们常常为了便利而省略字词

或忽视字词的准确性。虽然不影响交流，却无形

之中给孩子带去不良的引导。比如，我会跟女儿

说“过来吹头”或者“去剪头”，每次侄子听我这么

说，都会开玩笑：“你要去把头剪掉吗？”事实上，

“头”与“头发”不同，“头”也不能替代“头发”。这

种随意性正潜移默化地影响孩子对细节的认知。

更常见的是，孩子们总喜欢说“我要……”，侄

子提醒我，应该仔细区分“需要”与“想要”。口语

中，虽然同用“要”字，但本质上却是两种不同的情

境，如果能引导孩子分辨两者的不同，既可以增进

亲子理解，也可以避免资源浪费。

语言的核心是沟通，无论对象是孩子，抑或是

成人，精确地使用语言可以减少误读，让交流更有

效。在孩子成长、学习的关键期，家长应从自身做

起，以更高的标准要求家中的每一个成员。虽然

稍显麻烦，但是我觉得，这对孩子的人生发展必有

裨益。

协同育人
共筑高质量教育生态

近年来，四川省大力推动教育公平，

“家门口的好学校”不再是愿景，而是正在

发生的现实。李存金介绍，通过学校标准

化建设，区域间、城乡间学校硬件条件的差

距已显著缩小。同时，四川大力推动学区

制、集团化办学改革，促进教师交流和资源

共享，让学生不分城乡、不分地域都能享

有优质教育机会，更好地促进教育公平、

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此外，对随迁子女

等特殊群体的制度化关爱也在持续加强。

“然而，教育要优质、要公平、要面向

未来，单靠学校远远不够。”李存金表示，

构建高质量教育体系的关键，在于打破

家庭、学校、社会的界限，形成“共建、共

育、共享”的协同生态，国家层面《家校社

协同育人“教联体”工作方案》的出台及

四川专门召开的全省家庭教育工作会，

都凸显了家庭在新时代教育发展中的核

心地位。

那么，在推进教育优质均衡的进程中，

家庭能发挥怎样的关键作用？李存金着重

阐述了两个核心方向。

首先是更新教育理念，与学校同向而

行。李存金直言不讳地批评了“不要让孩

子输在起跑线上”的焦虑心态以及由此产

生的“抢跑式”超前教育，认为其违背了教

育规律。他建议家长放下过度焦虑，回归

教育本真，自觉与学校形成教育合力，秉持

“健康第一”的理念，多引导孩子保持身心

健康、养成良好习惯、积极参与劳动实践，

并自觉遵守“双减”要求。在他看来，在基

础教育阶段，帮助孩子养成良好的习惯和

正确的行为规范，才能真正为其终身成长

奠定坚实基础。

更关键的是，家长要实现从被动到

主动的角色转变。孩子记忆深处最珍贵

的，往往不是成绩优异时的表扬，而是犯

错时父母的理解与陪伴，因此，做“情感

支持者”是家长的首要责任。同时，家长

应成为学校的“教育合伙人”，主动与老

师沟通，共同面对孩子成长中的各种问

题，协同设定适合孩子个体情况的成长

目标。最后，家长自身要成为“终身学习

者”，保持终身学习的态度，不断提升自

我。

“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离不开学校、家

庭和社会的协同努力。”李存金表示，每个

家庭都应肩负起育人责任，与学校、社会携

手并进，共同托举起孩子们更公平、更优质

的未来。

就近入学
省时省心，亲子更亲

当前，一些家长仍为择校问题发愁，对

此，易全勇表示，与其盲目追逐名校光环，

不如理性看待“就近入学”带来的好处。

他指出，其中一个显著优势是减轻孩

子和家长的身心负担，增加宝贵的亲子时

间。缩短上下学通勤时间，不仅能缓解家

长的接送压力，也为孩子逐步独立、培养自

主能力创造了条件，还保障了孩子的睡眠

时间，有助于身体健康。

易全勇引用中国教育科学院的调查数

据进一步说明，在就近入学政策实施后，超

过70%的家长反馈孩子的作息变得更加规

律，体质也得到了明显增强。

就近入学还能降低教育成本，提升家

庭生活质量。易全勇为家长算了一笔账：

选择家门口的学校，意味着可以省下因跨

学区择校产生的额外交通费用，或为陪读

支付的昂贵租房成本；而这笔省下的开支，

可以用来提升家庭生活品质和丰富孩子的

成长体验，比如规划有意义的亲子旅行、添

置更多有益的书籍，或支持孩子发展兴趣

爱好。

此外，就近入学有助于增强孩子的

情感连接与安全感。同学居住地相对集

中，便于组建课后学习小组、开展社交活

动，加深同伴间的友谊；家校互动变得便

捷、高效，家长能够迅速处置孩子的突发

状况，参与家长会、开放日等学校活动更

为便利，能够持续与老师保持紧密沟通；

熟悉的邻里环境和相互照应的社区氛

围，能在潜移默化中提升孩子的社交适

应能力、归属感与社区认同感。易全勇

语重心长地劝慰家长：“别让名校的光环

绑 架 了 自 己 和 孩 子 ，适 合 的 才 是 最 好

的。”

“养育孩子需要全社会共同的努力，培

养孩子良好的习惯，可以让孩子受益终

生。”易全勇表示，当家长们将目光从择校

的焦虑转向习惯的培养，才能与孩子携手

在成长路上走得更稳、更远。

习惯养成
当好孩子的“引路人”

“教育从来不是学校单方面的知识

传递，而是家庭与学校在育人目标、方

法、节奏上的深度协同。”王海燕结合自

身经验，就家长如何成为孩子习惯养成

的“引领者”和“陪伴者”，分享了自己的

看法。

温馨、平等、充满关爱的家庭氛围，是

良好习惯萌芽的基石。王海燕呼吁家长

“蹲下来”倾听孩子的心声，珍视那些看似

琐碎的日常分享，比如解出数学题的兴

奋、运动会前的紧张。“这些细碎的小事，

都是了解孩子的窗口，更是增进亲子情感

的重要途径。”她认为，积极的回应能让孩

子感受到被重视，从而更愿意敞开心扉，

接受引导。

“家庭是孩子成长的第一课堂，我们

的一言一行，都是他们模仿的对象。”同

时，王海燕提醒家长审视自身行为：要求

孩子不玩手机，自己却手机不离手；希望

孩子热爱运动，自己却疏于锻炼，这样的

矛盾会消解教育的效力。她以生活中的

例子说明，家长坚持陪孩子运动、用积极

态度面对困难、持续学习科学育儿方法，

都是在用行动为孩子提供良好的示范。

兴趣的激发与适时的肯定同样关键。

家长应敏锐捕捉孩子的兴趣点，鼓励其专

注和坚持。绘画、阅读、创作、运动……持

续投入的过程本身就是培养耐心与毅力的

最佳课堂。当孩子展现出良好习惯时，家

长及时、具体的肯定与适当奖励，能有效强

化其积极行为；同时要避免过度惩罚，以免

挫伤孩子的自信心与主动性。

在王海燕看来，高质量的亲子陪伴无

需刻意追求形式，它就流淌在充满生活气

息的家庭日常细节中。她提到被许多家

庭忽视的晚餐时光：“早餐常常匆匆忙忙，

午餐孩子多在校吃饭，晚餐便成了宝贵的

亲子时刻。”当家长与孩子一同择菜、调

味，协作完成晚餐时，锅碗瓢盆的叮当声

和食物的香气交织在一起，生活的温度与

家庭的归属感便在这最朴实的劳作中悄

然传递。王海燕表示，正是这种浸润于日

常协作中的陪伴，能让孩子在熟悉的家庭

氛围里，建立起最踏实的安全感和情感联

结。

“教育不是监督，而是共同成长。”王海

燕说，当家长放下对名校光环的过度追逐，

回归教育初心，以习惯筑基，以共育赋能，

每一所“家门口的学校”都能成为孩子健康

成长的摇篮。

春暖花开的时候，趁着家里的育苗盆闲置，

我在网上买了两包水培种子——麻豌豆和红萝

卜，打算种进去，既可以观赏，又可以食用。种子

到货后，女儿好奇地凑过来，一会儿碰碰种子，一

会儿翻看说明书，终于忍不住开口道：“妈妈，我

也想尝试一下。”没想到女儿如此感兴趣，正好趁

此机会让她体验种植的过程，于是，我爽快地答

应了。

起初的“浸泡种子”环节她做得很认真，用电

子秤精准地称量了克数，再用清水浸泡。之后，她

仰起头说：“妈妈，种子需要浸泡一晚，明天早点叫

我起床种植哦！”我在心里泛起嘀咕，明天是周六，

难道她不睡懒觉了？果不其然，第二天，当我叫女

儿起床时，她赖在床上不肯起来。我耐心地说：

“做事要有始有终，坚持不懈方能成功。你在语文

课上学过‘言必信，行必果’，我们要说到做到呀！”

她这才不情愿地起床，将种子均匀地铺进育苗盘

里。

接下来的几天，女儿利用放学后的碎片时间

给种子喷水。有时因为吃饭、写作业而忘记照料，

我便提醒她：“你的小种子喝饱水了吗？今天它们

有什么变化吗？”女儿这才想起自己的职责，她拿

起喷壶喷水，捡出坏掉的种子，然后蹲下身仔细地

观察，就像一个小园丁。

在女儿的悉心呵护下，一粒粒种子悄然发芽、

长大，她忍不住感叹道：“没有土壤，种子只喝水也

能成长，真是太神奇了！”

可是，又过了几日，我们发现种子呈现出不同

的态势：麻豌豆都发芽了，而且每天长高一点，看

起来绿油油的，非常喜人；而红萝卜却只有一小部

分发芽了，即便稍大的芽苗看着也不精神，蔫在那

里，一副生病的样子。女儿焦急万分，有些不知所

措。

我查了相关资料，然后和女儿一起综合分

析，发现是因为红萝卜种子吸水不够、在种植前

期铺得太密集导致的。“红萝卜已经过了最佳生

长期，不如我们放弃这一茬，重新种植。”我提出

了建议。“那我岂不是白费精力了。”女儿有些沮

丧地说。我将茁壮的麻豌豆端到她眼前，边安慰

边开导：“你瞧，麻豌豆长势喜人，说明你有种植

的天赋！而红萝卜只是一时的失败，我们找出了

原因，只要在下一茬种植时避开这些‘小陷阱’，

妈妈相信你一定能成功！”听了我的话，女儿的眼

里透出希望。

在新一茬的种植中，女儿变得非常积极，用心

呵护着每一粒种子。功夫不负有心人，在她的精

心照料下，红萝卜苗逐渐长高、长大。

育苗盘里，麻豌豆的翠绿与红萝卜的嫩红交

织成生命的画卷。从最初的好奇到半途的懈怠，

从失败的沮丧到重来的坚定，女儿在一粒种子的

成长里，读懂了坚持的力量，也有了在跌倒处重新

出发的勇气。这一方小小的种植天地，悄然种下

的，是比嫩芽更珍贵的成长箴言。

教会孩子“用语言”
■ 吕传彬

育苗盆里的
成长课

■ 柴沛沛
资
料
图
片

与其选择学校与其选择学校，，不如养好习惯不如养好习惯
■ 本报记者 张文博

又到升学季，是把孩子的未来寄托于上名校，还是着重在日常中培养

孩子的好习惯？近日，四川省家庭教育公益宣传活动天府家长“慧”2025

年第四期在达州市举行，邀请到四川省教科院党政办主任、教育学博士李

存金，西南大学教育学部教育学院副院长易全勇，达州市通川区七小龙山

学校党支部副书记、校长王海燕，从国家政策、学校实践、家校共育等角

度，介绍培养良好习惯对助力孩子健康成长的积极意义和方法。

天府天府

现场观众积极参与互动。（图片由主办方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