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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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专业”引领共育
工作

“学校与家长要心往一处想、

力往一处使，才能让孩子更好地

成长。”成都师范银都紫藤北区小

学校长马宏韬说，“在校家社协同

育人过程中，由学校发挥主导作

用，既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

育促进法》《关于健全学校家庭社

会协同育人机制的意见》的明确

要求，也是家长们育儿中的现实

需要。如果‘家’与‘校’不能做好

协同，教育效果将‘1+1＜2’。”

为此，成都师范银都紫藤北

区小学提倡“校”与“家”各归其

位、“老师”与“家长”各司其职的

共育理念，构建校家社协同育人

课程体系，在共愿、共通、共享中

实现共育。

如，针对不同年级开展不同

主题家长课程：一年级新生家长

有幼小衔接课程，二年级则设置

有习惯养成课程，三四年级开展

亲子关系主题课程，五年级开设

法治科普类或者矛盾调解类课

程，六年级则开始学习青春期系

列课程。主讲教师会介绍科学的

家庭教育理念和方法，帮助家长

优化家庭教育方法；分享成功的

家庭教育案例，为家长提供可借

鉴的经验；也会向家长传授亲子

沟通的技巧和策略，促进亲子关

系的和谐。

在一次“亲子沟通”公开课

后，学生蒋子苒的爸爸深有感触

地分享了自己的感受：“孩子的差

距，也许缘于家长的差距。所以，

觉得孩子不好时，作为家长要先

反省一下自己。”“家长观念的转

变是对教师团队最大的鼓励。”马

宏韬表示，共育课程的开展，一方

面，有助于家长树立更加科学的

育儿观念；另一方面，也利于增进

他们对学校教育理念的认同。

教师是协同育人过程中重要

的参与者，也是家长课程建设的

主导者，提升教师的家庭教育指

导能力至关重要。成都师范银都

紫藤北区小学教导处副主任周沁

介绍，学校采用分层培养的方式

帮助教师提升家庭教育指导技

能，“潜力教师”“中间经验教师”

和“领航教师”会根据不同的教学

经验和问题需求进行学习培训，

确保每位教师都能获得针对性的

提升。

“学校还会定期举行团辅活

动和案例式、情境式学习，帮助教

师在实践中提高沟通能力和组织

能力。”周沁表示，“老师的倾听、

共情能力提升了，才能获得家长

和孩子的信赖。在情境式学习

中，总结应对问题的最佳处理方

式，才能在遇到现实难题时巧妙

化解。”

聚焦“问题”，解决家
长困惑

“解决家校共育问题，不仅

需要学校‘主动出击’，由专业

的教师团队为家长打造课程，还

需要‘双向奔赴’，从家长困惑

入手，为他们定制解决教育问题

的‘专属方案’。”马宏韬介绍，

为了增强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的针

对性、有效性，学校在常规课程

的基础上，启动了“菜单式家长

培训”，通过定制化的培训内

容，提升家长的教育理念，共同

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前期，一线教师会通过问卷

调查收集家长培训需求，根据调

研结果，设计包括家庭教育理念

更新、学习方法指导、心理健康教

育培训等在内的多样化课程。同

时，筛选和整合线上教育资源，为

家长提供视频课程、电子书籍、专

家讲座等。采用“线上线下混合

式”培训，线上分享教育资源、专

家讲座，线下举办家长沙龙、家长

开放日等活动，让家长根据时间

与需求选择合适的课程与培训方

式参与。

“直接问家长有什么困惑、问

题，有时他们也无法准确概括，或

是不好意思直说。”周沁表示，为

了不给家长增加压力，同时了解

他们的真实想法，学校会采用“迂

回战术”收集意见。如，设计“亲

子互动作业”。孩子绘画或记录

自己一周内在学校发生的最开心

的事，并讲给爸爸妈妈听，家长需

要为孩子评星，并在同一张记录

表中写下“想对孩子说的话”和

“想对老师说的话”，由孩子交回

老师处。在“孩子记录在校生活、

家长了解孩子表现、老师知晓家

长心声”的互动中，信息沟通渠道

畅通了，隐性问题也能及时被发

现与解决。

针对共性问题，学校会开展

集体式学习，根据家庭的不同情

况，老师也会进一步进行精准化

分组，提供针对性指导，实现具体

问题具体分析。“在这个过程中，

老师不只是输出方，家长也不只

是接收方，他们可以双向互动，进

行更深度的沟通交流。”马宏韬说

道。

后期，学校也会通过问卷调

查、访谈等方式，收集家长对培训

的反馈，评估培训效果，进一步整

合优质家庭教育资源，形成共建

共享的家庭教育指导资源库。在

马宏韬的观察中，通过“菜单式家

长培训”，家长的教育理念有了显

著提升，对学校的理解和支持度

提高了，家校沟通也更加顺畅，家

校共育的氛围日益浓厚，学生的

兴趣爱好和个性特长也得到了更

好地发展。

整合资源，找到共育
着力点

陶行知提出了“生活即教育”

“社会即学校”的教育理念，在马

宏韬看来，引入家长、社会资源，

让孩子在“社会大讲堂”中丰富体

验、增长见识，学会知行合一，是

对这一理念很好的践行。她认

为，构建健康的教育生态既需要

学校、家庭、社区各自发力，完善

自身配置，也需要三方齐心协力、

求同存异，让孩子在具有差异性、

多元化的教育环境中成长。

在学校开展的研学实践活动

中，教师发挥统筹、整合作用，协

调家长、学校、和社会三方资源，

共同为孩子设计适合的课程活

动。以“麓客岛研学实践”为例，

学校教师与家长委员会紧密合

作，组建了一个家长志愿者社

群。来自各行各业的家长志愿

者，根据自身的兴趣爱好和职业

优势，积极参与到研学实践的组

织、实施当中。

在研学活动中，家长也成为

了孩子们的“老师”。有的家长是

野外活动爱好者，拥有丰富的户

外探险经验，便帮助孩子们更深

入地了解麓客岛的生态环境；有

的家长是手工艺制作者，主动策

划了“树叶画”等动手体验环节，

让孩子在自然中探索美、体验美、

创造美。

同时，教师也成为了校家社

资源的“协调者”，积极与麓客岛

所在社区联系，为孩子们争取更

多的实践机会和资源支持。在该

研学活动过程中，社区工作人员

带领孩子们体验了麓客岛的自然

风光，并细心地为他们讲解人文

景观。校家社共同参与了研学实

践中的互动游戏，如户外团队协

作游戏、喂养小动物等，为学生搭

建了一个寓教于乐的研学实践平

台。

“学校、家庭、社区育人思维

的转变，育人方式的改变，协同能

力的提升，必将促进学生综合素

养的发展。”马宏韬谈到，孩子们

的全面发展正是校家社协同共育

的着力点所在。

除了“走出去”，也要“引进

来”。在校内，学校也会邀请不同

职业的家长走进班级开展专题讲

座。如，有一位同学的家长是眼

科医生，受邀为孩子们带来了“爱

眼，从我做起”的专业讲解，除了

知识普及，还设计了“体验失明”

环节，让孩子们受益匪浅。

“教师也在家长的专业培训

中提升了认知，填补了‘知识盲

区’。不同职业家长的进校讲授，

既有助于为孩子们科普专业知

识，也有效地加强了其他社会资

源与学校的联系。”马宏韬介绍，

在协同育人的过程中，有的家长

还邀请孩子们到他们工作的地方

做“职业体验官”，如去消防大队

实地体验消防员的工作。

“多方资源的综合利用，拓展

了学校教育的主题和范围，实现

了‘1+1+1＞3’的育人效果。孩子

们的知识探索不局限于书本，课

堂学习不止步于教室，学校外也

成为了教育发生的肥田沃地。”马

宏韬说。

种
豆
记

四年级的单元习作中需要写一篇观

察日记。于是，儿子开始了他的第二次

种植体验。

儿子第一次种植是种辣椒，那次，他

很积极，一有空就浇水，并且经常蹲在花

盆前，一看就是好久，生怕错过了辣椒生

长的点滴变化。出骨朵儿、开花、结果、

渐渐长大……那株辣椒也格外“争气”，

接连结了好几个果实。那是一次美好的

种植体验，我和孩子一起，见证了辣椒生

长的全过程。

前段时间，他放学回到家，兴冲冲地

从厨房抓来一把黄豆，小心翼翼地挑选

出几颗最饱满的，轻轻放入杯中，告诉我

要观察黄豆“成长”，眼神里闪烁着对未

知的好奇。我告诉他，要先让这些豆子

喝饱水，它们才能有力气破壳而出。他

点着头，脸上洋溢着认真与期待。

可随后的日子，那个装有豆子的杯

子似乎成了被遗忘在阳台的风景。三四

天过去了，水不再清澈如初，我发现豆子

的变化并不大，可是也不见儿子前来查

看它们的状况：不再看到他蹲在阳台前，

瞪大眼睛观察豆子变化的身影；不再见

他兴奋地跑来告诉我，发现植株在生长、

变化的惊喜。

这份随意的态度，让我心中不免生出一丝忧

虑。或许，是学习的压力让他无暇顾及这些细微的

生命变化；或许，是成长的过程中，那些曾经让他着

迷的简单快乐，逐渐被其他复杂、宏大的目标所取

代；又或者，是曾经已有的种植经验，让他对这一次

的种植驾轻就熟，忽视了不同种子间存在的差别而

马虎了。我轻轻叹了口气，决定自己继续观察这些

豆子，期待着它们破壳而出的那一刻，也期待着能

再次点燃儿子心中对自然与生命的热爱之火。

“儿子，你那些豆子放杯子里好几天了吧，长成

什么样了，你去看过吗？”好多天过去，终于，我还是

忍不住了。担心他无法完成日记，便提醒他。

“有啊，都发芽了。”儿子却这样回复我。

“你真的有看吗？”我惊讶地看着他：“我看那杯

子里的黄豆没有什么变化，怎么就发芽了？”

“来，妈妈你看。”说着，儿子把我往门口带去。

“怎么去门口呢？不是要看豆子吗？”我不解地

问。

“来嘛，来嘛！”儿子越说越兴奋，拽着我走到门

口。

门一开，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我看到了一个黄

色的小花盆。那个花盆放在过道的窗边，明显有3

株嫩绿的小芽从土里冒出来。那一刻，我愣住了，

找不到合适的言语来表达这份突如其来的喜悦与

感动。

“看呀，妈妈，是不是已经发芽了？你还不相信

我。”儿子满是得意的笑容。那3株小芽，虽然微不

足道，却以一种难以言喻的力量，触动了我内心最

柔软的部分。

“什么时候移种到花盆里了？不是还在杯子里

吗？”与此同时，我很是诧异。

“很多同学的豆子第二天就发芽了，我看到那

一杯里的豆子没什么变化，于是，就在另一个杯子

里又多放了些豆子，正好做对比。不久，我就发现

有豆子发芽了，便把发了芽的豆子放到花盆里了。

很快，它们就从土里钻出来啦。你还不知道吧，我

每天回来第一件事就是给它们浇水呢！”儿子对我

说。

原来，儿子并没有不在乎。相反，他对种豆这

件事的认真在我意料之外。他不仅有责任心，对种

子的变化十分关注，还有较强的应变能力，对出现

的状况及时作出了调整，这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

这一刻，我对儿子刮目相看，同时也庆幸自己没有

一开始就责怪他。

看着鲜嫩的豆苗正在茁壮成长，我一把抱住儿

子，开始重新审视这个在我眼中略显稚嫩的孩子，

心中涌动着前所未有的骄傲与欣慰。幸好，在那最

初的冲动之下，我选择了理解与等待，而非责备与

批评，否则，我可能会错过见证他成长中这一闪光

的瞬间。

二年级的大宝是个粗线条的

男孩子，他对老师布置的写话任务

有点畏惧，无从下手。于是，今天

我带他去观察秋天、描写秋天。

我带着他往小区后面走，那里

有一片农田和菜地。我们在小区北

门闻到了一股清香，大宝说：“好香

啊，什么味道这么香？”我抬手一指，

小区门口的路边有一排桂花树，银

桂金桂间杂，黄的发白、红的泛橙。

我问他：“你记得那首写桂花的儿歌

吗？”他张嘴就来：“金桂花、银桂花，

秋风一吹，香万家。”看来，这来无影

去无踪的秋天，算是被我们抓到了

一只香飘飘的“衣袖”。

看看桂花的形状，他发现细小

的花瓣呈十字形。闻闻桂花的香

气，他说：“有元宵的味道。”我告诉

他：“是桂花元宵的香味来自这种

花，元宵有桂花香，而不是桂花有

元宵味。”这番话颇像绕口令，但好

歹让他明白了，我们吃过的桂花元

宵跟眼前的植物有关。一种小朋

友不怎么熟悉的植物，就这样和他

的生活联系上了。

过一条马路，就是各家各户的

菜地，种啥的都有，好多人正在地

里忙活着。一位老大爷正在玉米

地里扳玉米棒子，我让大宝去帮

忙。玉米棒子是枯黄色的，扳下

来，撕去外皮，像豁牙巴，缺了好

多。大宝很嫌弃，问：“怎么这样？”

老大爷给他解释：“今年高温，虫子

多，这些玉米棒子人不能吃了，只

能用来喂猪、喂鸡。”扳玉米棒子，

大宝记住了玉米是在秋天收获的，

还知道了世上至少有两种玉米，有

我们餐桌上那种饱满、甜糯的，也

有这样豁牙巴的。世界的多彩，要

靠孩子一点一点观察、积累。

一路上，大宝看到了像鸽子蛋

的红萝卜、像乒乓球的白萝卜、像

成人手指头的青萝卜。“萝卜开会、

群英荟萃”，不身临其境，是想象不

出的。地里还有山芋，问一位正在

割山芋藤的农妇：“这是要起山芋

了吗？”她说：“割了藤喂鸡，山芋还

不能挖，得等下霜。下了霜，山芋

就出粉了，甜了。”大宝问：“什么是

霜？”什么是霜呢？我想想该怎么

跟他解释，那天我们在盐津大桥上

赏月，背诵“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

明”，露，大宝是知道的，霜就是再

冷一些，小露珠变成了冻干的粉

末，就是霜。

经过一架枯树枝搭的扁豆架，

扁豆花还开着，已经结了好多豆

荚。我让大宝描述一下扁豆的花

和豆分别是什么样子，他竟然说，

扁豆花像眼睛，豆荚像眉毛。这个

比喻真有意思。低年级的孩子，打

比方总是从自己最熟悉的事物入

手。

扁豆架旁边是一块稻田，我摘

了一粒稻子，剥去稻衣，让大宝嚼

一嚼。他分不清楚稻与麦，这回我

要加深他对稻子的印象。他夸张

地嚼，嘴角嚼出了白色的汁。我问

他：“什么味儿？”大宝说：“嚼出了

大米味儿。”这就对了。我告诉他：

“这就是稻米，稻子脱了壳就是

米。”一穗穗稻子沉甸甸地弯腰、低

头，向秋风点头，向秋阳微笑。

回来的路上，我们特意转到种

着柿子和板栗的人家。柿子挂在

枝头，像小灯笼一样招摇，大宝已

经尝过，也认得。这次，我们再来

会一会“老朋友”。结在树上的板

栗，他没有见过。树不高，结的板

栗却不少，三五个团在一起。我让

大宝去摸一摸，他被刺了一下，赶

紧告诉我他的新发现：“板栗满身

的刺是它的保护伞，不让人靠近

它、摘它。”不被刺一下，哪有这个

新认识？

我们和主人家要了一个板栗，

试着剥开。原来要剥几层皮才能

吃到果肉，一层毛刺、一层棕色的

硬壳、一层淡黄色的内膜，最后才

吃到清甜的板栗果。

回家后，我告诉大宝：“我们今

天去寻找秋天，相当于去买菜，看

到了好多，买回来了一部分，还要

挑选、配菜，才能做出美味。 ”大宝

点点头，开始思考他的作文要怎么

写。接下来，就是等待。

一位朋友这样教孩子写作：一

个苹果，一个红通通的苹果，一个

红通通的、圆圆的苹果。扩词成

句，再成文。这种公式化的看图写

话，短期见效，但是对提升孩子的

作文能力、语言能力没有多大帮

助。相反，会束缚他的想象力，抑

制他的创造力。我想，真正的作文

指导，越是低年级，越应该从生活

中来、到生活中去，让孩子在生活

中不断生长语文能力。

大约一节课的工夫，大宝写出

了一篇作文，内容比较丰富，感受也

细致、具体。 一起来看看吧——

今天，我到田地去看看。刚走到

田地边上，就闻到桂花的花香，发出

这种香味的桂花是银桂。我想到了一

首儿歌：“金桂花、银桂花，秋风一

吹，香万家。”

走到田地里，都是玉米，我问摘玉

米的爷爷：“能不能摘一个？”爷爷说：

“行。”今年天气太热，虫子又多，所以玉

米长得不太好。我摘了几个，都有点坏

了。回来的时候，我看到了板栗。板栗

的皮有三层：第一层是毛刺，最难剥，需

要戴手套，还要用到工具刀；第二层是

硬硬的壳，要用剪子；第三层是薄薄的、

淡黄色的皮，最好剥；最后，才露出我们

喜欢吃的、黄澄澄的板栗果。

我还看到了稻田，稻子们都弯下了

腰，因为稻穗饱满了、成熟了。秋风里

还有扁豆花、扁豆荚在舞蹈。原来秋天

无处不在呀。

江苏省仪征市实验小学
二（5）班 张司墨

寻找秋天

寻秋意，学作文 ■ 王晓

■

覃
渝

——成都师范银都紫藤北区小学校家社协同育人实践

■ 本报记者 马晓冰

“孩子回家告诉我，老师从午休时间到下午第二节课一直在帮助他们
突破‘跳大绳’的难题，耐心地陪伴孩子们练习。”成都师范银都紫藤北区小
学一年级学生家长宋女士说，“入学以来，能明显感觉到老师们在认真、负
责地培养孩子们的各项能力，同时也给予了我们新生家长许多专业的家庭
教育指导。”

在成都师范银都紫藤北区小学，许多家长都与宋女士有相同感受。学
校不仅提供了许多家庭教育指导服务，还牵头整合多方资源，开拓社区育
人场域，让校家社协同育人工作受到广泛肯定。据了解，2015年至今，学校
持续对社区5000余户居民展开满意度调查，结果显示，居民对学校校家社
协同育人指导工作认可度逐年上升，满意率从75%提升至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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