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家校协同育人背景下，如何实现高

质量、高效率的家校沟通一直是重点和

难题。3月30日上午，由隆昌市教育和

体育局、四川省教育融媒体中心主办，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四川省隆昌市

分公司、《教育导报·家教周刊》承办的

“家校合作协同育人，共促孩子健康成

长”家庭教育公益培训活动在隆昌市体

育中心体育馆举行。活动邀请到成都

大学教授、成都大学师范学院家庭教育

研究所所长刘华锦就家校沟通、亲子沟

通问题为广大家长指点迷津。

做同一战线的“盟友”
“营造良好的家校共育氛围，是实

现高效家校沟通的前提。家长要充分

信任学校、尊重老师，只有家校关系足

够和谐，才能让双方的教育发挥最大价

值。”刘华锦说。

如何让家校沟通实现高质、高效？

讲座上，刘华锦向广大家长、教师传授

了以下几个要点。

首先，家长和老师要保持平和的心

态，在尊重彼此的前提下展开交流。一

些家长急于解决子女遇到的问题，容易

出现咄咄逼人的态度，老师也会因此疲

于、惧于沟通。她建议，双方在家校沟

通的过程中产生不一致意见时，要以解

决共同问题为导向，尊重彼此的观点，

一起探索解决问题的方法和路径。

其次，家校沟通应遵循以下三个原

则：谦和而不迁怒；中正而不偏执；理解

而不拆台。刘华锦以电影《地球上的星

星》中教师家访的片段举例。起初，片

中的家长在和老师沟通时，时常打断老

师的话，本能地质疑老师的判断。面对

情绪激动的家长，老师以平和的态度和

富有逻辑的话语将家长带入孩子的处

境中，最终，家长在老师的循循善诱下，

了解到孩子的困境，也找到了问题的突

破口。“保持谦和客观、相互理解的态

度，家校沟通才能实现效益最大化。”刘

华锦说。

她建议，家长和老师可以借鉴社会

心理学中的“SOLER模式”作为沟通的

方法。其中，S(Sit) 代表“坐或站的时候

要面对别人”，即与他人交流时，正面朝

向对方，以示尊重和关注；O(Open) 表

示“姿势要自然开放”，即保持开放友

好的身体语言；L(Lean) 的意思为“身

体微微前倾”，表明对对方的话题感兴

趣；E(Eyes) 代表“目光接触”，即在

与他人交流时，保持适当的眼神交

流，以增强交流的直接性和真诚感；

R(Relax) 表示“放松”，即在交流过程

中保持放松的状态，不要过于紧张或

拘谨。刘华锦表示，“SOLER 模式”

不仅可以应用在家校沟通的场景中，

亲子沟通时同样适用。

站在孩子的角度看问题
讲座现场，刘华锦还结合现场家长

的提问，讲解了家校沟通、亲子沟通的

具体技巧。

“孩子很乖巧，学习成绩也不错，但

性格内向，在家的时候总是跃跃欲试想

要参加学校活动，到了学校却不敢报名

和表现自己，这种情况该怎么办？”一位

家长提问。刘华锦给出建议，家长首先

应当在家中有意识地培养孩子的表达

能力，并给予孩子足够鼓励，培养孩子

的自信心。其次，家长可以适当同孩子

的老师沟通，说明孩子想要参加活动却

胆怯不敢主动报名的情况，希望老师可

以结合具体情况，给予孩子表现或者上

台的机会。

还有家长提问：“我和孩子的观点

总是不一致，常常无法理解孩子的想

法，也因此总忍不住对孩子发脾气，这

种情况怎么办？”刘华锦认为，家长无法

和孩子沟通，本质是因为家长无法和孩

子实现共情。她建议，家长可以使用

“SOLER模式”同孩子沟通，放低姿态、

放平语气，避免产生和孩子语境不对等

的情况，尝试以孩子的视角去分析问

题。“遇到冲突不要情绪化处理问题，而

是把自己代入到孩子的处境中，换位思

考。”刘华锦说。

本次公益讲座吸引了隆昌市 5 所

中学、8所小学共计2200余名师生、家

长线下参与，1.8万余人线上参与。现

场家长纷纷表示受益匪浅。“这次讲座

的内容很有实践意义，让我意识到自己

和孩子在沟通时有很多需要改进的地

方。”隆昌市第一初级中学一名初二学

生家长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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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提升生活老师专业素养，

加强学生公寓安全管理，营造安

全、文明、舒适的学习生活环境，

4 月 9 日，成都棠湖外国语学校

围绕“寄宿制学校学生公寓如何

预防宿舍欺凌”开展针对性研讨

及专题培训。

宿舍是校园欺凌的高发区

域，培训中，成都棠湖外国语

学校初中党总支委员、德育处

副主任袁成针对学生公寓特

点、寄宿制学校特点，为生活

老师讲解在学生公寓区域预防

欺凌的重要性，并组织生活老

师学习“什么是校园欺凌”、识

别欺凌行为的特征、分析产生

欺凌的原因，希望老师们通过

关心、关注学生，促使前置问

题解决。同时，指导生活老师

在发现疑似情况时，如何及

时、正确处理。

“生活教师是距离学生宿舍

生活最近的人，他们及时识别，

尽早干预，对有效防治校园欺凌

十分重要。”袁成说。

培训后，有生活老师表示：

“所学内容踩中了我的‘知识盲

区’，以前觉得打架、斗殴才需要

重视，没想过情绪低落、行为反

常、突然落单等都是需要我们留

心、关注的信号。”

集体教研后，各单元楼还开

展了单元教研。单元教研中，棠

外初中公寓生活老师赵丹春结

合工作实际谈道：“公寓是学生

生活、学习的重要场所，生活老

师责任重大。在管理过程中，我

们可以利用公寓黑板报营造氛

围，与学生共同策划、绘制，增加

他们的理解；日常生活里，我们

得多巡查、多留心、多谈心，认真

对待每位学生反馈的情况，识

别、判断后上报，做好协同处理

工作。”

晚上散步结束后，我和儿子如往

常一样开始了我们的阅读时间。2米

长的大书桌，我们各据一方，我翻阅书

籍，他看绘本。儿子看得津津有味，每

当看到熟悉的情节，他便用拇指和食

指快速地翻动书页，小脑袋也随着书

页的翻动轻轻转动。遇到不熟悉的部

分，他会停下来，用胖乎乎的小手托着

圆润的脸颊，大大的眼睛眨巴着，甚至

微微皱起了眉头。看到他这副模样，

我忍不住笑了。他现在都不能认全绘

本里的所有文字，模样倒像是一个经

验丰富的读者了。

我翻阅着书籍，偶尔望向儿子，暖

黄色的灯光洒在我们身上，心中涌起

一股暖流。陪伴的温馨与美好，大概

就是这样吧。

看着儿子这么投入地阅读，我不

禁想起了自己儿时和妈妈的阅读时

光。

在那个大部分农村父母还未能意

识到教育重要性的年代，妈妈就已经

开始和我一起阅读了。

也是在无数个夜晚，我和妈妈坐

在我们家的四方矮脚饭桌上，我读课

外书，妈妈则拿着一本语文课本在一

旁阅读。大多数时候，我们都各自安

静地做着自己的事情，相互陪伴。妈

妈学历不高，有时她遇到不认识的字，

还会像学生一样认真地问我。

儿时家里的条件并不宽裕，我们

用的是昏暗的低瓦灯泡，低头看书时，

书页上常因光线不足而投下阴影。然

而，有妈妈陪在身边，我却从未感到苦

涩。

有时候，亲子共读的意义并不只

是为了阅读和认字，而是通过每晚的

阅读，创造亲子间的温馨时光。

一个朋友的孩子上一年级后，开

始变得叛逆，让朋友十分头疼。朋友

说，只要她提议让孩子读书，孩子一定

会拒绝，或者哭闹着要求朋友必须陪

着他。朋友担心孩子太过依赖父母，

不利于独立，我劝她，可能孩子只是想

要家长的陪伴。从那以后，朋友在孩

子读书时，也会主动拿本书在一旁阅

读，母子俩就像我和儿子一样，各自专

注于自己的阅读中，互不干扰。渐渐

地，她与孩子间的互动变得越来越温

馨。

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我们可能

无法给孩子留下巨额的财富，但是，可

以用阅读来陪伴孩子成长的美好时

光。

手有书香 心有爱意 ■ 朱丹丹

成都棠湖外国语学校开展预防校园欺凌专题培训

预防欺凌 守好“宿舍关”
隆昌市举办家庭教育公益讲座

在家校之间架起沟通桥梁 ■ 本报记者 张玥 向颖

■ 本报记者 马晓冰

家庭美术馆
用艺术创作构建亲子关系

“大家好，我是家庭美术馆小主

人陈柯凝，我采用了低视角的设计来

展示我的作品。”在第8届iSTART儿

童艺术节的“家庭美术馆计划”单元，

“小馆长”陈柯凝带领大家一起参观

了她的“小展厅”。

陈柯凝从小就热爱绘画，她发现

在很多美术馆中，小朋友们只能仰望

那些美妙绝伦的艺术作品。怎么拉

近艺术作品与儿童的距离呢？报名

参加“家庭美术馆计划”后，陈柯凝得

到了答案。在爸爸妈妈的帮助下，她

把家里的阁楼改造成了一个专属于

自己的“小展厅”，分阶段陈列自己所

有的素描作品。

在游泳池里嬉闹、和好朋友放风

筝、小区里的跳绳比赛……一幅幅充

满生活气息的作品，亲切感扑面而

来。与众不同的是，陈柯凝画笔下的

孩子无论是在嬉戏、运动，还是做家

务，姿势都是背对观众，让人能直观

地代入画中孩子的视角。“这种低视

角的设计可以使我们近距离地观察

和接触艺术作品。”陈柯凝充满成就

感地说。

“家庭美术馆，顾名思义就是从

家庭关系、家庭主题、家庭生活空间

出发，用艺术创作重新塑造亲子关

系，提炼家庭中美好的理念，让艺术

不仅是漂亮的画面和形式，还和具体

的生活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当代

艺术家、“家庭美术馆计划”创始人邓

大非用“拔出艺术的‘萝卜’，带出生

活的‘泥土’”形象地比喻艺术和生活

的关系，阐述了这项计划的初衷。“以

孩子为主导，爸爸妈妈从旁协助，将

自己独特的家庭故事做一个艺术上

的呈现。”邓大非表示，正是无数个温

暖、感人的家庭故事“作品”汇集在一

起，才成就了充满理想主义情怀的

“家庭美术馆计划”。

孩子们把家庭美术馆设在客厅、

卧室、厨房，甚至是卫生间里，大大出

乎成年人的意料。作品完成后，以照

片或视频的形式来到 A4 美术馆，再

由工作人员放置在搭建的模拟家庭

环境的展示空间里。除了展示自己

的作品，孩子们还化身为“小馆长”，

分享自己的创作故事，为现场观众进

行导览。

“这个作品表现了我和妈妈略显

疏远，又彼此相依的关系。”在“一分钟

雕塑”的创作中，崔雪婷用母女二人分

开坐着，各自玩手机来表现两人的缺

乏交流，前景的两个布偶娃娃又暗示

妈妈对她的照顾与爱护。“妈妈对孩子

的爱有时不表现在外在，却时时刻刻

围绕着我们，不曾离开。”崔雪婷说。

“这个作品表现了我和妈妈之间

无比幸福的关系。”董亦娇在创作中

用一条大大的围巾把自己和妈妈包

裹起来。“曾经，我以为我和妈妈的关

系很疏远，经过和她一起创作，我觉

得我们实际上在用心灵沟通，对彼此

传递关爱。”

在现场，“小馆长”们毫不怯场，

激情的演讲赢得了观众们的热烈掌

声。在邓大非看来，孩子们分享的不

仅是自己的创意和对作品的解读，也

是他们成长的足迹。

贴近真实生活
用艺术为孩子的成长赋能

“美术馆教育是公共教育重要的

组成部分，也是儿童社会教育的一

环。”A4美术馆副馆长、iSTART儿童

艺术节策展人李杰表示，美术馆应走

到学校与社区中，与之互动，为更多

家庭与学校的教育需求给予专业回

应。

基 于 这 个 理 念 ，A4 美 术 馆 于

2014 年推出了第一届 iSTART 儿童

艺术节，每年都会孵化上百个儿童项

目，其中不乏一些令人惊艳的创作，

比如已经持续10年的“嘎嘎国”。在

这个异想天开的“国家”里，孩子们创

设了艺术博物馆、自然百科全书，还

编写了“嘎嘎国”的神话与历史，以及

这个种族来到地球建立文明的故事，

甚至创作了各种图文与“考古发现”

进行佐证。

“儿童的好奇心、探索欲一旦迸

发出来，那种力量是不可思议的。”李

杰建议父母在带孩子去美术馆前多

做功课，在现场多问问题，多参与互

动，回到家后不妨和孩子一起大胆设

想：“如果我的家是一座美术馆，会收

藏什么、展示什么，我又是其中的什

么角色呢？”

秉持着这样的理念，iSTART 儿

童艺术节联手邓大非共同孵化了“家

庭美术馆计划”，2022年，首次亮相就

受到了众多家长和孩子的欢迎，连续

两年被评为iSTART儿童艺术节最受

欢迎的单元。在李杰看来，家庭是儿

童成长的主要场域，“家庭美术馆计

划”搭建了一个平台和出口，让艺术

以“接地气”的方式进入儿童的成长

过程。

“艺术作品不仅代表了孩子们的

创造力和才华，还可以凝结家庭关系

的温馨和美好。”邓大非表示，家庭美

术馆的创建过程也是一项亲子活动，

让家庭成员在艺术创造中相互配合，

让家庭因为艺术的存在更美好。

以艺术为桥梁
让孩子们在游戏中探索自我

“如果你和爸爸妈妈要到三个神

秘的地方度过周末假期，需要从现实

世界带三样东西，你们会选择什么

呢？”在邓大非和“家庭美术馆计划”

项目推行者朱佳音借助AI技术开发

的虚拟游戏——“家庭探险联盟”里，

父母和孩子将共同开启一段奇妙的

探险旅程。每到一个新地点，AI都会

为父母和孩子设计不同的任务，激发

他们的思考和想象。孩子们将有机

会充分展现自己的创造力，勇敢地表

达自己的想法，AI 会根据他们的表

述，生成独特的文字和图案内容。

“通过玩游戏，孩子们将体验到

自己在探险过程中的成长与变化。”

朱佳音介绍，前两届家庭美术馆的创

作形式以绘画、手工、视频制作为主，

今年新增的“家庭探险联盟”则采用

项目制学习路径，带动孩子和家长共

同参与。

AI 还会根据孩子在游戏中的表

现，为其提供个性化的学习支持。例

如，游戏中的一项任务要求孩子根据

不同岛屿的特点，选择一个自己想居

住的小岛。根据孩子的选择，AI可以

借助专业评估模型，为孩子未来的职

业选择提供参考。而这也是“家庭探

险联盟”的核心理念：通过充满想象

力和教育意义的冒险故事，让孩子们

在游戏中探索自我，发现自己的兴趣

和潜能，同时培养解决问题的能力和

团队协作精神。

最终，父母和孩子参与探险的地

图、日志以及选择的三样物品，都将邮

寄至 A4 美术馆进行展出，作为今年

iSTART 儿童艺术节的一部分，与更

多家庭分享自己的创意和探险经历。

“我们期望以艺术为桥梁，巧妙

地将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融合，让孩

子们在快乐中学习，在学习中成长。”

朱佳音表示，这不仅是一次集艺术、

教育、娱乐于一体的全新体验，也为

探索美育教育新模式提供了机遇，让

更多家庭感受到艺术的魅力，享受艺

术带来的快乐与启迪。

如果家是一座美术馆……如果家是一座美术馆……

关于家庭空间关于家庭空间，，你是否有很多想象你是否有很多想象？？比如比如，，房子里有房子里有

一座一座““城堡城堡”，”，从房间出去就是从房间出去就是““沙滩沙滩”，”，房间和房间之间用房间和房间之间用

““滑滑梯滑滑梯””连接连接，，自由自在地在家中自由自在地在家中““滑行滑行””……这些天马……这些天马

行空的想象听上去有些不可思议行空的想象听上去有些不可思议，，但在但在““家庭美术馆计家庭美术馆计

划划””里却统统能实现里却统统能实现。“。“家庭美术馆计划家庭美术馆计划””是是 iSTARTiSTART 儿童儿童

艺术节最受欢迎的单元艺术节最受欢迎的单元，，它到底有什么奇妙之处呢它到底有什么奇妙之处呢？？

■ 本报记者 张文博（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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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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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在展区参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