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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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到一年毕业季，这个毕业季对于

我们家来说，有些不同寻常，因为一双

儿女都面临着“毕业”。

女儿马上参加中考，即将为初中生

活画上圆满的句号。往年每到这时，听

到周围人热议高考或中考，我没有深切

体会，而今轮到女儿中考，尤其参加了

学校组织的中考倒计时 30 天启动仪

式，我不免紧张起来。

为了给女儿一个快乐的童年，从小

学到中学，我们没有给她报过任何辅导

班，只为让她有一个宽松的学习环境。

女儿刚上九年级时，本打算给她安排一

个辅导班，但看她每天背着沉重的书包，

戴着不相称的眼镜，最终没忍心给她增

加额外负担，中考将至，小家伙能不能

正常发挥呢？想到此，我除了忧心和焦

虑，也没有办法。

从事高中教学的妻子十分从容，看

着我忐忑不安的样子，她宽慰地说：“女

儿学习成绩一直比较稳定，只要考场上

正常发挥，上个心仪的高中应该没问题，

况且成才道路千万条。”妻子调侃道：“平

时不关心你的‘小棉袄’，眼看上‘战场’

了，开始放起马后炮了。你与其长吁短

叹，倒不如做个行动派，把后勤保障做完

美。”一语惊醒梦中人，是啊，为了迎战中

考，女儿每天都沉浸在书山题海中，体力

和脑力消耗很大，这节骨眼儿若是营养

跟不上，肯定影响学习效果。

于是，打那开始，我不仅每天早起，

热火朝天忙着煎牛排、热羊奶、煮鸡蛋，

晚上还变着花样给女儿煲汤，而且这些

汤都取了特别好听的名字，比如，煲的

鱼头汤，名字是“鲤鱼跃龙门”；炖的老

母鸡，称作“大吉大利”；煮的猪蹄，就叫

“金榜题名”。

女儿每天津津有味地吃着一道道

“父爱牌套餐”，学习劲头更足了，两次

模考均取得了不错的成绩。接下来的

中考，我想不管结果如何，我们永远都

是女儿坚强的后盾，希望她能够以阳光

心态书写一份合格的毕业答卷。

与女儿一样，儿子也将结束3年的

幼儿园生活。近段时间，小家伙忙着拍

纪念照、彩排文艺演出的节目。送他上

幼儿园的路上，他总是求我告诉老师，

他不想离开幼儿园，也不想上小学，非

常喜欢现在的老师和同学。看着儿子

可怜巴巴的样子，我不禁感叹时光真是

个神奇的东西，那个曾经抹着眼泪不愿

进入幼儿园的小家伙，如今却心心念念

着舍不得离开幼儿园。

作为家长，我们除了陪他加倍珍惜

在幼儿园的最后时光，循循善诱，开导

他勇敢面对外，似乎所有语言都是苍白

的。毕竟3年时间，留给儿子太多的人

生第一次。可转念一想，小家伙即将开

启小学生活，我们应该感到高兴才是，3

年时间孩子收获了快乐、健康的成长，

马上要重新起跑，奔向新的旅程，此时，

我们唯有祝福，祝愿他在新的征程里能

够茁壮成长。

家有毕业生，心里不轻松。进入毕

业季，我和妻子虽然变得愈加忙碌起

来，但想到孩子们即将完成一次生命的

蝶变，开启新的求学之旅，不论付出多

少都觉得是幸福的。

以校为“媒”

营造同频共振的教育场域

家校共育，首先要突破家校之

间距离的壁垒，把父母请进学校，让

家长亲身感受孩子的校园生活、和

老师面对面地交流、接受专业的家

庭教育指导。

近年来，嘉陵区教体局下发文

件，要求全区学校办好“家长学校”，

建立良好的家校共育模式，不断提

高家长的家庭教育水平。

在此背景下，之江小学开展了

一系列有益活动，通过线上线下双

渠道，拉近与家长的距离，举办各

类心理健康、家庭教育讲座就是其

中之一。之江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教

师张智军介绍，学校每学期举办两

次家长会，每次都会开设家庭教

育、心理健康教育等方面的专题讲

座，与家长深入沟通、共同学习；

为了让身处外地的家长也能及时获

得专业的培训与指导，班主任还会

通过线上途径，为家长分享心理健

康、亲子关系等方面的知识，以供

学习。

张智军记得，一位家长在“千万

不要去疗愈你的孩子”主题讲座后，

恳切地表达了自己的体会：“从没想

过亲子关系不和谐，问题竟出在我

们这些家长身上，是我错怪了孩

子。”

除了专题讲座，学校还经常举

办家长开放日等亲子活动，邀请学

生家长到学校感受孩子的成长。张

智军举例，“一起包饺子”活动就深

得家长、孩子的喜欢。活动中，家长

走进校园，和孩子一起采摘他们亲

手种在“小菜园”里的各种食材，再

到食堂一起剁馅儿、包制、烹煮，其

乐融融。

有学生说：“爸爸妈妈看到我会

种地、会包饺子，直夸我长大了。他

们在学校看到了我在家里看不到的

那一面，全家都很高兴。”听到学生

骄傲地分享劳动和收获的喜悦，张

智军心中也跟着涌出一股暖流。

以校传声

把孩子的心声讲给父母听

尽管之江小学开设了各类家庭

教育活动，但该校有大量学生是留

守儿童，仍有家长由于各种原因无

暇顾及孩子的成长，或者对家庭教

育不够重视，针对这部分家庭，学校

没有“坐等”家长走进来，而是主动

“走出去”，帮孩子向父母转达心里

话。

张智军就充当了学生与家长之

间的“传声筒”。“很多时候，家长一

味责怪孩子性格有问题、心理不健

康，是因为他们没意识到病根出在

自己身上。”张智军在与学生交流的

过程中发现，很多孩子并不是不愿

意同父母交流，而是父母过于固执，

认为孩子顽劣，所做所言皆是错，根

本不愿意心平气和地倾听孩子的诉

求。

于是，张智军主动“破冰”，

主动和亲子关系不和谐的学生家长

攀谈，走进他们的内心，改变他们

的看法。根据学生心理测评结果，

班主任、宿舍老师等的反馈和自己

的观察，张智军筛选出需要学校

“出马”的对象，一一同他们交

流、谈心，有针对性地进行家庭教

育指导。

很多家长因此发生了转变。一

位学生和老师倾诉，她和父母的关

系十分紧张，父母因为工作压力

大，时常对她发火，使得她的心情

十分压抑。听到这个情况，张智军

主动拨通了家长的电话，了解详细

情况，并对他们进行了专业的指

导，最终，家长意识到自己的不良

情绪对孩子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

响，还学习了管理情绪、改善亲子

关系的方法。“过了一段时间，这

位同学主动告诉我，那通电话非常

有用，现在，父母的态度平缓了很

多，她感觉天都晴朗了起来。”张

智军欣慰地说。

以校为家

“校园爸妈”让爱不缺席

之江小学大部分学生是留守儿

童，从 10 多年前开始，学校便每学

期摸排、统计留守儿童情况，并腾出

两间教室，专门建立了“留守儿童之

家”，作为留守儿童、特别是住校学

生的自习室和活动室。

在“留守儿童之家”，有两位

特殊的“校园爸妈”，他们是一男

一女两位青年教师——兰志强和青

碧春。“我常常关心孩子们的生

活，给他们提供关爱和陪伴，兰老

师常常带着他们一起运动、锻炼身

体，我们真的就像他们的父母一

样。”青碧春笑着说。

每天放学后，“留守儿童之家”

的自习时间就开始了。前一节课，

两位老师会为孩子们辅导作业；后

一节课，更多的则是通过轻松、有趣

的活动，丰富孩子们的生活，陪伴他

们。

谈心是必不可少的环节。每天

的18点到18点半，被两位老师和孩

子们称为“大家庭的谈心时间”。在

交流、分享每天的心情之余，两位老

师会对孩子们进行亲子关系方面的

疏导。“我们常常告诉学生，父母不

是不在意你，正是因为他们太过爱

你，所以，才会在外面辛苦工作，来

为你们提供优渥的生活。”青碧春

说。

学生们非常愿意把心里话告诉

青碧春，他们说，很喜欢和两位老师

一起学习、看书、看电影、做手工的

时光，“在这里，时间过得很快，我们

很快乐。”

看着孩子们一天天成长、一天

天进步，青碧春心里满是喜悦。她

告诉记者，自己刚到这所学校任教

时，还常常被学生气哭，随着对孩子

们行为习惯的引导和朝夕相处地陪

伴，那些曾经顽皮的孩子已经和她

无话不谈了。“孩子们常常对我们

说，有我们的陪伴，他们一点儿都不

孤单。”青碧春说。

青碧春也早已把这些孩子当作

自己的孩子。“他们真诚善良，和他

们在一起，我体会到了当父母的成

就感和喜悦。”她动情地说。

本报讯（记者 马晓冰）为进一

步护航青少年健康成长，成都市锦

江区创新开展“社区龙门阵”项目，

自去年启动至今，“社区龙门阵”项

目以丰富多彩的活动，将学习交

流、咨询辅导融入社区生活，为家

长和孩子搭建起沟通的桥梁，进一

步提升社区教育服务质量。

生根社区，打造家庭教育新阵地
怎样让家庭教育指导变得轻

松、自然？锦江区借助创新性的

“社区龙门阵”项目，巧妙融合四川

的“摆龙门阵”文化，在家门口为家

长和孩子营造一个深入沟通交流

的温馨空间。

每个月，“社区龙门阵”都会

聚焦一个家庭教育核心议题，如

“亲子关系的建立”“校园欺凌的

应对”“‘小升初’的适应”“亲

子沟通的技巧”等，主题紧密贴

合家长和孩子的实际需求，确保

每次活动都能为参与者带来实质

帮助。

活动中，专家们结合生动案

例和实践经验，为家长提供家庭

教育建议。从理念阐述到情景分

析，再到解决方案，帮助家长找

到适合孩子的有效方法。同时，

家长和孩子也有机会分享自己的

经历和感受，在交流中形成互学

互助、共同成长的积极氛围。

今年 3 月至 4 月，在锦江区社

区教育学院的精心组织和协调下，

以成都七中育才学校汇源校区党

总支书记肖健为代表的党员“友邻

教师”及其讲师团深入多个社区，

为广大家长答疑解惑。在增强家

长家庭教育能力的同时，进一步促

进学校、家庭与社区之间的联系，

构建和谐的社区教育生态。

专业引领，呵护青少年心理健康
锦江区以社区为平台，引入

“友邻教师”模式，构建了一支由多

领域专家组成的“友邻教师”团队，

引领家庭教育、心理健康教育，深

度服务社区家庭。

据悉，“友邻教师”心理服务团

队会聚了来自四川大学、成都市心

理健康教育中心、各中小学的专业

人才，涵盖了教育、心理、医疗等多

个专业背景。截至目前，“友邻教

师”心理服务团队已有100余位成

员，他们通过讲座、沙龙、团体辅

导、一对一咨询等多种形式，利用

线上直播、录播讲堂等方式，为锦

江学子及各个家庭服务，提供高质

量的家庭教育、心理健康教育指导

服务。

创新形式，提升社区教育质量
锦江区“社区龙门阵”项目结

合线上线下优势，为家长提供便

捷、高效的服务；运用大数据和人

工智能技术，精准把握需求，提供

个性化推荐，增强家长的参与感和

获得感。

今年寒假期间，锦江区家长学

校、锦江区社区教育学院曾推出

“社区龙门阵”寒假专场，通过云端

“开摆”的“社区龙门阵”，“友邻教

师”与家长们实时互动、共同探讨，

聚焦“如何正确看待期末成绩”“学

习方法培养”等话题，让家长们足

不出户就能享受到专业的指导。

为进一步满足家长的个性化

需求，5 月中下旬，锦江区还组织

“友邻教师”深入各街道“友邻教师

工作坊”，开展“社区龙门阵”“一对

一”专场咨询活动，服务近 200 人

次。每位家长都有机会与“友邻教

师”深入沟通，确保每次咨询都能

得到精准、有效的反馈和建议。

截至目前，“社区龙门阵”项

目已累计开展近200次活动，服务

人次突破20万，覆盖各年龄段青

少年，是锦江区社区教育和家庭教

育的重要抓手，为构建和谐家庭、

促进青少年健康成长贡献了重要力

量。

本报讯（记者 张文博）根据教育

厅《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幼儿园家

委会管理的通知》有关规定，近日，由

成都市家长学校青羊区分校、青羊区

家长教育指导中心主办的“2024年青

羊区家庭教育大讲堂——家校社协

同共育中的家委会建设”在成都市树

德实验中学（西区）开讲。

现场，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

会儿童发展研究中心专家团成员李

萍围绕家委会的基本职责、家委会的

作用发挥、家委会的日常工作、家委

会的日常管理、家委会的建设实践5

个方面对青羊区各中小学、幼儿园的

家委会成员进行了培训指导。

李萍表示，“家长群”原则上只发

布与学校教育教学相关的信息，要做

到“五个不得”，即：不得向家长收取

任何费用、不得发布学生成绩、不得

推销教辅资料和学科培训、不得组织

商业活动、不得传播教育焦虑。

最后，李萍发出倡议，希望家委

会成员积极带领广大家长参与到校

家社协同育人的全过程，搭建好联系

家庭与学校的“桥梁”，以满腔热忱，

多形式、多渠道为家长提供服务，共

同实现校家社协同育人的目标。

锦江区“社区龙门阵”

搭建心灵沟通桥梁 深化社区教育服务
青
羊
区
举
办
家
委
会
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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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有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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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晓炜

儿子上了初中以后，数学成绩

一直在班级中等水平徘徊。有时，

考试时一些会做的题目却错了，卷

面上明显有修改过多次的痕迹。我

耐心地询问他，他说一开始解答正

确了，但是仔细想想，又改了，没想

到反而改错了。

和老师交流以后，我发现儿子

有时缺乏自信，在解题时也这样，有

时，明明他自己做对了，但是其他同

学一说他错了，他就怀疑自己是否

真的错了，不再自信，几次都把原本

做对的改掉了，最后反而错了。

从那以后，他在家写作业时，我

常选一两道容易错的数学题和他一

起解答，有时故意答一个错误答案，

但和他争论起来头头是道。开始几

次，他被我弄得无所适从，怀疑是他

自己错了，然后跟着我的思路走，最

后发现错的是我。几次以后，他汲

取教训，不再相信我。而且，为了说

服我，他先进行了深入思考和思路

推演，再和我争论起来，他条分缕

析，常常让我这个“捣蛋鬼”败下阵

来。

经过一个多月的“训练”后，他

做题变得更严谨，错误率明显降低

了。那天放学回来，他高兴地告诉

我：“今天，课堂上老师出了一道选

择题，很多同学都选了B，只有我和

少数几个同学选了C，最后我们选对

了。”

我故作疑惑地说：“你怎么不相

信大多数同学的选择？”

“我看那么多同学和我选的不

同，当时也怀疑自己是否错了，但是

我把题目推演了两次后，就坚持自

己的答案了。”

“是啊，就应该如此，当你对题

目条件进行精准辨析并深入思考

后，就应该有足够的自信。”我赞许

地说道，“当你有足够的自信，就有

敢于坚持自己观点的勇气。”他听了

频频点头。

从那以后，儿子无论是学习还

是做事，都不再畏畏缩缩了，即使遇

到挫折也会迎难而上，有再试一次

的勇气。这何尝不是他一生的财富

呢？

孩子，你要坚持自己 ■ 陆漪

“学生的健康成长，需要学校和家庭的双向奔赴，我们要共同努力，一起托起明天的太阳。”近

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南充市嘉陵区之江小学副校长陈秋宇说道。

因地处城乡接合部，之江小学不少学生的父母常年在外务工。2022年8月，学校又接收了从世

荣小学撤并来的70多个学生，全部为留守儿童。面对这些“更需要关爱”的孩子，如何让学校、家庭

携手共进，共同为孩子们营造更广阔的成长空间？之江小学展开了一系列积极探索——

■ 本报记者 张玥（图片由受访学校提供）

资料图片

“一对一”咨询现场（图片由锦江区社区教育学院提供）

南充市嘉陵区之江小学南充市嘉陵区之江小学

家校携手家校携手
共同托起明天的太阳共同托起明天的太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