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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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一段时间，女儿迷恋上了养

孔雀鱼，我先后给她买回来了十几条，

她对这些鱼照顾得很上心，每天都跑

去看几次，及时换水、喂食。

周末一大早，我正收拾厨房，女儿

在阳台大声惊呼：“妈妈快来看，孔雀

鱼小宝宝出生了，好多条！”我走过去

一看，果然有十几条黑色的小鱼在水

里游得正欢，女儿忙着找出小鱼缸把

鱼宝宝隔离出来，第一次看到鱼宝宝

的她满脸都是惊喜。但我很快就注意

到女儿在倒腾鱼缸时把水洒了一地，

水里还有几张皱巴巴的湿巾，于是，我

皱着眉头问：“怎么弄得这么脏？”

女儿愣了一下，满脸不高兴地说：

“妈妈，你可真扫兴啊！刚出生的鱼宝宝

多可爱，这个时候你为什么还要盯着卫

生问题不放？再说，我安置好这些小鱼，

肯定是要把这里打扫干净的。”

我自以为平时跟女儿处得还不

错，没想到她轻易就给我贴上了“扫兴

妈妈”的标签，我叹了一口气，默默走到

客厅坐下。女儿觉察到了我的不高兴，

她追过来，有点不好意思地说：“妈妈，

对不起。”我摇摇头，说：“你说得没错，

我发现自己确实经常做扫兴的事情。”

记得有一次回母亲家，弟弟正跟

家里的几个孩子讨论他们喜欢的一款

网络游戏，还向大家展示因为打游戏

得到的一件奖品，孩子们一个个佩服

得双眼发亮，我却不以为然地说：“你

打这些游戏浪费了多少时间？付出这

么多精力值得吗？”我话音未落，弟弟

的脸已经涨得通红，他耸了耸肩，转身

去了另一个房间。当时，不记得哪个

孩子也对我嘟囔了一句：“真扫兴啊！”

那时的我，对于他们的反应不以

为然，只是固执地认为玩游戏浪费时

间。现在想想，弟弟的工作任务重、要

求高，他每天都需要集中精神做各种

实验，累了一天，晚上玩一会儿游戏来

放松一下紧张的神经，有什么值得指

责的呢？我忽略了他从小热爱学习，

参加工作之后勤恳、认真，也是单位的

业务精英。

鱼宝宝出生时，我不去感受新生

命降生的欣喜，却盯着地上的垃圾不

放；弟弟身上那些优秀的地方我视而不

见，却一味指责他喜欢玩游戏。

我想起一位跳水冠军说过的一番

话：“我在跳水时，选择不去在意那些

不完美的水花，而是专注于脚下的那

块跳板，享受当下跳水的快乐。”

我们常常容易陷入对细节和不足

的过分关注，而忽略了眼前的美好与

成就。正如那位跳水冠军所言，专注

于本质与核心，忽略那些“不完美的水

花”，才能让我们更加享受过程。不只

是跳水，其他事情也一样。我也应该

学会放下不必要的挑剔与指责，用积

极和开放的心态去拥抱生活。想到这

里，我站起身对女儿说：“走，给刚出生

的鱼宝宝录一段视频，记录一下它们

的成长。”

女儿闻言，立刻开心地牵着我的

手奔向阳台……

教育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学

校、家庭、社会齐抓共管。部分农

村家长文化程度不高，对教育的重

视程度不够，也不具备现代化的教

育观念与方法；还有一些家长外出

务工，把孩子交由老人或亲戚照

顾，家庭教育变成了隔代教育或托

管教育，导致部分孩子缺少良好的

家庭教育环境。因此，农村学校更

需要加强家校协作，通过长期、有

效的家校合作改善教育环境，促进

农村学生的健康成长。

整合优化教育资源。学校可以

利用家长资源，充实教育内容和形

式。有条件的学校可以定期邀请家

长给孩子们上生动的生活课。如近

距离了解农作物，让孩子们知道粮食

是从哪里来的，明白“种瓜得瓜、种豆

得豆”的道理。这样既可以增加学校

的教育资源，还可以让孩子们汲取到

书本上没有的知识。家长也可以充

分利用学校的教育资源，如对外开放

的学校图书馆、实验室、体育场等，和

孩子一起借书、做实验、打篮球，不仅

可以拉近与孩子的距离，加强亲子间

的沟通交流，还可以创造共同学习的

机会。

提升家庭教育质量。学校可以

经常开展家长学校、教育讲座等家长

参与的活动，学校还可以开展面向家

长的家庭教育活动，向家长宣传科学

教育观念、先进教育理念和教育方

法，改变家长的教育观念和家庭教育

方式，提高家庭教育水平。如每年开

展家庭教育相关讲座，组织家长学习

与儿童心理学、家庭教育、亲子沟通

等有关的课程，为家长提供系统的教

育培训，使家长在培训中学到知识和

方法，将培训中的所学应用到实际的

家庭教育中。

办好家长学校，增进家校交

流。建立家长委员会，对学校发

展、学生教育等进行协商。学校可

邀请家长代表参与学校各项活动的

策划和组织。学校可以定期或不定

期地举办“家长开放日”活动，鼓

励家长参与到孩子的学习生活中

来，通过邀请家长走进孩子的课

堂、查看学校食堂，允许家长参与

各项校园活动的组织、管理等，消

除家长的顾虑，增进家长对学校的

了解。教师还可以通过多种途径加

强家校联系，如开家长会、上门家

访，建立班级 QQ 群、家长微信群

等，告知家长孩子在学校的学习情

况和表现，了解学生在家的学习生

活情况及问题，以便实现学校和家

庭教育的衔接，有针对性地教育指

导学生，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发展。

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家庭和学

校共同关注和重视学生的思想教

育、文化学习、身体健康、兴趣特

长、行为习惯、劳动教育等，能够

培养学生健全的人格和良好的综合

素质。目前，学生的心理健康问

题，已是教育界备受关注的问题。

家长、老师应共同关注学生的心理

状态，及时发现并解决学生可能面

临的心理问题，保障学生的身心健

康。稳定、和谐的家校关系，能让

学生感受到来自家庭和学校的双重

关爱，增强学生的心理安全感，帮

助学生拥有一个健康的心理。

明确分工，各司其职。学校每年

开学前都会制订各个年级的教育目

标和教学计划，为学生全面发展提供

教育服务。家长要积极配合学校，关

心孩子的学习和生活，营造良好的家

庭教育环境。教师要主动和家长取

得联系，及时向家长反映孩子的学习

情况，引导家长科学教育孩子，实现

家校共育。

虽然农村学校开展家校合作会

遇到一些困难，但只要老师和家长能

够真正地携起手来，我们相信，学生

一定会迎来美好的未来，在老师、家

长的引领和帮助下，在师爱与父母之

爱并存的生活环境里，建立正确的人

生观、价值观，长大后成为对社会有

用的人。

青春，如同一首激昂的交响曲，奏响

孩子成长的旋律。在这个充满活力与变

化的时期，我家也经历了一场关于爱与理

解的风波。

那天，我像往常一样，端着水果，想去

女儿的房间看看她在做些什么。然而，她

的房门紧闭，门上还贴了一张纸条：“进门

请敲门，无事勿扰。”先生担忧地说：“女儿

最近怎么了？这么反常。”我想了想，说：

“青春期的孩子都这样。”

矛盾发生了。一天下班回家，女儿和

先生互不搭理。原来先生没有经过女儿

的同意，用钥匙打开了女儿的房门，女儿

因此和先生吵了一架。

我拉着先生进房间，先让先生反思一

下自身存在的问题。和先生沟通后，我们

发现自己出现了和许多家长一样的问题，

那就是不停说教和控制欲太强。我们时

常会按照大人的处事方式，告知孩子要怎

么做。其实女儿进入青春期后，有自己的

独立思考，自我意识逐渐觉醒，她关起房

门就是在追求独立空间，而我们却把这理

解为她青春期的叛逆。

先生知道自己的行为的确存在问题，

于是，我们商量好，以后要学会管住嘴、管

住好奇心，也管住自己的脾气。孩子锁

门，我们不必非要知道孩子在房间做什

么，要相信女儿有独立管理自己的能力。

女儿在成长，我们也要学会适应、学会放

手，不要动不动发火，更不能未经允许就

用钥匙打开女儿的房门，那样只会让女儿

更加不爱跟我们交流，会将女儿越推越

远。……

晚上，我们召开了家庭会议，先生就

未经允许用钥匙开门的事情向女儿道歉，

表示以后进女儿房间一定敲门，女儿开心

地抱了抱先生，说：“你改正了，就是我的

好爸爸。”父女俩冰释前嫌。我马上接着

说：“以后爸爸妈妈进你的房间都会敲

门。你是大孩子了，有自己的主见是好

事，爸爸妈妈也非常高兴。但是，如果你

遇到事情了，还是要及时跟爸爸妈妈沟

通，好吗？”女儿开心地说：“好的，谢谢爸

爸妈妈。”我趁机提醒她：“不过，你上初中

学习忙，妈妈才会去帮你整理房间，那你

以后要自己整理房间了哦。”女儿立即承

诺，以后她的房间归她自己管理，不用爸

爸妈妈管了。

从那以后，女儿也发生了改变，她把

贴在门上的小纸条取下，渐渐地不再锁门

了。有时，她做作业时还让我去她房间陪

她，我静静地坐在飘窗一角看书，她在书桌

前奋笔疾书，看着女儿专注的眼神和背影，

我想她心中的那扇门也为我们敞开了。

青春的路还长，作为父母，我们将怀

揣着爱与尊重，陪伴孩子走过每一个成长

的瞬间。我相信，只要我们用心去爱，孩

子的那扇心门会永远为我们打开，家会成

为女儿温暖的港湾。

自从将“四月”带回家

后，小刚的生活便充满了忙

碌与快乐：为猫咪准备小

窝、每天清理猫砂、给它喂

食喂水……小刚的父母同

样对“四月”宠爱有加，这个

新成员的到来，不仅为家庭

增添了乐趣，更成为了全家

人共同的话题和情感交流

的纽带。

在学校，小刚不再像以

往那样对其他同学充满敌

意，而是乐于分享“四月”的

点滴，与大家建立了更加和

谐的关系。“四月”的出现，

仿佛一把钥匙，打开了小刚

的心门，也成为他情感寄托

和社交练习的重要媒介，他

开始学习用更加温柔、包容

的心态去面对周围的人和

事。

二年级升三年级的暑

假，张老师、黄老师和另

一位副班主任代表全班到

小刚家探访“四月”，顺便

也 进 行 一 次 了 深 入 的 家

访。

在和小刚父母交流的

过程中，小刚妈妈谈到一

个细节：有一次，“四月”

在家中调皮捣蛋，被小刚

逮个正着，他对着小猫劈

头盖脸就是一顿骂。那一

刻，小刚妈妈仿佛在儿子

身上看到了自己和丈夫的

影子，平时小刚犯了错，

他们也是这样简单粗暴地

“教育”一顿。而“四月”

在面对责骂时的反应，更

是和儿子一样，第一时间

选择了躲避。

黄老师敏锐地指出了

问题所在：“对于独生子女

而 言 ， 成 长 过 程 本 就 孤

单。如果父母的教育方式

过激，只会让孩子在心理

上更加孤独，对外界产生

抵触情绪。”她告诉小刚父

母，“四月”的到来，让小

刚感受到了快乐和被需要

的感觉。这种亲密关系不

仅 增 强 了 他 的 自 我 价 值

感，也让他学会了如何与

人建立信任，提高了他的

社 交 能 力 。 小 刚 对 “ 四

月”的细心照顾，也反映

出他内心对于外界关注的

渴望。这种渴望可能源于

家庭环境、社交关系或是

其他方面的经历，表明小

刚 希 望 在 和 外 界 的 互 动

中，得到更多的认可和赞

赏，而非严厉的评判。

如今的小刚，早已不再

是那个孤僻、好斗的孩子

了，他学会了如何与人和谐

共处，如何真诚地表达自己

的情感。在陪伴“四月”长

大的过程中，小刚写了许多

关于小猫的日记，字里行间

流露出他内心的柔软与善

良。

小刚的成长让黄老师

既惊喜又欣慰，她说：“有

时候解决心理问题的关键

不在于有效的治疗手段，

而在于找到一个能够触动

孩子内心的契机。而这需

要老师和家长用心观察、

耐心引导、爱心呵护。”

成长与改变
找到能触动孩子内心的契机

家校携手 守护“成长路” ■ 华蓥市双河小学 姚卓香 童贞莲

别紧盯着“不完美的水花”
■ 张军霞

那扇紧闭的门
■ 张炎琴与与““四月四月””相遇……相遇……

■ 黄芸 本报记者 张文博

小刚（化名），一个性格敏感、自我保护意识强的孩子，曾因缺
乏安全感和社交能力，不能与同学正常交往，时常与同学发生矛
盾。通过收养小猫“四月”，他不仅学会了责任和关爱，还逐渐建
立起和谐的同学关系，在老师和家长的引导下，成为一个善于表
达情感、懂得关爱他人的人。

这是一个由一只小猫引发的成长故事。小刚的转变，不仅让
我们看到了家校共育的力量，也提醒所有教育者，把握契机就是
最好的教育。下面，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个温暖的故事，从中学习、
思考。

4 月，一个午后，刚经历一场小雨

洗礼的成都市白果林小学生机勃勃。

“哇，好可爱啊！”“我可以摸一下吗？”

二年级1班的孩子们把班主任张老师

团团围住，“叽叽喳喳”地说个不停，每

个人的脸上都流露出兴奋和好奇。

在孩子们的热情“围攻”下，一只

浑身湿漉漉的小猫从张老师的怀中探

出头，发出微弱的叫声。这是一只刚

出生没多久的幼猫，在学校一位老师

的汽车底下躲雨时被发现，寻找失主

无果后，被张老师带回了班级教室。

“从今天开始，这只小猫就是我们

班的一员了。谁愿意收养它？”张老师

话音刚落，孩子们就争先恐后地举起

了手。

“张老师，我以前养过猫，我有经

验，我想收养它！”一个略带急促又异

常坚定的声音响起。张老师循着声音

望去，原来是从一年级开始就被同学

们视为“刺头”的小刚。

张老师笑着对他说：“小刚，我记

得今天是你的生日，看来你和这只流

浪猫有缘，你能保证好好喂养它、照顾

它吗？”突然被点到名字的小男孩一脸

不可置信，没想到张老师不仅记得自

己的生日，还送给自己这样一份特别

的“生日礼物”。小刚毫不犹豫地点头

承诺：“我能保证！”

在张老师的提议下，全班同学集

思广益，为这只小猫取了一个寓意美

好的名字——“四月”，象征着它在春

意盎然的日子与大家相遇。随后，一

场简单而隆重的“交接仪式”在全班同

学的见证下举行。小刚小心翼翼地从

张老师手中接过“四月”，怜爱地将它

抱在怀里，同学们纷纷围拢过来，与小

刚一同逗弄小猫，分享这份特殊的喜

悦。

“小刚是个比较特殊的孩子。他

性格敏感，自我保护意识强，对外界有

警惕性和攻击性，常常因表达能力差

和同学发生矛盾，犯错后容易逃避责

任，有后悔的情绪但又屡教不改，这些

情况给同学和班级带来了很大的困

扰。”张老师说，和小刚妈妈取得联系，

征得她的同意后，流浪猫“四月”正式

被小刚收养。

“四月”的到来
一份特殊的生日礼物

刚接手一年级不久，小刚就引起

了张老师的注意。“几乎每天都有同学

来告状，科任老师也频繁反映他的问

题。”她发现，小刚缺乏规则意识，无论

是善意的提醒，还是严厉的批评，他都

难以接受，甚至选择逃避。

有一次，全班同学排路队，小刚一

直在队伍里动来动去，排在后面的同

学出于好意，轻轻拍了他一下，让他不

要乱动，小刚当时没有什么反应，没想

到两天后，当这个同学路过小刚座位

旁边时，小刚突然向他吐口水。

张老师赶到教室，发现小刚躲在

课桌底下，怎么都不肯出来。即将到

午餐时间，她劝小刚先去吃饭，之后再

处理这件事，但小刚倔强地低头不

语。就在张老师将凳子挪开时，小刚

猛地一下冲出教室，朝楼下跑去。

张老师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

经过一层层寻找，她在一楼楼梯背后的

角落里找到了小刚。小刚抱着双腿，蜷

缩在这个三角形空间里。看到这一幕，

张老师蹲下来静静地陪在他身边。十多

分钟后，小刚的情绪逐渐稳定下来，在张

老师耐心的询问下，他结结巴巴地说出

了事情的经过。

“小刚对个人空间的保护意识极

强，这在心理学上被称为个人空间保

护机制。个人空间是个体与周围环境

之间的一种虚拟范围，对个体的存在

和行动至关重要。小刚可能在人际交

往中曾受过伤害或者缺乏安全感，因

此采取了过度的自我保护措施。”学校

德育处教师黄老师参与到对小刚的帮

助中。她发现，小刚不允许身上有一

点脏东西，对于他人的触碰也非常敏

感，这表明小刚控制欲较强，希望通过

维持自身的整洁和避免他人的触碰来

维护自己的个人空间。这种过度的自

我保护意识可能是小刚对外界不信任

和攻击性行为的根源。

在和小刚妈妈的多次交流中，两位

老师逐渐了解了小刚的家庭情况。“小

刚父母的教育方式比较简单粗暴，教育

理念分歧较大。爸爸喜欢套用自己的

经验，不理解孩子；妈妈喜欢唠叨，遇到

问题一味指责，双方都缺乏耐心和理

解。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下，小刚缺乏自

信和自我认知能力，同时也容易对他人

产生误解和偏见，影响个人成长和社交

能力的发展。”黄老师说。

两位老师意识到，要帮助小刚，需

要从改善其家庭教育方式、提高他的自

我认知能力入手。“也许通过养育小猫

能让他树立起责任和担当意识，展现出

内心的温暖和善良，帮助他和同学们建

立起健康的人际关系。”张老师说。

孤独的角落
一个男孩的自我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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