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家校互信
让共同的价值取向变为现实

对 你 说

家有高考生 家长怎么做？
“对你说”栏目主要面向家长开设，如果你在育儿和陪伴孩子的过程中，有

什么困惑，欢迎与我们联系，我们将邀请相关教育心理学方面的专家，为您答
疑解惑。

高考越来越近，家有高考生的家长，是否知道怎么做对孩子最好？如果你
有这方面的困惑，请给我们留言，如果你有这方面的经验，欢迎与大家分享。联
系邮箱：xiandaijinbao2@qq.com。

教育好一
个孩子，离不
开 家 长 的 力
量，也离不开
学校的培育。
家校互信紧密
合作，才能让
孩子在“阳光”
下自信、健康
地成长。

上 周 ，现
代金报“对你
说”栏目开启

“家校互信，我
们 应 该 怎 样
做”话题讨论
活动，这几天，
我们收到一些
家长和老师的
留言，感谢大
家的参与。今
天，我们选择
部 分 予 以 刊
登。

对孩子的教育，家庭是出发地，学校是走向
社会的过渡阶段，学校和家庭在教育孩子上面，
价值取向、利益取向完全一致，就是把孩子培养
好。这个过程中，家校互信和配合非常重要。

我曾经在不同的场合说过类似的话。在之前
的家长开放日上，我希望家长能记住一句话：

“这世界上最可爱最聪明的孩子就是我自己的孩
子，而不是别人家的孩子”。后来我对老师说，

“这世界上最可爱最聪明的学生就是我自己教的
学生，而不是其他班级的学生”。一个孩子如果
能够接受来自家长和老师共同温暖的、正向的教
育，那么这个孩子自然就会成长为阳光自信的孩
子。对于家长和老师来说，如果能在这个思想和
感情基础上达到互相信任，其他很多问题也都好
解决了。

就我们学校来说，疫情期间推出了校长“云
家访”，校长、家长和学生一起交流，就是家校互
信的最好方式。4月份的时候，我给初三九个班
级都上了一堂课，课后，我给孩子们留下了自己
的手机号码，告诉他们，无论什么时候，都可以
给校长打电话，考试前可以，以后毕业了哪怕十
年二十年都可以。我也让孩子们把我的电话给家
长，欢迎家长有任何问题都可以联系校长。我觉
得我们学校在家校互信方面做得还是不错的，各
班的班主任也都有自己的方式方法。

当然，批评甚至惩罚也是教育中不可或缺的
一个环

朋友圈里有时候会看到关于“家庭作业太
多，到底是孩子做作业还是家长做作业”的吐
槽，这些朋友多数是低年级或幼儿园孩子的家
长。然而，发生在我身上的却是相反的现象，回
忆儿子从幼儿园到小学毕业，我没有吐槽过老师
布置作业太多，但是儿子小学的两位班主任都曾
说我对儿子管得太少了。

看到“家校互信”这个话题，想来，这两种现
象都算不上“相互信任”。不过，比较而言，还是
老师悄悄跟我说的方式更加合适，至少儿子从来
不曾知道老师对妈妈的“吐槽”，在他心里，放养
式的老妈还是非常可亲的。可是，家长对老师布
置作业的吐槽，如果让孩子知道，也许就会种下
不合适的种子。孩子也许会想：你看，老师布置的
作业，你都嫌烦，为什么平时总是让我好好做作
业？其实想想，老师真的会经常布置需要家长协
助的作业吗？应该不会多的，只是在幼儿园或小
学低段的时候，某些特定的节假日里才可能有，
那么，家长何不当作一种亲子互动游戏去对待
呢？我的心态，反正是要做的，不管做
得好不好，与其吐槽，不如
乐在其中。

学会润物细无声般教育学会润物细无声般教育
牵着慢慢前行的牵着慢慢前行的““小蜗牛小蜗牛””

网络上经常会流传一些教育
孩子的搞笑视频，初看时感觉非常
好玩，可看着看着内心却会泛起一
股酸楚，几乎每个辅导孩子的家庭
都经历过“辅导作业前母慈子孝，
辅导作业时鸡飞狗跳”的现象。

而一大堆望子成龙、望女成凤
的家长害怕自己的小孩输在起跑
线上，所以给孩子报各种各样的兴
趣班，这也包括曾经的我，到最后
大人跟小孩都精疲力尽。人生从来
不是短跑，而是一场马拉松。因此，
家庭教育不可能一蹴而就，而是需
要我们付出极大耐心，润物细无声
般教育孩子，就像牵着慢慢前行的

“小蜗牛”。
宅家“抗疫”这段时间，由于我

要上班，不能时时陪伴孩子，因此，
我跟孩子好好沟通后制定一份每
日学习运动计划，其中每天至少半
小时的亲子阅读雷打不动。我跟孩
子会尝试根据故事情节，模拟故事
场景，根据故事中的不同角色，夸
张地变换嗓音和语气。

为何这么坚持？源于上学期
家长学校中谢黎老师分享的《和
孩子一起爱上阅读》，父母是孩子
的第一任老师，孩子日常呈现的
状态其实很多是模仿家长的。如
果父母每天拿着手机玩，那么想
让孩子静静地坐下来，好好读书
培养专注力、丰富想象力是很困
难的。好习惯，需要家长陪着孩子
一起做。

一段时间下来，确实大大激发
了孩子的学习兴趣，一有空就缠着
我阅读。这一点一滴不就是在家校
互信潜移默化中收获的吗？要教育
好孩子，从来都不是一件轻松的事
情，牵着这只蜗牛前进，需要“家校
互信”，全身心地投入用爱心去浇
灌和包容他们，在育儿的道路上，
作为父母的我们，要和老师一起不
断地学习进步，提高教育
技巧。

一起激发孩子热爱学习、生活……
让这股力量成为永动力

几乎每一届，班级中都有几个
孩子，有着相似的成长问题。因为家
长教育理念没有章法，甚至长时间
角色错位、缺位，孩子入学没多久就
感到隐形压力，学习成绩、人际交
往、团队协作……好像处处跟不上。
回到家里，面对父母责备，挫败感加
剧，没了自信。

但在我眼中，每个孩子都有闪
亮一面，只是需要用的时间和耐心
不一样罢了。这时除了老师的加油
鼓劲，家长的表扬也是必不可少的，
打击式的教育常常会造成孩子自我
认知的缺失。

今年我带的六年级学生即将离
开小学校园，有一次我在班会课上
跟孩子们说：“不管你们平时表现如
何，有没有被老师批评过，在我眼中
永远是最可爱的。”这时，一些孩子

低声地否定自己：“不是的，父母老
说我又蠢又笨，什么都学不会。”我
听到后，既心疼又难过。

老观念里，认为孩子走入学校，
接受教育的责任就完全是学校和老
师的。但其实，家校间有效合作与衔
接，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彼此建立
一种互信、互助、互动的和谐关系，
才能有效实现教育的成功。

我认为，家长对老师、学校的理
解和信任，是家校互信的前提。很多
时候人们对老师的期望高，但老师
的付出、艰辛和无奈却不一定被理
解。师德师风，为师之本，同时家长
也要与时俱进树立科学的育儿观，
不要把孩子的能力提前“盖棺定
论”，和老师一起激发孩子热爱学
习、生活……让这股力量成为陪伴
一生的永动力。

余姚市东风小学教育集团梦麟校区104班 黄楚纾妈妈

一位初一男生的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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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校一起激发孩子，
让这股力量成为永动力”

宁波市首届名班主任、宁波市实验小学教师茅燕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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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时候任何时候
都不要轻易吐槽老师都不要轻易吐槽老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