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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504班王雨轩的家校本上，每
天都能看到有趣的“父与子”对话。

第一天，儿子把在学校里做月饼
的事记在家校本上，王爸爸在下面
留言：“看到你只拿着一只月饼兴高
采烈的样子，心里想应该是没有老
父亲的份了，正在伤心的时候，突然
从鼻尖闻到一股淡淡的清香，儿子
掰了半只月饼送到嘴边，轻轻地咬
了一口，甜甜的，糯糯的，这是老父
亲吃过的最好吃的月饼了。其实这
不是重点，重点是留下的本以为留
给老母亲的月饼让你忍不住吃了，
这回你妈该郁闷了，哈哈！”

第二天，当儿子把课间和同学玩
“捉人”游戏、扔橡皮的事情写下来
时，王爸爸留言说：“简单的课间玩
耍硬是被你写出了江湖恩怨、刀光
剑影的感觉，凌波微步、橡皮暗器，
少侠你写归写，可别真的打架哦！”
风趣幽默地提醒儿子要与同学友善
相处。

第三天，儿子写了低年级同学因
为捉蝌蚪掉进水池的见闻，王爸爸
乘机给孩子进行安全教育，“安全是
很重要的事，你们都是家中的宝贝，
你们要是出点什么问题，家里的天
都要塌了！所以不管在哪里玩，都要
远离水、火、电以及有可能产生危险
的地方，爸爸希望能陪着你健康快
乐地成长，这也是爸爸妈妈最大的
心愿。”这样晓之以情、动之以理的
留言让李老师看了都不禁点赞。

王爸爸还经常在孩子的字里行
间发现孩子的闪光点，及时肯定、赞
扬。王雨轩参加班干部竞选，这位老
爸留言道：“很意外，很感动，你有服
务班级的想法又有毛遂自荐的勇
气，这本身就是非常棒的事，这点你
做得比老爸都要好很多！”

儿子写：“我觉得自己是最靓的
仔！”王爸爸就回：“老爸最喜欢的一
件事就是在校门口看着脸上洋溢着
灿烂笑容的你迈着六亲不认的步伐
走出学校，这才是肆意的青春该有
的样子！”

这样“父与子”的对话在王雨轩
的家校联系本里还有好多。而这只
是班级家校本的其中一个缩影。李
老师说：“虽然每天批改家校本增加
了不少工作量，但每次看到孩子们
鲜活生动的表达，真情实感的流露，
也给我带来了不少快乐与感动。”

看到家校本中增设的“学生说”和“家长说”

一场“父与子”的趣味对话就此展开
近日，宁海县西店镇中心小学的语文老师李意娟晒出了班上一位学生的家校联系本，

本子上除了记录学生每天的作业以及阅读、运动情况，还有写得密密麻麻的父子“对话”，字

里行间透露出父子温情。李老师点评说：“这就是书信版的《父与子》啊！”

这个家校本由李老师亲手设计，班里每个学生都有。家校本中增设“学生说”和“家长

说”，初衷是为了引导家长发现孩子的闪光点，加强亲子关系，同时也便于老师及时了解孩

子情况。如今，学校里的其他老师也在纷纷效仿。

家校本上的“父与子”对话。

李意娟老师与学生合影。
受访者供图

李意娟老师在班主任岗位上已
有28年,是宁波市名班主任。对于学
生，她始终坚持“爱”的教育，蹲下身
子走近学生，理解学生，关爱学生。她
会运用各种方式与孩子、家长沟通，
认真了解每一个孩子的特点，让每一
个孩子更优发展。

为了探索实践生动课堂，多年
来，李老师尽己所能组织开展丰富多
彩的活动。中秋前夕，她在班队课上
和学生一起做手工月饼；腊八节到
了，她带着各种食材到学校，给孩子
们煮腊八粥；临近新年，她为留甬过
年的外省学生定制蛋糕，孩子们脸上
挂满了甜甜的笑容……

学生庞翊攀妈妈说：“去年9月，李
老师接手我们班级后，就在11月组织
了一次课外实践活动，带着学生去博
物馆了解非遗文化，体验传统工艺。通
过这次活动，大家和老师之间的距离
一下子拉近了。我觉得，在培养孩子们
的教育环境中，不仅需要在校的教育，
也需要类似这样的社会课堂，我作为
家长，特别支持李老师！”

据了解，李意娟老师从
去年开始使用这款家校本，
自己设计、上网定制，增设

“学生说”与“家长说”板块的
初衷，就是希望引导学生能
够去留心身边的人与事，做
个生活的有心人；希望家长
能去发现孩子身上的优点，
通过赞美的方式让孩子扬长
避短；同时，可以通过家校本
让老师、家长、学生三者有效
沟通。

王雨轩爸爸在理解了李
老师的用意后，积极配合，每
天坚持写留言。“我一直希望
能陪着他健康成长，以前我
问他学校里有什么好玩的
事，他不知道怎么说。新的家
校本给了我们一个平台，让
我感觉到我真正地参与了他
的成长过程。我想我会一直
坚持陪他写下去。”王雨轩爸
爸说，其实孩子每天写“学生
说”就像写日记，把在学校遇
到好玩的、有意思的记录下
来，一年下来，写作水平有了
很大进步。写得好，被李老师
夸奖能让他开心好久。而且
李老师也经常给我们评论，
看李老师的评论也是件快乐
的事。

有了这个家校本，李老
师掌握了学生与家长的许多

“小秘密”。刘辰煦的家长去
年在家校本里反映孩子的学

习态度时好时坏，缺乏毅力。
李老师通过与刘辰煦的聊
天，得知这个孩子的偶像是
马龙，就专门为他搜集了马
龙的相关资料，引导刘辰煦
从榜样身上汲取奋进的力
量。班里的陈则年是一个比
较内向的孩子，李老师从“家
长说”中了解到孩子非常勤
劳善良，便让他担任班级的
卫生委员。李老师说：“这孩
子工作非常负责，正是因为
家校本，让我看到了孩子的
闪光点，可以让他们更好地
发挥自己的优势。”

平时，家长在教育孩子
上有困惑，孩子在成长过程
中有心结，都会在家校本上
吐露心声，李老师也会及时
地做好疏通工作。李老师说：

“改进后的家校本让家长、老
师更全面地了解孩子。家长
通过日记了解孩子的校园生
活，我能通过家长的叙述更
了解孩子的在家情况，便于
精准教育。”

这学期进入五年级后，
同学们的表达能力增强，越
写越多，于是，李老师又对家
校本进行了升级，还增加了
阅读笔记、“老师说”板块。如
今，李老师设计的家校本得
到了校内不少老师的认可，
还带动了一批老师一起使
用。

“父与子”的趣味对话
写在家校本上

家校本成了
老师“精准教育”的秘诀

打开“社会大课堂”
让家校关系更紧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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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学期重新设计的家校本，增加
了阅读笔记、“老师说”板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