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家校共育是个

老话题，但事实上，

由于种种原因，家

校共育往往难以深

入推进。不少学校

在这方面做了不同

的尝试，效果不一。

这个学期，宁波科

学中学（初中：宁波

前湾新区科学初级

中学）充分利用校

内资源，由校长牵

头挂帅、学校两位

“宁波市家庭教育

讲师团”教师提供

专业指导、心理老

师以及多位资深教

师参与，成立了“宁

波科学中学青少年

成长辅导室”。两个

月来，辅导室收到

了家长提交的有效

信息97份，与97个

家庭进行了深入交

流，致力于研究学

生成长关键，推动

家校共育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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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素质
是成长关键

该校青少年成长辅导室
成立以后，对所有家长公布了
二维码，家长只要扫描二维
码，就可以填写联系单，并在
联系单中详细描述在教育孩
子过程中遇到的困惑或困难，
点击提交，学校后台即刻收
到。

收到联系单后，学校辅导
室会向该学生所在班级的班
主任及各任课老师了解情况，
综合多方面信息以后，再对家
长提交的内容进行个案研讨，
然后通过电话或者面谈方式
与家长进行交流。

大部分情况下，辅导室还
会邀请班主任和任课老师一
起参加整个过程，并在对学生
学习、心理、家庭环境、老师
教育方式等方面分析、反思的
基础上，形成家校共育行动计
划。

为什么会校长挂帅成立
这样一个辅导室，开展这样
的家校共育行动？校长金宏
雁告诉记者，作为校长，平时
要处理很多棘手问题，其中
与学生相关的，如果细细分
析，绝大多数最后都可以归
结到心理素质上面。“所以，
我们一直在研究如何从心理
学角度，探究孩子的成长关
键。”金宏雁介绍，学校为此
安排几名老师参与正面管教
培训，将这一理念带入平时
的教学中，也创建了省示范
标准的心理健康中心，取名

“解忧杂货店”。为了更好地
了解学生的心理动态，学校
面向学生，建立了“心探员”
制度，面向老师，建立了心理

“晴雨表”制度，都是为了及
时发现学生心理动态，并做
出合理的应对。

这一过程中，学校发现，
家校共育的质量极大地影响
着孩子的心理素质提高。于
是，有了这个辅导室的成立，
希望在家校共育的道路上进
行探索，通过交流、分析、探
讨，促进家长、老师和学生共
同成长。

两个月探究了97个孩子的成长问题
这个辅导室促进家长、老师和学生共同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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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的“家校共育会客厅”。

学校的心理健康中心，取名“解忧杂货店”。

两个月里收到的97份有效材料中，
来自初中学生家长的有68份，高中的有
29份。分析看，初中年段家庭教育主要
困惑或困难中，孩子痴迷手机游戏，学
习被动、消极、懒散甚至逃避或漫不经
心，对学业茫然，缺乏独立、目标和责任
意识等占了59%。而这类问题在高中学
生的家长教育困惑或困难中，只占了
34%。

面对学习缺乏内驱力这一普遍性问
题，家长和教师往往采用言语说教的方
式，试图以此提升孩子自理自立的意识
与能力，树立目标，增长责任心，激发内
在的奋斗动力，但实践证明效果并不理
想，甚至不少还会激起孩子的厌烦、抵
触或对抗情绪。

对此，辅导室的老师们在与学生、
家长交流，并结合自己长期的从教经历
后，给出了这样的建议：

教育不是简单的说教，而是言传身
教的影响。试想一下，当“言传”与“身
教”不一致时，孩子们会怎么样？家长和
教师应该以身作则，从行动上带动孩
子，可以利用身边各种熟识的、真实或
虚拟的正反典型人物、情境及品质来引
导孩子自我教育，或带领孩子实地考
察、接触社会，增长见闻，同时可以引导
孩子在“见”中还要“识”，形成见识，在
实践中学习和领悟，把“言传”和“身教”
结合起来，更好地激发出孩子的意义
感、责任感、目标感和使命感。

在“言语说教”中，把成人对孩子的
斥责、否定或命令等外界控制，转化成
孩子自我教育的机会。处理好表扬与鼓
励、指导与自主的关系，留给孩子更多
的自主奋斗的时间和空间，大力培养孩
子的独立性包括独立思考能力，提升孩
子的自我价值感和自我效能感。

这97份材料中，部分家长还特别担
心孩子的心理问题，包括焦虑、胆小或
人际关系等，共有15份。辅导室老师表
示，这是一个专业性很强的问题，跟家
庭、学校等环境有极大关系。在和家长
老师的交流中，辅导室也提供了一些建
议，如家长和教师首先要关注自己的情
绪和思维特点，提倡积极情绪和进取思
维，控制消极情绪，减少固定型思维，避
免思维扭曲。或者建议寻求专业机构帮
助，逐渐走出心理阴霾。

“我们在与家长的交流中也发现，
有时候是家长自身的焦虑过重，从而给
了孩子很大的压力，并导致亲子矛盾。
这样的情况，家长在与心理老师、班主

任和任课老师交流以后，了解了孩子在
学校里真实的表现，一定程度上会缓解
自身焦虑情绪，从而有利于营造更好的
家庭环境。”学校心理老师王岱莹告诉
记者。但是有时候，不乏家长的预期随
着情况改善再次提升，从而导致起起伏
伏的情况产生。

对于两个月不到的探索，金宏雁校长
认为，这些积累下来的案例，以及过程中
家长老师认知的改变，都是一种极大的鼓
励，但成长是一个缓慢和复杂的过程，问
题的解决更非一蹴而就。“我们辅导室将
加强后续跟踪交流，同步促进全体教师心
理素质教育与学科教育相融合的能力，努
力让更多孩子转入健康成长的轨道。”

对某一学科学习缺乏兴趣，讨厌或
害怕动脑筋，对某一学科或一块内容的
学习表现出明显的畏难甚至恐惧情绪
等，这样的情况，初中年段68份材料中
有18份，高中年段29份中有14份。

不论是直接明了地说“我不喜欢数
学”，还是默默地感觉“我学理科不
行”，大多数孩子内心挫败感强烈、自信
心不足，有些还会产生抵触情绪或逃避
心理。

面对这样的困难，教师和家长往往
束手无策，至多是一些抽象的说教。那

么，怎样沟通效果可能更好呢？辅导室
的老师们表示，其实这是“避难趋易，
急于求成”天性的一种体现，要鼓励孩
子们勇敢面对挑战，知难而进。告诉孩
子们，“躺平”不可能“躺赢”，摆烂只会
让事情往更坏的方面发展。寻找周边
优秀的榜样，学习他们倾向去做高耗
能的事——明确问题，集中攻克。同
时，家长和学校教师要永远充满信心，
密切协作，总是给予耐心的、有效的帮
助和鼓励，努力成为孩子们成长道路上
的贵人。

孩子缺乏内驱力怎么办？

孩子偏科怎么办？

如何面对心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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