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家长是家庭教育的播种
者、培植者、养护者。

王 阳 明 先 生 在 其《传 习
录》中所云:“种树者必培其
根，种徳者必养其心。欲树之
长，必于始生时删其繁枝; 欲
徳之盛，必于始学时去夫外
好。”

从播种者角色看，家长要
优化教育观念，建立做人比求
知更重要的观念，将传统美德
和时代精神播撒在孩子心田。

从 培 植 者 角 色 看 ，家 长
要发挥以身示范的功效，就
像王伟珠一样，以一棵树的
形象站在孩子身旁，既主动
参与学校教育，获取家校协
同的资源与力量，更不断学
习，以自己孜孜以求上进精
神感召孩子，成为孩子向上发
展的榜样。

从养护者的角色看，家长
一方面要建设好科学教养型
家庭，给予孩子健康成长的土

壤；另一方面提升家长素养，
尤其是语言表达做到轻声细
语，用温和的语言与平等对话
的言说方式养心导行。

期待各位智慧的家长能
够将孩子培养成为这样的人
才：昂扬自信的头颅，敢于履
行自己的责任，赋予明天温暖
的图景。

宁波大学教授、教育学博士
冯铁山

校家社协同育人，家庭要在其中起怎样的作用？

在多数受访家长眼中
“学习”仍是家庭教育优先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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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一生中，大部分“第一”都是从家

庭、父母处得到。

第一次摔倒，第一声“妈妈”，第一次

用勺子吃饭……家人或惊喜、或担忧的表

情，或鼓励、或嗔怪的话语，无形中把某种

信息投射给孩子，也正是一幕幕家庭生活

的场景，塑造着未来的“大人”。

近日，教育部等十三部门联合印发

《关于健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机制的

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要求家长切实

履行家庭教育主体责任。如何给孩子提供

良好的家庭课堂，家长又该如何做好孩子

的第一任老师？

□现代金报 |甬上教育记者王冬晓

家庭教育
主要任务，学
习 是 优 先 目
标。

关于家庭
教育，家长存
在的困惑。

调
查

宁波家长是怎样认识家庭教育的？

《意见》对家长责任做了
明确，包括提高家庭教育水
平、主动协同学校教育和引导
子女体验社会，910个字涵盖
了培养向上向善家风、树立科
学育儿理念、对子女多陪伴多
关爱、多尊重多理解、多提醒
多帮助这样的细节，足见对家
长的期许。

“意见”很多，但家长们能
做到吗，他们是如何认识家庭
教育的？为此，记者做了个小调
查，在参与调查的1460人中，
34.18%的受访者为小学生家
长，65%的受访者为初高中生

家长。
对于家庭教育的认知，大

多数家长（1241 人）认为家庭
教育的主要任务是配合学校
教育、督促孩子学习，其次是
健全其人格、塑造其品行，排
名第三的是为孩子提供良好
的学习生活环境。这说明，在
大多数家长眼中，“学习”是家
庭教育的优先目标。

受访家长通过家校沟通、
营造良好家庭氛围等试图达
成教育目标，但宁波家长仍存
在三大困惑：家庭成员教育观
念上的分歧、儿童心理和亲子

沟通等知识的欠缺以及没有
足够的时间和精力管教孩子。

反映在调查数据上就是，
以亲子沟通为例，平均每天沟
通时间低于 1 小时的占比
55.41%，还有2.12%的家长不
沟通，35.82%的家长感觉沟通
质量“一般”，还有13.15%的家
长觉得沟通质量“有待改进”。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对
于家庭教育知识的获取，主要
渠道是学校、社区等组织的家
长课堂和父辈亲友传授经验，
能够看书、付费上网课的不
多。

B

案
例

宁波妈妈自费两万多元学“育儿”

微调查中家长们关于“家
庭教育”的困惑，宁波家长王
伟珠一个不落全碰上了。

2009 年，大宝孙艺藩出
生，当时还是高中老师的王伟
珠一心扑在工作上，养育女儿
的主要任务交给了公婆。“女
儿6岁时，有件事触动了我。”
王伟珠说。

当时幼儿园举行运动会，
老师选中孙艺藩举牌子做领
队，这个被很多小朋友羡慕的

“美差”被她拒绝了。“她跟我
讲这件事时，眼神里透着渴
望，头却埋下去，很怯弱。我的
心像刀绞，不知道说什么，一
点办法也没有。”王伟珠看着
内心孱弱的女儿，久久不能平
静。

之后，她开始认真审视母
亲的责任。“2014年、2015年
是我疯狂补课的两年，在网上
付费学习育儿知识，买了百八
十本育儿专业书。最贵的一门
《正面管教》线下课程花了
5800元，两年下来，学育儿花
了两万多元。”王伟珠说，学习
只是第一步，实践才是关键。

“孩子怯弱是内心力量不
足，这个时候不管是指责，还
是说教，都不能激发勇气，反
而会加深‘我就是不行’的意
识。”王伟珠很庆幸，当女儿第
一次在她面前展示怯弱时，尽
管自己内心兵荒马乱，仍强装
淡定没有多说一句，而是事后
找老师了解过程，此后再也没
有提起。

“我把她带到身边，开始
讲绘本故事，专门挑关于勇气
的读物，然后‘小步慢走’锻炼
勇气，有次参加活动让小朋友
上台走一圈。场下明明讲好
了，临上场前她扑到我怀里说
什么也不肯上场，最后我牵着
她的手一起，还在舞台上抱着
她转了一圈，她笑开了花。”王
伟珠通过家长带动、慢慢放手
的方式，帮助女儿克服恐惧，
增强自信。

王伟珠的精心养育小有
收获。女儿进入奉化龙津实验
学校后，多次代表学校在各类
大型活动比赛中主持发言，获
得国家级语言、朗读类比赛金
奖，去年被评为“全国优秀少
先队员”。

当妈要稳住！她把家庭当社团来运营

孙艺藩小学毕业后，去年
秋天到宁波七中读书。一家人
开始奉化、鄞州两地生活。

除了大宝要陪读，王伟珠
还有两岁的小宝要照顾，公婆
赶来帮忙，免不了观念碰撞。
谈及这个敏感话题，王伟珠两
个字概括：稳住！

“小宝吃饭，老人担心打
翻食物弄脏衣服，忍不住去帮
忙，我就淡定地坐在旁边该干
嘛干嘛，等他们忙完或不在
时，我用我的方式鼓励小宝动
手尝试，一次打翻，再来一次。
小宝一点点学会握勺慢慢熟

练，老人看到我的方式管用，
慢慢也就改变了。”王伟珠说，
每个小家庭都会发生育儿观
念的冲突，“互相battle！”“不
服就冷战！”……既不能让家
庭成员达成一致，还把氛围搞
坏，得不偿失。

“妈妈是家里的‘定海神
针’！妈妈稳住了，不断学习改
进育儿方式，其他成员看到了
效果，自然会跟随。”王伟珠说，
她把家庭当社团运营，妈妈掌
握方向，其他成员是得力助手。

“现在小宝在奉化，我老
公和公婆照顾，我布置的打卡

作业，大家尽力完成，配合度
很高。”如今，孙艺藩进入初
中，学科难度加大，又正值青
春期，妈妈王伟珠两地奔波陪
读，没有时间和精力管教孩
子，她每天让大宝写“检视小
纸条”。

“复盘一天的收获，还有
哪些需要改进，长短不限，一
方面是她自己做梳理，另一方
面我也能掌握孩子的情况，给
她恰当的帮助。”王伟珠说，这
么多年，她跟着孩子一起成
长，“妈妈”做得超有成就感，
接下来她要拼“三胎”！

C

观
点

孙艺藩和妈妈王伟珠

宁波家长
多途径实现家
庭教育主要目
标。

校家社“协同育人”系列报道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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