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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家长学校已成宁波中小学“标配” 各地还涌现出了家庭教育特色品牌

当天下午的活动分四个分会场
进行，有面向象山县学校的老师开展
关于家校合作的讲座的，有面向家长
探讨智能化时代家长需要做的教育
准备以及让孩子爱上学习的方法的，
大量的“干货”输出让家长更懂孩子，
让老师更懂教育。

据悉，目前，我市 783 所中小学
校和 1053 所幼儿园均建有家长学
校。市、县教育系统坚持会同市、县妇
联部门组建家庭教育讲师团，为学
校、社区、农村、企事业单位等提供菜

单式指导服务。全市中小学校已创成
市级示范家长学校329家、省级示范
家长学校75家、省级家庭教育创新
实践基地6家、全国示范家长学校16
家。此外，宁波共建有431所数字家
长学校，数字赋能家庭教育指导、理
念传播等服务。

近年来，各地也涌现出了一些特
色品牌，如象山县的“母亲素养提升
工程”“爸爸俱乐部”“家教大篷车”，
鄞州区的“学做‘鄞’家”，慈溪市的

“智慧父母，让爱‘育’见未来”等，全

市家庭教育工作呈现百花齐放的良
好发展态势。

“随着国家一些重要文件的出台，
家庭教育已由传统的‘家事’上升为新
时代的重要‘国事’，因此，总结家庭教
育工作一路走来的成功经验，研究家庭
教育工作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健全
家校社协同育人机制势在必行，意义重
大。相信在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下，‘让
每一个家庭更幸福，让所有的孩子更优
秀’的美好愿景一定会实现。”宁波市教
育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从“缺失”到“过剩”,家庭教育面临新课题
专家学者云集宁波象山共襄家教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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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过度干预使亲子关系紧张 家长学校在新时代面临新课题A

“大家都知道，石浦地处浙东沿
海地区，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当地
居民多以捕鱼为生，家长文化素养普
遍不高，家庭教育严重缺失，这导致
一些学生在学业、品行方面出现了问
题。”象山县石浦镇中心小学党支部
副书记、浙江省家庭教育讲师团成员
邵琼的开场白，把在场所有人拉回到
了40年前，“这些问题，单靠学校教
育的力量是无法解决的。”

邵琼分享了一个学生的案例：之
前有个四年级的学生，就像个“小火
山”，脾气很暴躁。有一次因为作业问
题，她请孩子家长来趟学校。没想到
的是，这位妈妈情绪失控到在办公室
就忍不住对孩子破口大骂，甚至拽着

孩子到窗口边，把孩子的头往下按。
“那一刻，我们瞬间明白了为什

么孩子会有这样暴躁的性格。为了帮
助孩子、改变家长，我们上门家访，请
家长参与个案辅导，对孩子进行情绪
控制方面的专业帮扶，见证着孩子与
家长的一天天改变。”邵琼介绍，这个
学生上六年级时，已变得情绪相对稳
定，也经常欢笑了。最让人动容的是，
当时语文老师布置了一篇习作《成功
的背后》，其他孩子写的都是成功背
后的挫折、努力，唯有他写了成功背
后是“妈妈的陪伴”。

邵琼表示，这样的学生还有很
多。看着孩子们从无助、悲观，变成越
来越快乐，这就是学校坚守40年、做

好家庭教育的价值与动力。新的时
代，面临新的课题。家庭教育的问题
也从曾经的“缺失”变成了如今的“过
剩”。家长的过度干预会导致亲子关
系紧张，这也成为学校新的关注点。

“我们尝试从儿童视角去唤醒家
长，举行了各种活动。比如让孩子讲
述父母陪伴带来的温馨与快乐；自创
漫画，自导自演家庭情景剧，将陪伴
缺失问题真实呈现；‘夸一夸我的爸
爸妈妈’，传递陪伴的正能量……实
践证明，儿童也能成为家庭教育问题
的发现者、参与者、行动者、带动者。”
邵琼说，学校还搭建了多媒介学习平
台，让家校沟通无纸化，家长成长可
视化。

“家长太爱孩子，又太不会爱孩子” 教育大咖现场分享金句频频BB

“家长没有权利缺席孩子的教
育”“家长的学习态度决定了孩子的
人生高度”“家长的缺席同样会带来
教育新的不公平”……当天现场“金
句”频出，教育大咖们云集论坛，为在
座的一线校长和老师分享了关于家
校社协同育人的新见解。

家校社紧密联动、协同育人，是
培养孩子成长成才的基石。北京师范
大学心理健康与教育研究所所长边
玉芳用一个亲历的小故事，说明了

“协同”的意义。“前两天一个校长跟
我‘诉苦’，说他们学校被家长投诉
了。因为什么事呢？学校中午吃包子，
那个孩子吃到了一个没有肉的包子，
回家跟家长说了这件事，家长就直接

拨打了投诉电话。”边玉芳说，那个校
长很不解：为什么那个学生不当场和
老师提出这个问题？明明有更好的解
决方式的。

“这就是‘协同’的意义所在。家
庭、学校、社会要厘清各自的职责，这
样才不会出现‘越位’的情况。家庭教
育要回归育人本位，走到科学施教、
家校社协同育人的轨道上来，让学校
在家校社协同育人中发挥主导作
用。”边玉芳说道。

东北师范大学家庭教育研究院
院长、中国家长与教师合作管理委员
会理事长赵刚说起家庭教育的重要
性，一针见血地表示，“中国家长太爱
孩子，又太不会爱孩子。”他认为，学

生、班主任、家长是一个稳定的三角
形关系，任何一方的削弱甚至缺失都
会破坏这个三角形的稳定。班主任和
家长的关系越近，孩子站位高的可能
性就会更大。

《中国教育报》家庭教育周刊主
编刘华蓉则从当下正努力推进建设
儿童友好城市的视角出发，分析了社
会、学校和家庭应该为儿童创造怎样
的成长环境。她表示，建设儿童友好
家庭的关键词是：保护、共情、信任、
接受求助。“儿童友好也意味着儿童
参与，要让他们参与家庭会议、家庭
规则和家务分工，让儿童成为主导
着、议事者和决策者，这是家庭教育
中贯穿始终的理念。”

赵刚邵琼 刘华蓉边玉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