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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以润心 动以赋能

家校协同共育 构建“双减”新课堂
——滁州市湖心路小学“家长进课堂”活动纪实

□吴晓慧

回望“双减”两年多的时
间，基础教育工作的大环境
得到极大改善。学生学业负
担、家庭教育支出和家长相
应精力负担有效减轻，人民
群众教育满意度明显提升。

“双减”使得学校教育、家庭
和社会教育能够各司其职，
并不断凝聚和形成教育共
识，在育人合力中落实立德
树人根本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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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系列之急救小常识 劳动教育从力所能及开始

“海姆立克急救法你知道吗？”
“原来，我也是劳动小达人！”“你知
道汉服的特点及汉服礼仪文化吗？”

“孩子们，我们必须掌握一些安全小
常识以及遇到危险时的处理办法。”
这一幕幕讲授知识的场景，每周都
会出现在滁州市湖心路小学的“家
长进课堂”活动中。

随着“双减”政策的有效落地，
对“培养什么人”“为谁培养人”“如
何培养人”问题得到充分重视，家校
合作的意义与价值被提升到新的高
度。滁州市湖心路小学为增进家校
沟通，丰富课堂内涵，开阔学生视
野，定期组织家长走进课堂，发挥职
业优势，为孩子们带来一堂堂形式
多样、内容丰富的课程。

■家长进课堂
让家校共育“有效力”

学校是文化育人的主阵地，家
庭是品德教育的主战场，社会是实
践教育的大舞台。一直以来，湖小
坚持家庭、学校、社会“三结合”的教
育原则，充分利用家长学校作用，形
成以班主任为核心的家校沟通网
络，构建同心、同向、全方位、立体化

的家校育人共同体新模式。利用
“家长进课堂”这一平台，实现家校
共育的共识与共行。他们当中有交
警、律师、传统文化工作者、全职妈
妈等，家长们充分发挥各自特长，或
讲述科学奥秘，或讲述急救方法，或
讲述传统文化故事，让更多的孩子
萌生了对知识的渴求与向往。

■家长进课堂
让家校共育“添活力”

家长课程，让家长成为学校课程
开发的“好伙伴”。每周总能听到此
起彼伏的掌声从各个班级传出。各
行各业的有专业特长的优秀家长，正
在发挥自身优势给学生上思想政治、
研究性学习、技能实践、特长发展等
课程。这些由家长参与开发、授课的

“家长课程”融道德教育、历史文化教
育、心理健康教育、环保科学教育、创
新实践于一体。瞧——

三（2）班王千与同学的爸爸正
在讲授中国传统文化《汉服文化》，
王爸爸讲解了不同民族的服饰特
点、汉服的服饰结构以及汉服的礼
仪文化；

四（8）班张继显同学的妈妈是

一名普通的家政从业人员，她结合
自身的职业特点，给孩子们带来了
一堂别开生面的劳动教育课，从叠
衣服、擦桌子、清理灰尘死角、拆装
被套、叠被子等方面带着孩子们亲
自动手体验，让同学们掌握常规家
用劳动技能，增强家务人人参与意
识，养成良好的劳动习惯；

五（4）班白晨希同学的妈妈带
来绘本阅读《我的情绪小怪兽》，让
学生学会有效调节和管理自己的情
绪，学会正确与他人交流……

家长从多角度、多层面给学生
讲解生活中的知识、技能，结合自身
的生活经验和工作实践，从另外一
个角度来告知学生什么是真善美，
什么是家国情怀，让学生学会生活
技能，增强创新意识和创新技能。

■家长进课堂
让家校共育“聚合力”

“今天讲课的是我的爸爸。”“你
妈妈讲得太好玩了！”通过让家长们
走进学校，走进课堂，第一视角感受
孩子们的学习环境、学习氛围，体验
教师职业，进一步增进了家庭、学
校、教师、学生间的互动沟通，为畅

通家校联系、实现家校共育架起了
一座连心桥。

家校共育不仅能够充分发挥家
庭教育和学校教育的优势，使孩子
在情感、道德、知识、技能等方面得
到全面的发展，还能有助于家长和
教师之间的沟通与合作，使双方更
好地了解孩子的需求和特点，从而
制定更加科学合理的教育方案，及
时发现和解决孩子在学习中遇到的
问题，提高教育质量。同时，家校共
育有助于增进家长与教师之间的理
解和信任，形成共同关心孩子成长
的良好氛围。家长和教师共同参与
孩子的教育，共同分享教育的责任
和成果，有利于构建和谐的家庭与
学校关系。

家校社凝心聚力，面向未来共
育共赢。这是一项长期而复杂的
工作，需要我们不断地努力探索，
实践践行。在今后的工作中，湖心
路小学将不断提升家长学校工作
质量，搭建更完善的协同育人平
台，为孩子们阳光、健康、向上发展
营造最适宜的育人场域。着力培
养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新时
代好少年，为未来社会培养好公民
奠基。

这段时间，“扫兴式父母”多次成为
社交网络上的热议话题。以知乎为例，

“为什么父母总是很‘扫兴’”的话题拥
有 1112 万人次的浏览量和 1109 个回
答，而“做一个扫兴式父母，对孩子伤害
大还是教育意义大”这一话题更是登上
热搜榜第三。（12月26日《现代金报》）

“扫兴式父母”是指当孩子怀着愉
悦的心情，充满期待地与父母分享时，
父母却总能一盆冷水把孩子泼个“透心
凉”，久而久之，许多孩子不再主动与父
母分享、交流，甚至成为父母口中那个

“冷漠”“孤僻”的孩子。
在我们的实际生活中，一些父母之

所以会成为孩子眼中的“扫兴式父母”，
就是因为不少家长动辄对孩子给予无
情的打压和否定，不是语言上的“刻
薄”，就是行动上的“无情”。比如：新闻
中的李涛，毕业后选择回宁波工作，本
以为父母会很满意、很开心，结果父母
的一句“有什么可高兴的，肯定是同一
批面试的人太差，才让你进去的”，让李
涛一下被贬得心里拔凉拔凉的。再如：
新闻中的张静波，她也是一位“扫兴式
父母”，她一直认为孩子做得好是应该
的，做得差就应该批评，对孩子表扬多
了就会骄傲，因而从小就对孩子予以打
压和否定，结果导致母女间留下很深的
隔阂。

以上这两个事例，无不告诉我们的
家长，千万别做“扫兴式父母”，否则，既
不利于父母和孩子之间的沟通和交流，
更不利于孩子的健康成长。

那么，家长该如何避免成为“扫兴
式父母”呢？笔者以为，还需做好以下
几点：

首先，变扫兴语言为正向语言。
“扫兴式父母”的口头禅往往会以打压

和否定为主，但长期的打压与否定容易
导致孩子陷入“习得性无助”——这是
积极心理学之父马丁·赛里格曼的实验
结论，即因重复的失败或惩罚，而造成
的听任摆布、放弃努力的心态。因此，
家长们可以尝试正能量、激励性的口头
禅。这样，不但可以让亲子间的交流不
再“扫兴”，也可以通过提供正向反馈来
提升孩子的自信心，鼓励孩子勇敢挑战
自我。

其次，提早预判并尊重孩子的情
绪。现在的孩子自我意识觉醒早，小学
三四年级的孩子都已经普遍开始拥有
自己的想法了，思想逐渐开始独立的他
们也渴望被尊重，“扫兴式”的交流自然
容易让他们产生反感、抵触的情绪。即
便在良好的家庭氛围里，家长也应尽量
让孩子畅所欲言，而家长自己不能随心
所欲，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因此，在和
孩子交流时，要“蹲下来”和孩子平等交
流，把他们当作一个独立的个体看待。
比如孩子分享了遇到的困难，家长可尝
试与孩子一起讨论解决方案，让他们像
成人一样参与决策，从而感受到家长对
孩子的尊重。

再次，家长要学会分离自己的社会
身份与家庭身份。许多家长在外面是警
察、教师甚至是单位的领导，回到家中不
知道或难以摆脱社会角色的束缚，把家
庭变成了另一个职场，这无疑会让孩子
觉得压抑、无助。因此，家长要学会将自
己的社会身份和家庭身份区分开来，在
外当职场精英，在家只当父母亲。

最后，家长要提高认知，保持好事
业与家庭的平衡，学习心理学，稳定自
己的情绪，才能更好地面对家教中的挑
战，构建孩子的有效支持系统，和孩子
一起成长。

相信，只要每一位家长都能平等地
对待自己的孩子，多些鼓励，少些否定，
多些表扬，少些打压，不做“扫兴式父
母”，就一定能有效化解与孩子之间的
隔阂，从而既成为孩子健康、快乐成长
道路上的“引路人”“知心人”，更成为孩
子眼中的优秀父母。

家长千万别做“扫兴式父母”
□廖卫芳

闻闻是我众多学生中的一名，他的作文写得很
棒，而且他有个拿手本领，就是描写人物时，总能抓
住人物特点，在他笔下的每个人，都特别鲜亮。

一次习作课上，我让学生们一对一互相观察，然
后描写一下对方。大多数的同学是这样描写的：“他
（她）有一双明亮的大眼睛，头发乌黑发亮，好看的小
鼻子一翕一动。”批阅作文时，如果不看名字，仿佛一
个班的学生，都一个模子似的。

闻闻写的就不一样。他是这样描写与他对视的
女生的：“她很喜欢笑，笑的时候，露出两个小酒窝，
一个深些，一个浅些，很随意的样子。”

看了他的作文，我的眼前立即浮现出了那个精
灵小女生的模样。回忆一下，那女生确有两个酒窝，
但我从没注意她的两个酒窝是一个深，一个浅——
闻闻的观察竟然这么细。

其他时候，闻闻是个粗枝大叶的男孩子，说话、
做事，与同学交往，都大大咧咧的。我不知道为什么
独独在观察、描写人物时，他变得如此细腻。

一天晚上，几个朋友约我去一家路边小店吃烤
串，那里生意很好。我之前没去过这家店，但想来路

边小店大抵都跟我家门口的小面馆环境差不多，里
面经常传出响亮的声音：

“唉，你的牛肉面！”
“喂，谁的荷包蛋？”
这样想着，我就到了朋友约的烧烤店。店是一

对夫妻开的，妻子在后厨准备材料，丈夫负责烧烤，
一个男孩在人群中穿梭往来，给一桌桌客人送烤串。

乍看那身影好熟悉，细看，正是闻闻。我
们就坐在烧烤摊边上，能清晰听见爸爸与闻
闻的对话。每当串烤好了，爸爸就将其交给
闻闻，让他送到每个客人面前。客人多，怕儿
子送错，爸爸每次都这样交代：

“这是那个帅气的叔叔的，对，就是那位
戴眼镜的帅叔叔的。”

“这是戴着漂亮丝巾的姐姐的。”
“这是那位肚子里有宝宝的阿姨的。”
“这是最边上那位带着可爱小狗的伯

伯的。”
我听呆了。这是我听过的，最具体也最

温馨的嘱托。

我恍然大悟：为何闻闻笔下的人物都那么鲜明
而美好？是他爸爸那未必精致但总能让人心里一暖
的交代使然吧。它不仅帮助孩子一眼从人群中找到
那个客人，也让孩子慢慢习惯于从别人身上找到最
光亮的那个点。

（作者单位：芜湖市繁昌区横山中心小学）

最光亮的那个点
□查君书

由于填报高考志愿
时的懵懂，我这本可上
安师大的成绩，只收到
了师专的入学通知。在
农村学校度过长长短短
的十几年，那颗年轻的
不安分的心，躁动时写
过诗，平静时钓过鱼。
渐渐地，我已经很习惯

了乡村教坛，其教书育人的快乐与四季殊异的田园景
色，浸染了我梦的颜色，我很享受。

这几年，农村学校一撤再撤一并再并，乡村初中
更是所剩无几。我不为所动，即使只有小学开班，我
心依旧。

我昂然跨进一年级的教室，点名，21人，真不错。21
张小脸稚嫩如花，21 双眼睛清纯如水，瞬间我好得意。
可去趟办公室刚回来，教室里小鱼泛花似的热闹：“老
师，他掀我的凳子！”“老师，他把我的手拽疼了！”“老师，
他扯我辫子！”……我使劲敲响桌子，将躁动“镇压”下
去。如此反复多次，一节课，累得我气喘吁吁。不光如
此，平时散漫惯的孩子坏习惯真不少。瞧，张小龙总是
低着头抠着乌黑的手指头，卓成成把铅笔放在嘴里咬，
口水顺着铅笔流，杨坤既不看书也不看黑板老是盯着我
嬉皮笑脸，李欢欢则被窗外的挖掘机吸引住了，郭正正
和李彤竟然动起手来了……警惕性稍有松懈，课堂马上
犹如开锅一般，手里的小棍棍似乎也不再好使。

放学了又是另一番景象，班级门口热闹得像逢
集，堵放着各式各样的蒙着油布或薄膜的三轮车。家
长们伸长脖子盯着各自的孩子，喊着他们的名字。

以前带初中生，到底是大孩子，从学习到生活管理，
课上课下等都十分得心应手，现在的农村学生大多是留
守儿童，照应他们的几乎都是爷爷奶奶甚至是曾祖辈。
姑且不说识不识字，让他们明白我交代的事都是很困难
的，打个电话都急得你直想哭……

因此，重要的是与这些留守儿童的监护人多交流，
取得他们的信任。有段时间，学校搞基建和绿化，工程
车辆来回穿梭，校园存在安全隐患。我给学生们划定几个危险的区域，禁止踏入；
并且，在下课或放学后站在教室门口，招呼着，防止有什么闪失。家长们看到老师
这么负责，不由得伸出大拇指。还有一次小班长跑到我面前急急地说：“老、老师！
张小龙的手被另一个调皮同学弄破了，血流了不少。”我心疼极了。往往，可以打电
话让家长领家去，我则马上带去医院敷药包扎。家长们很感动，与他们交流了解也
就增多了。

较长的农村学校教学经验，让我要像农村盘鸭子一样来盘农村孩子。要耐心、
操心、真心，打心底关爱他们，这样才能有彼此信任。整整两个学期，我们班级没有
出过任何哪怕是小的安全事件，没有一个孩子在学习上成为“学困生”，最值得骄傲
的是，在城乡接合部，我教的学生竟没有一个出现流、转现象。我还拿到当年学校

“唯二”的“县级优秀班级”“市级优秀班主任”证书。
两年多后工作变动，我离开了那所学校，但有时候还常去看看他们。因为

忙，又有一年多没有去了，我想他们该上五年级了。有次我下决心去看。刚推开
门，所有的学生齐刷刷站起来，旋即扑过来紧紧地抱住我！那一刻，泪水模糊了
我的双眼，不知道我是怎么离开那个班级的。自此以后，我十分“害怕”想起他
们，自此以后，我再也不曾见过他们。掐指算来，他们现在应该在城里上高中了，
想必他们还会认得我，我还会再去的。祝他们考上理想的高等学府，展翅在祖国
的蓝天翱翔。

（作者单位：定远县南店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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