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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2017““中国家长节中国家长节””

师师、、生生、、家长谈信息时代如何家长谈信息时代如何““家校社共育家校社共育””
滨州日报/滨州网记者 刘清春 刘青博 通讯员 赵清华 殷吉亮 杨斌洲

2017“中国家长节”即将在滨州召开。这一背景下，今天怎么当家长、怎样实现家校共育，仍是核心课题。尤其是面对隔代教育、家长“微信依赖症”、5+2=0、80后咋当家长等问题，我们需
要作出回答，也希望交给王立群、王金战、卢勤等专家来回答。

为此，滨州日报/滨州网记者走访了滨州经济技术开发区部分学校，采访了一些教师、学生和父母，请他们从不同角度畅谈这几个问题，分享自己的观点。让我们来看看，身边的师生、家长
都讲了啥？滨州的家校社共育实践起到了啥作用?

文静、秀丽的吴新雨从小是个
“乖孩子”，她生长在一个教师家庭
里。她说：“妈妈在生活上管得我多
一些，爸爸在学习上管得多一些。
平时，我跟父母就像朋友一样交
流。要是说跟爸妈有矛盾，那就是

我贪玩一点，他们总要督促我学
习。”

吴新雨说，自己今年升入初三，
明显感到了即将到来的中考升学压
力，也就对爸妈的严格有了更深理
解。她甚至这样说：“我希望，爸妈

在学习和生活上管得我更严厉一
点，我自己应该减少一点休息时间，
多一些学习时间。”

对此，新雨的班主任刘强认为，
吴新雨的品学兼优，直接原因就是
家庭氛围好，家长素质高，“某种程

度上，学生表现就是家庭教育、家庭
氛围的一种折射。”而新雨的爸爸吴
凤宝坦言，孩子其实不算很聪明，但
养成了一系列良好习惯，这些习惯
更多是老师给予启发，家长帮助养
成的。

吴新雨说，希望有个弟弟、妹
妹。她说：“我有表弟、堂弟，跟他们
一起玩挺好。我如果有一个弟弟、
妹妹的话，照顾她，我也能学到很多
东西。”

对于此次家长节，吴新雨想提
问的是：“学习遇到挫折，怎么排解
苦恼？怎么保证一个健康的心态？”

初三学生吴新雨：希望父母对自己更严厉些 有个弟弟或妹妹会更好

四年级学生姚仁佳的妈妈是个
托管老师，爸爸在滨州活塞集团上
班。“我爸爸两班倒，比较忙。他遇
到什么问题都会跟我和妈妈商量，
我和妈妈帮他分担一些事情。我有
什么不会做的题目，爸爸妈妈会给
我讲解。我们一家人相亲相爱。如

果遇到不开心的事，也会很快忘
记。我妈妈有周末、寒暑假，陪我时
间多，我希望爸爸不要太忙，能多一
点时间来陪我们。”

同样作为独生子女，但跟吴新
雨不同，姚仁佳不太欢迎“二孩”，他
说：“我舅舅家有俩孩子，姨妈也有

俩孩子，你知道吗，有个小孩，他会
撕我作业本，把家里弄得很乱。我
和妈妈聊天的时候，她征求过我的
意见，我跟她这样说了，妈妈就笑了
笑，说有我一个就很好了。”

除了学习好，姚仁佳还是开发
区一中乒乓球校队的成员，还参加

过在威海举办的全省比赛。班主任
何然然介绍，姚仁佳的父母很支持
孩子练习乒乓球。妈妈陪他去威海
参赛，还带他第一次看了大海。

姚仁佳每天比普通孩子要多出
一个小时练习乒乓球，但他认为，练
球跟学习一点不冲突：“不仅能够锻

炼身体，练习反应速度，还增强眼
力，因为乒乓球比较小，所以打的时
候要看准。”他的偶像是马龙。当回
忆起2016年看马龙在里约奥运会决
赛上的画面，平时文静的姚仁佳立
马手舞足蹈：“乒乓球呼呼地来回
飞，都快看不到球影了！”

四年级学生姚仁佳：希望爸爸多陪自己 不太喜欢家里再多个孩子

每天，刘强要拿出很多时间、精
力，通过电话、微信与家长沟通，经
常性的组织家长会，配合家委会的
工作。他说，家校交流现在空前密
切，与家长沟通占用越来越多的时
间和精力，这是个时代发展的问题。

44岁的刘强回忆，30年前，在他
上学时，即使入学多年，很多家长也
没见过老师，老师也不认识家长。
偶尔能见一面，往往就是一句话：

“老师，孩子不听话，打就行。”这是
家长完全撒手的阶段。10年前，出
门打工的多了，通过手机联系的多
了，但那也是隔代教育现象多问题
多的时候，家长把孩子扔给爷爷奶
奶的太多。今天，更多家长意识到，
孩子的成长还是得由父母一直陪
伴。通过微信交流的多了，也出现
了很多“学习型家长”，不仅会看老
师推荐的文章，还能自己坚持学习，

常常能给老师教学、管理带来启发。
如今，让刘强最头疼的，还是部

分家长难以做到“家校共育”，“客观
上，打工挣钱是第一位的，教育孩子
的事又太繁琐，5+2=0、隔代教育的
现象在部分家庭依然存在。另一方
面，今天网络上不良信息很多，诱惑
太多，孩子辨别能力差，这要求我们
家校合作，形成更强的抵御能力。”

刘强介绍，有个孩子父母太忙，

被爷爷奶奶溺爱，养成了很多坏习
惯，需要老师帮着改好几年。今年，
孩子妈妈下决心休班一年，还说：

“到底他成才还是不成才，就看他的
造化了。”

对于如今家长普遍反映的学生
作业重问题，刘强这样看：“素质教
育核心还是提升效率。假如学生有
预习、认真听课、复习的习惯，作业
就很简单很快完成。但怕的就是孩

子从来不预习，听课质量差、作业完
不成就成了恶性循环。因而，习惯
极其重要。”

如果给小学阶段一个关键词，
刘强认为就是“习惯”——养成学
习、生活的一系列良好习惯。如果
给初中阶段一个关键词，刘强认为
是“健康”——一个健康的身心状态
至关重要。正因此，他在班级管理
中，将师生信件交流、学生成长记录
看得很重，写得很仔细。而如何做
得更好，这关键要看家校共育的质
量、效果。

初三班主任刘强：很多“学习型家长”能给老师的教学和管理带来启发

或许是因为自己也是教师，吴
凤宝对家校共育有着长期思考。他
坦言，女儿吴新雨其实不算聪明，但
现在品学兼优，首先是因为她的老
师们的教育观点有深度又有高度，

能在孩子出现问题萌芽的时候就及
时解决。在家长角色担当中，吴凤
宝认为，自己要当孩子成长的“小助
手”。

“孩子成长，关键还得他自己，

家长要做好辅助，不能控制太多。
就跟种花一样，该浇水浇水，该打药
打药，但成长的路还得她自己走。
我根据刘强老师的指点，注意给孩
子创造一个好的学习环境，在生活

中把好习惯慢慢给她渗透进去，一
点点的纠正。方法很重要。”

吴凤宝说，家长微信群、家长会
的价值很高，让家校能密切沟通。
那不是把家长们简单的聚在一起闲

聊天，而是给家长进行一个个小型
的科学培训，一块商量符合学生情
况的个性化成长方案。

与此同时，家长们之间互动交
流的习惯也逐渐形成，“我看到有的
家长做的比较好，就跟人家聊一聊，
记在本子上。家长之间的交流切磋
也很重要。”

初三学生家长、教师吴凤宝：孩子成长关键还得靠自己，家长不能控制太多

在何然然看来，她所带班级的
班长姚仁佳很机灵，有很多超越同
龄人的学生关系处理办法。“他是外
地转校过来的，却能迅速赢得同学
认可，带领这个班集体。他从不借
着老师的旗号吓唬同学，而是想办

法通过小组加分减分等手段调动大
家的积极性。在乒乓球和学业关系
处理上，也做的好。我想，这关键在
于他妈妈的启发、引导。”

何然然介绍，姚仁佳的妈妈作
为托管中心的生活老师，时常被一

帮孩子围绕着，是一个典型的学习
型家长，经常与何然然在微信上聊
教育，在朋友圈上推荐教育文章。
她们谈的不只是姚仁佳的成长，还
有其他孩子问题的解决甚至一些教
育理念的错与对。

对于微信依赖症，何然然坦言，
这是80后家长的普遍问题，造成了大
量精力的浪费，但如果引导得好，微信
群可能是家校沟通的最佳平台，帮助
家长、学生养成一些好习惯。

譬如，何然然班级微信群现在

就形成了每晚“阅读打卡”的习惯
——教师、学生都将自己朗读课文
的小视频发到群里，而很多家长不
单帮孩子录，还一起上阵一起读。
何然然介绍，目前在开发区一中，小
学阶段的家长基本都为80后，他们
借助微信形成的家校沟通效果格外
突出，从中造就的“学习型家长、智
慧型家长”越来越多。

四年级班主任何然然：80后家长借助微信形成的家校沟通效果良好

作为父亲，作为一家IT企业的
负责人，杨兴周对待孩子曾一度是
管不上、陪不了。但随着孩子的成
长，他发现：再不陪孩子，他真的就
长大了，孩子不能缺失父亲的陪
伴。因而，他尽量放下手头工作，牵
头组织家委会的工作。

杨兴周说：“目前，我们开发区

一中家委会有外联部、组织部、策划
部、财务部、研学部等部门，越来越
规范。这一年，我感觉家委会的作
用是越来越大。因为老师与家长沟
通再密切，可能天然有一种防御心
理，家长之间的沟通相对更容易。”

研学旅行，是家委会履职的重
要方法。杨兴周说：“女儿问我啥时

候带我们去长城？我一听非常高
兴。为什么？她不说‘我’，而是‘我
们’，说明她的集体意识、感恩意识
形成了。这两年，我们经常搞活动，
看似学生在成长，其实家长也在进
步。我们组织孩子们搞义卖，然后
去敬老院慰问，我们能见证孩子的
胆量、感恩意识是如何一步步形成

的。”
正是在这种观念下，杨兴周的

女儿顺利的通过了三年级 U 型阶
段，性格从内向变得外向。

“我孩子喜欢上了拉丁舞，我
们鼓励她去跳去演出，她变得更有
自信，在台上落落大方。”杨兴周说，
以前他总是没完没了地加班，现在

只要能抽出一点时间就去陪伴孩
子。每个学期都要花500多元钱去
给孩子买书看。

同时，他还对自己的团队做出
要求，尽可能地减少加班，让团队成
员更多地回归家庭。杨兴周认为，
当员工们参与、分享了更多的家庭
温馨和孩子成长后，他们工作就会
有更大的动力，提升效率，拿出精
品。

四年级学生家长杨兴周：尽量放下手头工作，多牵头组织家委会的工作

今天怎么当家长？学校怎么跟
家长高效沟通？让我们来看看，身
边的一些家校社共育榜样是咋做的
吧。他们正成为所在学校、单位、社
区的一粒粒“种子”，正带动成千上
万的普通家长成长为“学习型家长、
智慧型家长”。

孟荣花：一年陪孩子读书
120多本，写下26本读书笔记

孟荣花认为，家长的笔记本比家
教和辅导书都要管用。通过听讲座、
读书、笔记，她帮助解决了不少成长
中的烦恼。一年中，她陪孩子读书
120 多本，写下 26 本读书笔记。她
以切身经验告诉大家：家长需要注意
三年级学生常出现的U字型阶段，不能
只知养不知教。

“我孩子在一二年级成绩非常
好，但到了三年级就波动很大。多
亏班主任提醒，我才知道，三年级是
孩子成长的一个心理U型阶段，会
引起成绩、表现的强烈起伏。”正是
这个U型阶段让孟荣花有了强烈的
学习劲头，她几乎聆听了在滨州举
办的所有三宽教育
培训讲座。孟
荣花说，曾
经她跟孩子
闹 矛

盾时，脾气上来总是想：“我是你妈，
我还治不了你！”但听了三宽讲座，
她认识到：家长只有学习才能教孩
子，教好孩子，不能只知养不知教。

刘鸿瑞：从滨州走向三宽
家长读书会全国总会

作为三宽家长读书会全国总会
执行会长，刘鸿瑞是滨州经济技术开
发区培养的“家庭教育专家”。2015
年，他牵头成立了滨州三宽家长读书会。

在他影响下，开发区共成立了
开发区二中、里则中心幼儿园、美丽
乡村狮子刘、海通社区、美逸斋饭店
等涵盖各行业的家长读
书会八个，会员四千余

人。2016 年 5 月，他又牵头成立了
滨州三宽家长学校，定期组织亲子
沙龙、开展公益讲座、发行《工作简
报》等，持续培养本土家长教育带头
人。目前，该校共开展公益讲座59
场、发布《工作简报》69期，为家长解
决情绪管理、行为管理、亲子互动、
规范意识等六大类问题4000余个，
带动数千名家长养成了每日读书的
习惯。因工作突出，他近日启程赴
北京参与建设三宽全国总会工作，

“土八路成了洋专家”。

王春玲：通过专家讲座、
家长沙龙等多种形式探索家

园共育
在王春玲的邀请下，北

京大学三宽家 长
教育课题组组
长萧斌臣、北

大三宽教科院副院长李虹、国家
二级心理咨询师王秋红、互联网
教育家联盟主席贾智会、俄罗斯
绘本作家撒沙等嘉宾先后走进里
则中心幼儿园，带来讲座。同时，
王 春 玲 带 领 该 园 教 师 们 参 与 了

“共情陪伴”国际项目，将其课程
完整的纳入日常教学、管理，并吸
引家长们深度参与。

如今，该园家长们的参与、互动
意识明显增强，家长沙龙日渐增多，
走向常态化。王春玲借势开辟了

“亲子阅读区域”，提供不同材质、特
性，适合不同年龄段幼儿和家长阅
读的各种书刊杂志。带着听讲座、

阅读的体

会、感受，家长们在频密的沙龙上畅
所欲言，并在家长培训周上集中提升
了育儿经验。2017年以来，王春玲组
织的家庭教育公益讲座有26场，3900
余人次参与培训、从中受益。

游凤涛:组建五百人家长
读书会

开发区二中教师游凤涛有着25
年教龄，她曾对个别学生调皮、不爱
学习的状况曾经苦恼不已。自2015
年 4 月参加家长培训后，点燃了他
立德树人的激情。他主动参加培
训，在微信群积极引导交流。

2017 年 10 月，在游凤涛牵头
下，开发区二中“三宽家长读书会”
启动。他邀请辅导员，密集组织本
校家长、教师参加读书活动，发布

《家长公约》。截止目前，组织

家长活动八次，发布简报六期。家
长读书在开发区二中蔚然成风，五
百人的微信群已爆满，每天都有家
长在群里提问题、解答问题，普通
教师也成长为家庭教育专家。而
今，作为滨州三宽家长读书会总会
副会长，游凤涛将承担起该会组织、
联系重任，培育更多的滨州读书家
长高手。

王青:为中海小学建起周
五大讲堂

王青，刚从开发区中海小学校
长岗位上调任百川小学校长，在家
校社共育方面，她给中海小学留下
了一笔财富——周五大讲坛。

该讲坛由刘鸿瑞等人策划，根
据家长需要，定出每期主题，约请
专家、教师密集与家长沟通。讲
坛期间，王青与该校副校长、德育
主任、办公室主任轮流值班。期
间，滨州三宽家长学校的课堂面
授法、现场调查法、交流分享法、
案例分析法、互动体验法、心理咨
询等方法得以实践，更多科学数

据、资料得以保留，成为宝贵
财富。

咱身边的“家校社共育榜样”
滨州日报/滨州网记者 刘清春 刘青博 通讯员 赵清华 殷吉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