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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关注
做家校共育的有心人
——阜阳市颍东区育新小学家校共育发展纪实
编前语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是民族振兴、社会进步的基石，是提高国民素质、促进
人的全面发展的根本途径，寄托着亿万家庭对美好生活的期盼。关注教育热点问题，总结教
育实践活动经验，对省内中小学教育的发展会提供有益的借鉴。“家庭是人生的第一个课
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本期的今日关注，我们走进阜阳市颍东区育新小学，对话
校领导、班主任和学生家长，探寻其家校共育从理论到实践，家长学校从无到有的发展历
程。

□韩如意  方  芳  赵  伟
“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这句话很多人都挂在嘴边，但大家好像只是在嘴上说说，很
少有人真正重视这件事。前两年，有一句日本谚语在中国流行：“孩子都是看着父母的背影
成长起来的。”很多人深以为然，但针对家长的教育始终没有落到实处。在2016年之前，由
于各种条件的限制，阜阳市颍东区育新小学的家校共育工作始终停留在理论层面。
随着学校和家长之间各种问题的不断凸显和增多，学校逐渐意识到，传统解决问题的方式，
已满足不了现有的需求，必须要行动起来，让所有家长都明白家庭教育的重要性，树立正确
的教育观念，从而与学校教育形成合力。2016年9月，随着新校区的建立，学校设立了家长
学校，通过家长课堂主题讲座、亲子活动等形式，将家校共育从理论推向实践。

一根绳两头拉
阜阳市颍东区育新小学（以下简称育新小学）建立于1948年，至今已有70余年历史。校长张
全明于2000年元月入校，任职之后，他和学校管理层逐渐认识到家长与学校之间存在的问
题：家长对学校办学的满意度不高；与学校教育观念不一致；不理解学校的一些做法；不配
合学校实践活动的开展……“老师和家长相互不了解，有时也会发生言语冲突。在以往，我
们解决各种问题，多是以班级为单位，不能成规模地对家长进行培训，且培训效率不高，学
校教育与家庭教育的成果不同步，往往是事倍功半。”张全明还讲述了让他记忆特别深的两
个画面。一次，一位同学正在学校活动室愉快地打鼓，家长找到学生，快步走过去，一把抓
住孩子，大吼道：“走，补课去！”还有一次，一位同学正在操场上大汗淋漓地踢足球，家
长黑着脸走过来，大声喊道：“给你花了那么多钱补习，不好好学习，还在这踢足球，赶紧
回家好好学习！”那一刻，孩子脸上失落的表情，令张全明动容。
六年级班主任李婷婷，从教11年，在与家长沟通上深有感触。“我每天都要花费很多时间和
家长交流，沟通效果还不好，我能感受到家长内心的抗拒和漫不经心。班上有位学生，学习
态度不是很好，作业也不按时完成，我邀请家长到校沟通，对方有些不耐烦，认为我对他的
孩子有偏见。”再比如，在交通安全教育上，学校举行过“大手拉小手”主题活动，希望通
过家长们的大手，拉着孩子们的小手，学习交通知识，遵守交通规则。但学校在执行活动过
程中发现，有些家长的交通安全意识还不如孩子。随后，学校将主题更改为“小手拉大手”
，通过孩子去影响家长。张全明表示，“这对学生的成长极为不利，学校与家长像是一根绳
上的两个方向，往相反方向使力，学生在中间感受不到教育带来的乐趣，能感受到的是被互
相撕裂的痛楚。”
家庭教育对学生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在2019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教育部部长陈宝生提出
将家庭教育纳入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在近日结束的两会议程上，有代表提出“家庭教育立
法”。这些让张全明反思：有些时候，父母不尽责，教师真的无能为力。基于家庭教育的重
要性和学校的实际情况，张全明和学校管理层开始转变工作思路。

以心换心打破僵局
当今世界各国无不重视家庭教育，家庭教育在国民教育中的重要地位日益凸显。2016年，九
个国家级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指导推进家庭教育的五年规划2016-2020年》。在全国教育
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从“四个第一”的高度对我国新时代家庭教育的重要地位做了深刻论
述，指出“家庭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要给孩子讲好‘人生第一
课’，帮助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新时代，发挥好家庭教育
的重要价值，助力我国新时代教育赢在起点上，对推动新时代我国教育事业发展极为重要。
“我从教30多年来，国家从未把家庭教育提升到如此高度。”张全明说道，借着国家政策之
东风，本着一切为了孩子的办学宗旨，学校结合自身优势，开始突破阻碍，打破僵局，于
2016年9月正式开设家长学校，将家长学校与课堂教学、经典诵读及良好习惯的培养并列为
学校四大工程，并切实采取了多项举措，努力达到“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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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的教育意境。
学校广泛听取学生家长和社会各界群众对学校工作的建议，通过“教学开放日”、家长会、
告家长书、家校互访等形式对家庭教育的内容、方式、方法进行指导，努力探索内容充实、
形式活泼新颖的家长学校授课形式，切实提高家长的教育水平和家教质量。学校建立了班级
家委会、年级家委会、校级家委会，定期举办家长培训会，实现家校沟通零距离。学校还以
年级为单位，结合学生的身心发展特点和规律，开设相关主题的家长课堂培训。担任培训的
主讲教师有本校教师，有校外专家，也有优秀家长。如阜阳市关工委家教讲师团和思想道德
教育宣讲团秘书长张乐群副教授，曾为家长做过“家校共育 科学教子”的教育主题讲座。
学校第三届家委会会长李爱玲女士，曾为两千名家长做过题为《卓越家长培养卓越孩子》的
讲座。每场活动，能容纳近五百人的报告大厅座无虚席，大家共同期待着讲师的精彩报告。
育新小学的家长课堂形式多样，除了主题讲座，还有体验活动，志愿者活动，亲子互动活动
等等。不仅是“家长课堂”备受家长欢迎，学校开设的“家长进课堂”活动，更是倍受学生
喜爱。在“全国交通安全日”那天，学校邀请了一（3）班张元昊同学的爸爸走进学生课
堂，普及交通安全知识。家长化身为“警察叔叔”，为学生们详细介绍了上学、放学途中经
常见到的道路交通标志，以及日常出行的注意事项。在秋冬季节，学校特别邀请了一（7）
班徐明辰同学的家长，为学生们带来“小学生秋冬传染病预防”的讲解。通过“家长进课
堂”活动形式，家长和学生们共同分享知识，学校与家长也走得更近了。学校德育处和家委
会共同组建了志愿者服务队，每周一至周五由每班2名家长志愿服务队的骨干，带领4名志愿
者成员，在学校附近的交通要道，执行“文明交通，安全出行”的引导执勤服务活动。他们
还走进阜阳市儿童福利院，给福利院的孤残儿童送去爱心和温暖。

家校合力变化暖心
家校共育，不能停留在问题本身，要由点及面，既要解决问题，又要预防问题再次发生。张
全明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上学期，六年级的一位男同学和女同学之间发生了矛盾，双方家
长闹到了校长办公室。经过张全明的调节，双方父母冷静下来，共商对策。后来班主任积极
跟进调查，弄清楚了事情真相，处理结果皆大欢喜。事情结束了，但教育还在继续。基于这
件事情，学校由点及面，进行了很多反思，也采取了多种教育举措。如对矛盾双方进行了个
别教育；对班级里的男女同学之间如何正确相处进行集体教育；对家长进行“孩子发生纠纷
家长如何保持冷静沟通”的主题教育培训。
在开设家长学校的近三年时间，校长、教师和家长都感受到明显的变化。“不仅是家长态度
有了转变，有些学生身上的变化也很明显。”让李婷婷老师记忆深刻的是，班上有位很调皮
的同学，平时和家长很少交心，他在3月8日那天过生日，班上同学集体为他唱生日快乐歌，
当时他自发提出用手机给妈妈录了一段感恩的话。“他妈妈看了视频特别感动，觉得孩子长
大懂事了。作为班主任，我也感到很欣慰，不仅是老师和家长的交流更加畅通，孩子和家长
之间也是。”二年级班主任王滢滢老师讲道，家委会的成立给学校带来了很多的帮助，“家
委会成员会组织学生晨读、午读，放学后自发组织学生列队，送队。这些变化让我们心里暖
暖的，有满满的幸福感。”
“现在我们学校的家长，不再是孩子成长路上的旁边者，而是参与者。”年级主任兼三年级
班主任贺子红老师，在育新小学任教近10年，她分享了学校亲子活动的成果。去年春节期
间，学校家长与孩子前往火车站，接务工人员回家，帮他们提东西、发春联。今年3月份，
部分家长和孩子一起参加劳动综合实践活动，走进农场体验种植。学生自己动手种下一颗种
子，为它浇水、锄草、收割，参与植物的成长过程。甚至有同学结合书本，联想到夏天种植
的情景，那真是“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在这些过程中，家长和孩子一起，共同成
长，相互了解，相互理解。”
三（1）班胡涵的家长苏敏，加入学校家委会有3年时间，“我想给孩子做个好榜样，在家长
学校里确实学到了很多教育知识。” 五（4）班王琦同学的家长王苹表示，学校是大家庭，
家庭是小校园，两者有着必要的密切联系。“家长与学校的沟通和合作，可以让学校更好地
了解家长的想法，更好地帮助学校和孩子们的发展。我参加过学校组织的福利院活动，校服
征订挑选活动，参与后我觉得更了解了自己的孩子及学校的规划和日常。”

立足当下寻求突破
育新小学的家校共育工作进行得如火如荼，有变化，有收获，有期待。二年级孙悦铭同学的
家长张挪表示，“我希望学校以后能举行更多的家校座谈会，相互沟通教育的薄弱点。”张
全明表示，家校共育从理论走向实践，这是一大突破，当然在前行过程中也出现了新的问题
和困惑。比如目前学校的硬件设施，还不足以做到让全校家长进行集中培训；学校留守未成
年人的占比不小，隔代家长过于溺爱孩子，导致一些问题凸显；也缺乏更高层次的理论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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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引导。“我们也在积极寻求解决之道，经常与社区沟通，为更好地解决留守未成年人和隔
代教育问题助力。我们也鼓励优秀教师多走出去，学习他人的先进工作经验。虽然前方困难
重重，我相信只要三方合力，定能突出重围，家校共育工作也能迈向更高台阶。”
家庭和学校是儿童学习与成长最重要的场所，对儿童的身心发展发挥着交互叠加的影响作
用。家，如清晨旭日给予孩子温暖与陪伴。校，如雨露清泉滋润孩子的内心世界。孩子成
长，家校缺一不可，唯有家校携手，方能让孩子在这四方天地中自由呼吸、茁壮成长。唯有
家校携手才能使教育有温度，让学生的内心更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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