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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减”下的家校共育
在当今形势下，家校共育是教育发展的一大趋势，有效的家校共育对学生的成长发展有着巨
大的促进作用。2021年后，“双减”成为教育界的关键词，关于教育发展改革的各种讨论由
此展开，家校共育也开始出现新的挑战，如何在落实“双减”政策的同时做好家校共育呢？
本期“班主任驿站”一起走进合肥市师范附属第四小学，看看该校班主任是怎么做的。

遇见从此不同 牵手共育未来
□副校长  乔利荣
在日趋纷繁复杂的社会环境下，合肥市师范附属第四小学一直重视家校共育工作。
亮点一：家长护花，为爱护航
疫情后，错时上下学的要求，给学校的安全管理带来极大挑战。四小的护花使者主动参与、
积极作为，参与平安护校工作。“同学，小心，请这边走！”“家长，请注意，不要逆行！
”“这位家长，请即停即走不逗留……”护花使者们一句句温馨提醒，响彻在学校门口，温
暖着来往人群的心灵。如今，每天都有几十位家长志愿者参与安心守护，为同学和家长拉起
爱心线，筑起防护墙。
亮点二：家校互访，深入沟通
沟通是家校共育的“法宝”，开门办学不可能没有问题，遇到问题，那就通过沟通来协商解
决。在家校共育中，最直面的问题和挑战是必须建立起彼此的信任和理解。家校互访，可以
增进彼此的了解和信任，为学校工作的顺利开展奠定坚实的基础，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家庭教育是学校教育的有力支撑，今后，四小将不断推动家庭教育工作，不断唤醒家长的自
我成长，当家长不断学习改变，孩子必定更好地成长。

一场爱与信任的双向奔赴
□大队辅导员  于倩倩
如果把孩子比作一棵树，那么家长就是养分，帮助小树拓张根系、向上生长；老师就是园
丁，帮助小树固土培根、枝繁叶茂。
刚接手新班级时，我认识了一个羞涩又独特的男孩。他有超脱同龄人的心智却爱斤斤计较，
爱看书却不求甚解，爱表达却常常词不达意。同学觉得他爱表现，不爱与他交往，他觉得同
学幼稚也不乐意与同学多说。慢慢地，他渐渐徘徊在集体之外，变得胆小易怒，经常默默流
泪。他常将苦恼与我深谈，我惊异于他过分成熟且悲观的语言表达。这种情况让我措手不
及，与家长的沟通迫在眉睫。
原来由于母亲做单位行政工作，常常写文章，从小耳濡目染使得他爱读爱写。可他年龄尚
小，认知不深，常常在说话写作中“张冠李戴”闹出很多笑话，而母亲没能给予正面引导，
常批评打骂了之。可他却希望得到母亲的认可，因此家里经常爆发“战争”。
教育最需要的是爱的引导，我一边做着家长的思想工作，引导她多与孩子平等沟通。多用爱
的行动影响孩子，带给孩子自信和力量，不要以伤人的语言对孩子说教，伤害他的心灵；一
面带孩子走进学校心理咨询室，教会他接纳独特的自己，学会与自己和解，当遇到苦恼时，
一定要表达释放出来，我很乐意做他的倾听者。直到有一天，孩子心里的包袱彻底卸下。
家长与老师的相逢，本就是爱与信任的邂逅。我们的共同目标都是为了孩子的健康成长，只
有互相信任，才能互相成就！家校共育，让一场爱与信任的双向奔赴，同向而行！

加强沟通 转变观念
□四（2）班班主任  池秀兰
作为教师，在国家的政策解读和学校的集中学习中，我认识到“双减”政策的重要，所以我
在不同形式的家校沟通中向家长传达“双减”的内核，帮助他们转变观念，缓解焦虑，明确
在“双减”背景下家校共育的重要性，提升家庭教育质量，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在家校沟通中，我们经常能听到家长这样说：“我们说话孩子不听，还是得老师来说，孩子
就听您的话。”简单的一句话暴露出在家校共育中，很多家长有关家校合作的意识很淡薄且
缺乏边界意识，习惯性地将孩子的教育推给学校和老师。
我意识到这一问题后，积极与家长沟通，以学生为中心，站在家长角度考虑其诉求，沟通内
容不局限于学生的学习，还会询问家庭生活、行为习惯等方面，注重全面性和时效性，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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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家长进行反馈交流，增进彼此的理解和信任。在交流中进一步明确双方的责任，给予相应
的指导，相互配合实现高效合作。
这是家校沟通过程中的一件小事，也是缩影，让我明白在教育改革的今天，高效互补的家校
共育是孩子全面健康发展的保证。
班主任是家校共育工作的主要推进者之一，之后的工作中我会进一步提升自我，钻研方法，
在“双减”背景下进一步加强家校共育工作的推进，进一步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护航成长 共待花开
□南校区一（1）班班主任  贺娅婷
家长和老师，就像两只船桨，相互配合着朝同一方向使劲，孩子才能顺利上岸，教育就是这
样一种相互支持的关系，家校共育更是这样一种双向循环活动。日常教育过程中，我是从借
力、共情、用心三个方面来诠释和实践的。
借力。教育过程中，我们要学会“借力”。自己“唱红脸”，让学生“唱黑脸”。我们班，
但凡涉及到催交东西、周一忘穿校服等，我都会让学生自己给家长打电话。记得有一次周
一，一名学生忘穿校服，我并没有立马给家长打电话质问，而是让孩子自己给家长打电话，
家长接住电话一听是孩子的声音，语气立马变得超级好，并说道：“乖，妈妈马上让爸爸给
你送。”
共情。“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这句话说的一点没错。平时，我们可以抓住学生优秀的点
私发给家长，也可以聊聊孩子在学校发生的一些搞笑瞬间，或者普通小事，家长会发自内心
地觉得他的孩子得到了你的关注。关系近了，便更愿配合你的工作。
用心。世事尽管千头万绪，但最怕“用心”二字。作为年轻班主任，工作中，有时难免会“
手足无措、焦头烂额”，但我每次都告诉自己一定要用心去对待，力求把每件事做好、做更
好。我给班级的每名学生都单独设置一个备忘录，里面记录他们的每一步成长以及每次与家
长沟通了解到的一些情况。日以继夜，从陌生到熟悉，我更了解学生，便能更好地因材施
教。
老师与家长的合作，是教育孩子最强大的合力，只有共同努力，才能让孩子朝着更好方向前
行，到达成功彼岸，愿我们共同护航，共待花开！

家校同行成就最好的守护
□三（12）班班主任  刘  昕
新学期伴随着落实“双减”的各项工作和课后服务，我们开始了井然有序的校园生活。在三
月温暖的春风中，家访活动也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
三月份我们班级进行了多次家访活动。活动深受学生和家长们的欢迎，同学们得知老师要去
自己家里家访时欢呼雀跃，喜悦之情溢于言表，放学后带老师去自己家时都是昂首挺胸，充
满自豪感。家长对老师的家访亦表现了极大的热情，言语间洋溢着对老师的感谢，情真意
切，向老师反映孩子在家的方方面面。老师也主动和家长分享孩子在学校中的趣事、闪光
点，和家长共同探讨教育方法。在家访活动中，我也更多地了解到有些家长忙于工作或因为
家中有了二宝的原因，后期可能没有更多精力管理孩子的学习，但是也都在尽最大的努力配
合学校工作。让我深受感动的同时，也感觉肩上的担子更重了一些。教书本来就不是一成不
变的，遇到的学生不一样，方法可能有所区别。但是在教书育人过程中，把学生的身心健康
放在第一才是教育的真正意义，也才能对他们今后的人生有所帮助。教书是我们外在的职业
表现，育人才是我们时刻必修的内在行为。
暖心的家访拉近了师生彼此间心灵的距离，老师与家长相互尊重、信任，形成了良性互动，
教师再带着这些能量去教育学生，达到本次家访活动的最终目的，完成一个闭环。教育是慢
的艺术，孩子的成长也是一次慢的旅途。无论是家长还是教师，请珍惜与孩子一起成长的日
子，让我们再多些耐心，好好陪伴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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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自然小精灵”回家
□二（1）班班主任  杨  芳
初次见到李同学，她梳着两个小辫子，齐刘海，满眼都是星光，对学校的所有事情都充满了
好奇。她喜欢研究小蚂蚁，就把蚂蚁藏在文具盒里，上课时蚂蚁爬满了整个桌面。她喜欢收
集树叶，桌兜里装满了各种各样奇形怪状的落叶，散落一地。她喜欢观察植物，连上课的铃
声都没有办法把她催回教室，让老师满学校找她。
她的身心全部投入在大自然中，对待学习一点兴趣都没有。她笔下的汉语拼音、汉字和数字
就像一幅幅简笔画，没有按照笔顺，没有正确占格，就那样随心所欲地画着，着实让我们头
疼。为了让她按时完成学习任务，我和数学老师决定给她开小灶，单独给她辅导。下课铃一
响，她带着书磨磨蹭蹭地来了。讲字、说词，理解课文，慢慢地，她拾起来的东西越来越多
了。可不时的，她又总是朝窗外看。看着她，我心生一计，“不如我们来攒小印章吧！”我
对她说。课下我们也经常跟家长沟通交流，共同商讨科学有效的教育方法。家校一起制订小
印章奖励制度，定好学习任务完成的时间节点。就这样，李同学的学习效率越来越高，小印
章越盖越多，她不仅重拾了学习的信心，还利用课余时间继续观察大自然。
就在我们上口语交际“做手工”这一课时，李同学带来了她的作品《小蝌蚪找妈妈》，她拿
着作品自信地走向讲台，声情并茂地讲着手工作品的制作过程，讲台下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我赶紧用手机记录下这动人的时刻。
正如陶行知先生所说“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作为一名最普通的班主任，我愿意
把所有的爱心和耐心都奉献给我的小精灵们，有我在的地方就是他们温暖的家。

家校共育 静待花开
□五（14）班语文教师  吴  静
三年级刚接手这个班的时候我就发现了他：一个个子高高的男孩，会眯起眼睛对你笑，但是
眼神里又透露着与他年龄不符的稚气。了解后才知道，他是一个患有自闭症的孩子。因为他
的特殊，每天，他妈妈都会陪他一起上学，寒来暑往。
他有沟通障碍，不会说话，但是在课堂上偶尔会突然发出“哇哇”的声音。有时候，其他同
学上课时正听得津津有味，突然，他会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发出与课堂气氛不符的声音。
因为知道他的特殊，所以，对于他不同寻常的举动，我一般都是视而不见。当然，同学们也
不会笑他，或者特意看他。
他的字很工整，比班里大多数学生的字都要好。但是，请他单独完成课堂作业却是一件很困
难的事，因为，他不太愿意写字。我曾经试过很多次，把笔放在他的手上，甚至像他妈妈那
样扶着他，他也照样不理。这时候，只有请他妈妈进来。他的妈妈什么也不用说，只要扶着
他的手，他就开始认真地答题了。
现在的他正在一天天的好转。这学期刚开学，我们发了新的本子，我看他在封面上写上了自
己的名字，感觉新的学期他好像又进步了一点。当然，我知道，孩子的进步，离不开这位母
亲一直以来的努力和坚持。家校共育，才能让孩子更好地成长。
我相信，我们班的这颗小星星，沐浴在父母的爱里，在温暖的班集体中会越来越闪亮。教育
孩子有时候就像划船，老师和家长一人一只桨，相互配合，才能把孩子送到成功的彼岸。这
颗小星星不需要特殊的关注，但有时候又需要特殊的关爱，家校共育，用恰到好处的爱，静
待花开。
本版由吴琼、吴晓霞综合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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