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关注注

声音

32021年11月19日 星期五 教师周刊·浙派教师责任编辑：林静远 版面设计：苇 渡

电话：0571-87778079
E-mail：zpjiaoshi@sina.com

□熊传宝

2021年9月，刚刚带完一届高三

学生的我，又迎来了两个班的新生。

开学没几天，我就发现新生小宇

上课基本不听，而是自己埋头背单词

和做练习。我马上找他了解情况，谈

话中小宇告诉我：课堂上的很多知

识，他都已经懂了，再重复投入似乎

有点浪费时间，于是就自己背新单

词、做新题目。他的想法有一定道

理，但把懂了的内容再巩固是学习的

一个重要步骤，而他的方法有搞“大

跃进”的嫌疑。此时，我的脑海中浮

现出刚刚毕业的学生小杨。小杨成

绩名列前茅，从高二开始，就经常烦

恼于“上课讲的内容大多已经懂了”

这件事，于是探索能否脱离课堂，按

照自己的节奏学习。然而在长达一

年多的探索中，他遇到了很多困难：

家长的担心使他倍感烦恼，成绩的波

动让他倍感压力，要自主安排所有学

习环节的重担令他倍感疲惫。高三

最后一个学期，身心俱疲的他终于决

心回归课堂，也终于告别了惴惴不安

的状态，最终取得了理想的成绩。

“能不能让小杨和小宇谈一谈

呢？”带着这样的想法，我在微信上联

系了已经到知名大学报到的小杨。

很快，他给我发来了一篇题为《学习

方法，何必完美》的文章，详细回顾了

自己的心路历程。我把文章交给小

宇：“这是学长走过的路，你读一读，

不知道会不会对你有启发和帮助。”

小宇是个内向的孩子，事后并没有主

动向我反馈，但是在之后的课堂和作

业上，我明显感觉到了他的变化。这

样的一次“隔空对话”，也给了我启

发：借助学长的力量，是不是可以达

成更好的沟通和教育效果？

按学校惯例，中秋节前一天晚上每个班都会组

织中秋晚会。中秋节那段时间，朋友圈里陆续有毕

业生晒出了高校特色月饼，我又有了新的想法：能

不能收集各高校月饼，在中秋晚会上设立特别的

“月饼分享”环节？于是，我厚着脸皮开始在学长班

级群里征集：请大家尽量买到学校的月饼寄过来。

但是高校的月饼挺难买的，有的学生一大早赶到店

里只能“抢”到一两个，有的学生花很长时间排队才

能买到，还有的学校没有公开售卖，只给每位学生

发两个，于是这些毕业生就省下来寄给我。一个星

期之内，我收到了来自省内外近10所高校的月饼。

中秋晚会那天，我抱着满满一箱承载着学长浓

浓深情的月饼走进教室。“今天，老师给大家准备了

特殊的中秋月饼。这些是你们的学长从他们的大学

寄来的高校特色月饼，今晚我尽量满足大家的需求，

大家喜欢哪所学校，就上来领取对应的月饼。”话音

未落，月饼被一抢而空，看得出来很多学生已经明确

了奋斗目标。

大家重新坐定后，我又说：“我觉得大家手上的

月饼，就是‘镇中精神’的传承。有这么优秀的学长

引领，大家要努力，到时候也寄月饼给我。”如此，目

标教育、使命教育、感恩教育都有了。当然，这一切

都要感谢学长的鼎力相助。我把分月饼的故事分享

给他们后，这些毕业生也非常高兴。

学校毕业生每年都会组织“情系母校”活动：利

用假期返回母校宣讲，介绍自己的大学和专业，介绍

自己高中时期的学习经验。我也在想，教师尤其是

班主任，是不是可以沿着这个思路，主动地调动“往

届学生”这一宝贵和独特的资源，在教育教学的各个

环节加以运用，达到更好的教育效果。

作文是英语教学的难点，学生怕写作文，如何激

发他们对作文的热情是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这个

学期，我开始尝试在课件上增加一两篇“学长习

作”。如果正好往届学生写过，并且我有存档就用作

范文，如果是新题目，就让这些学长帮我创作几篇。

我在讲评的时候，除了赏析语言分析篇章，也顺带讲

一讲文章作者的学习故事。我发现，每到这个时候，

学生就会听得特别认真，可能是出于“师出同门”的

亲近感，也可能是学长的成长故事激励了他们。总

之效果是显著的，这也成为我突破教学难点的一次

有益尝试。

我们一定要承认，有时候朋辈之间交流沟通的

效果要远远好于教师的“语重心长”，尤其在生涯规

划、学习方法、情绪调整等方面，过来人的建议往往

有更好的效果。有时候学生听多了教师和家长的唠

叨，可能会产生天然的抗拒和抵触。如果让情况相

似的学长和他们对话，让他们用自己的亲身经历，用

更加亲切的语言和学弟学妹交流，或许会更有说服

力。而此时，教师要履行好“接线员”的职能，迅速匹

配好合适的对象，帮助学生牵线搭桥。

2021 届学生毕业时，我给他们布置了“最后一

次作业”：“亲爱的同学们，你们终于完成高中学业，

即将奔赴更大的舞台，相信大家此时一定有诸多感

悟。请每位同学选择一段自己感触最深的经历，说

说自己的故事，也谈谈自己的感想。老师会收集珍

藏，也可能会分享给学弟学妹们，用你们的经验帮

助他们。”文章已经集结完毕，学生们谈到了努力、

目标、心态、规划、方法……对于我个人而言，这是

带班三年的最好总结。更重要的是，对于今后的工

作，这也是一笔宝贵的财富。打开“宝盒”，便可“隔

空对话”。

（作者系镇海中学班
主任）

□罗树庚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

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以下简称

家庭教育促进法），该法将于明年1月1

日起正式施行。家庭教育促进法重点

指向家庭，为重构良好的教育生态、为

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编织了一张立体

的绿色大网。过去我们观念里属于“家

事”的家庭教育，已经实实在在变成了

“国事”。

家庭教育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国

家重抓家庭教育，就是为了促进未成年

人健康成长。

家庭教育促进法强调了家长在家

庭教育中的责任与担当，同时也指出科

学的家庭教育之重要性。长期以来，我

们有一种普遍的认识：家庭教育是“家

事”，家庭教育失范，更多是停留在道德

层面，对其进行谴责。对家庭教育立

法，是不是逾越了“公权力边际”？法律

对此给出了一个明确的答复，对家庭内

部关系，以刚性约束为底线、软性要求

为主体。家长必须担负起未成年人道

德品质、身体素质、生活技能、文化修

养、行为习惯等方面的培养责任。在实

施家庭教育过程中，要注重方式方法。

要亲自养育、相机而教、潜移默化、尊重

差异、平等交流、相互促进；未成年人的

父母或其他监护人要共同参与、严慈相

济；要随着孩子的孕育、成长，根据不同

时段有针对性地加强教育知识的学习，

掌握科学的家庭教育方法，提高家庭教

育能力。该法明确了未成年人的父母

或其他监护人在未成年人成长过程，要

担负起家国情怀、崇德向善等方面的引

导。家庭是孩子的第一所学校，父母是

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法律对家庭责任

的准确定位，对未成年人的父母或其他

监护人责任的明晰，再次向全体大众传

递了一个明确的观念，即“孩子是你的，

也是国家的”。

家庭教育促进法明确了学校的权

责。该法指出，中小学校、幼儿园应当

将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纳入工作计划，作

为教师业务培训的内容；建立家长学

校，定期组织公益性家庭教育指导服务

和实践活动等。我们要开展专题学习，

对法律的条款熟烂于心。10月23日家

庭教育促进法表决通过，笔者的微信朋

友圈被这条新闻刷屏。转发的人很多，

但我相信从头至尾认真读下来的人很

少。对于从事未成年人教育工作的我

们而言，不能仅仅停留在“知道”这个层

面，更要深入学习，在熟知的基础上运

用。我们要及时向学生、家长宣讲，让

“法”的意识深入人心。对家长普及家

庭教育促进法，最有力的还是学校、教

师。在未来的一两年里，我们要开展形

式多样的宣讲活动，让家长知法守法。

我们要主动对接，让“法”的行动立竿见

影。既然“法”赋予我们有指导的权责，

我们就应该积极跟进，主动作为，为家

长提供相应的服务。一直以来，我所在

的学校始终把家长学校作为学校工作

的一部分。学生在校学习六年，家长接

受家庭教育指导培训六年，同步提高家

庭教育能力。这项工作不仅得到了省

妇联的肯定，还成了我们与家长、社会

联结的情感纽带。

家庭教育促进法明确了国家、社会

的支持与协同。该法指出，国务院应当

组织有关部门制定、修订并及时颁布全

国家庭教育指导大纲，省级人民政府或

者有条件的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应当

组织有关部门编写或者采用适合当地

实际的家庭教育指导读本。也就是说

提高家长教育胜任力，不只是家务事、

校务事，而是要成为整个社会的“全民

事”。一部法律的出台，仅仅停留在

“知”上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有“行”的

策略。家庭教育促进法中的“促进”两

个字，是有别于其他法律的根本属性。

当前，绝大多数未成年人的父母或其他

监护人都知道家庭教育的重要性。也

就是说，家长们缺的不是思想认识，缺

的是专业化、科学化、规范化的方法。

依据法律制定家庭教育指导大纲和家

庭教育指导读本，能弥补家庭教育方式

方法的不足。

一部法律的出台，能否产生蝴蝶效

应，能否产生核聚变的效果，关键在于

后面的落地、执行。少年儿童的健康成

长，社会教育、家庭教育、学校教育三者

缺一不可，只有协同作用才能完成育人

目标。近些年来，教育内卷越演越烈，

少年儿童的课业负担已经到了不堪重

负的境地。家庭教育也在激烈的竞争

中发生偏离，许多家长甚至迷失了方

向。家庭教育促进法的颁布，为少年儿

童的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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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课程“量身定制”
“浙”里教师聚焦新居民子女、留守儿童心理健康

家庭教育既是家事也是国事

近日，湖州市飞英小学开展以劳动教育为主题的红
色研学实践活动。割稻谷、独轮车运粮食、做南瓜团
子……学生走进当地研学基地，体会红军当年的辛苦生
活，体会劳动的快乐。图为学生在磨豆浆。

（本报通讯员 何庆华 摄）

红色文化遇上劳动教育红色文化遇上劳动教育

□本报记者 林静远
实习记者 谭晓洋

“如果学校举办擂台赛，你们打算

代表班级参加哪些项目？”“我可以跑

步、舞蹈。”“我要参加争做最佳大哥哥

大姐姐、最佳倾听者活动。”……10月

23日，在温州市青少年活动中心，温州

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特聘心

理指导师王晓清为新居民子女开设了

一堂名为“潜能小宇宙”的成长公益课，

其中的擂台赛这一小游戏特别受欢

迎。“新居民子女普遍存在不自信的问

题。这节课就是针对他们的特点开设

的，以鼓励他们多参加活动，挖掘才能，

增强自信心。”王晓清说。

10月16日至11月底，每个周末，王

晓清都会抽时间在温州市青少年活动中

心开设这类针对新居民子女的心理健康

课，内容涉及适应新环境、增强自信心、

正确面对挫折等心理健康知识。

浙江师范大学家长教育研究中心

副主任、心理学博士谢瑞波表示：“由于

父母忙于生计，孩子们缺少关爱，存在

适应新环境能力弱、人际交往能力弱、

抗挫折能力弱等问题。因此教师要上

好心理健康这一课，在学生成长路上助

他们一臂之力。”

调整授课方向——
从问题视角转为发展视角

“鼓励能激发新居民子女、留守儿

童积极向上的劲头，是一剂良药。”谢瑞

波建议，“课堂上，教师不能只关注这些

学生可能存在的心理问题，更要挖掘他

们身上具有的向上发展潜能，如心理韧

性、逆境信念和自我关爱等素养，给予

鼓励，培养他们自尊自信的人格品质。”

温岭市箬横中学是全国心理健康

教育特色学校，该校新居民子女占比

10%~15%。每周，心理健康教师陈赛

都会推出一个课堂主题，让学生参与讨

论。她认为，表扬与鼓励的方式更适合

用于引导新居民子女应对成长的烦

恼。为此，陈赛设计了“说说自己的优

势”“我来为你点赞”“优点大轰炸”等活

动。课堂上，学生们争先恐后地说出彼

此的优点，有些学生被点赞后感叹：原

来自己还有这些优点。

除了心理健康教师，其他学科教师

在关注新居民子女、留守儿童心理健康

时，对授课方向的转变也颇有感受。他

们表示，鼓励比单纯地发现问题更有

效。义乌市前店小学地处城郊接合部，

新居民子女占比近一半。校长吴江君

本想打造一间涂鸦室，让学生有个发泄

的空间，但又担心这会让他们养成不良

习惯。于是，他决定在语文、美术等学

科中融入心理健康元素，并进行鼓励式

引导。

该校美术教师毛美君专门为新居

民子女成立了美术社团。她用波洛克

艺术鼓励他们大胆泼墨，抒发感情。波

洛克艺术是用鲜艳的颜色在纸上喷洒

成一幅画。毛美君认为，波洛克画卷上

绚丽的色彩十分治愈。该社团有名六

年级男生是新居民子女。他一直跟着

爷爷奶奶生活，缺少父母关爱，起初在

校表现不佳。去年，毛美君和其他教师

一起家访，送上他喜欢的玩具及学习用

品。美术课上，该生展示了一幅感恩教

师主题的画作。毛美君说：“相比普通

学生，他们更懂事。我时常会在课堂上

展示他们的作品，表扬他们懂得感恩等

优点，帮他们树立自信。”现在，该生的

表现有了明显进步。

转换课堂形式——
心理游戏嗨起来

为了上“活”心理健康课，江山文溪

实验学校三年级班主任陈娜开发了一

套心理小游戏。该校教师有个共识：要

让新居民子女尽快融入新环境，交到更

多的朋友，感受学校大家庭的温暖。副

校长周凌燕介绍，学校每年都有新居民

子女、留守儿童入学。最初，学校只会

对新生进行一次家访，举办一个简单的

欢迎仪式。2015年开始，学校增加了

交友游戏。每位教师组织开展不同的

游戏，如陈娜经常组织开展成语接龙、

跑步接力、击鼓传花等破冰小游戏。看

似简单的游戏却能很快拉近学生之间

的距离。有时教师会扮演大哥哥、大姐

姐或父母的角色，给学生带去家的温

暖。学校还会在校内厨艺坊中组织师

生开展厨艺大比拼。

采访中记者发现，我省已有不少学

校在心理健康课上融入了游戏。温州市

第二十三中学心理健康教师李春经常组

织留守儿童开展心理沙龙和素质拓展活

动，带领学生做放松操，在心理教室为他

们播放轻音乐，学生则想象自己躺在沙

滩或草坪上轻松一刻。李春说，给中小

学生上心理健康课，如果和高校一样只

讲授理论知识则较为枯燥，“在课上融入

小游戏更符合中小学生特点”。

人际关系与情绪管理是新居民子

女和留守儿童心理问题的常见来源。

“我正在研究‘失控情绪的管理’课题，

经常组织新居民子女表演情景剧，素材

就取自学生的日常生活。”温州市光明

小学心理健康教师项小飞认为，部分新

居民子女比较敏感，时常因为周边同学

的一句话、一个举动而与之发生争吵。

“我希望通过心理情景剧，让他们学会

分析判断事物的本质，更好地处理与同

学之间的冲突，缓和人际关系。”

增加“授课”对象——
让家长也上好心理健康课

今年上半年省政协举行了一场民

生协商论坛，政协委员、专家就青少年

心理健康教育问题开展了讨论。他们

认为，“要发挥好家庭教育的基础作

用、学校教育的主导作用，才能引导青

少年健康成长”。谈到家庭教育，新居

民子女、留守儿童的教育是一块短

板。如何为家长上好心理健康这一

课，让他们掌握和孩子相处的技巧，我

省教师也在努力。

湖州市凤凰小学有近60%的新居

民子女，其中52%的家长反映不懂如何

与孩子沟通，家长建议教师通过微信公

众号、数字家校等方式为他们提供经

验。“去年，我校举行了一场‘云课堂+云

讲座+云互动’的家庭教育指导活动，为

家长推送了全国各地教育专家的讲课

视频。”德育主任杨玲介绍，这项内容已

被列入今年学校家庭教育工作的重点，

教师已撰写文本，准备录制视频，为家

长推送更多内容。“教师沈冰洁在《如何

表扬鼓励孩子》一文中写道，要清晰地

描述孩子的进步，肯定他们的努力，寻

找每件事情的正面点给予表扬，而不是

敷衍的两个字‘真棒’。”

海宁市狮岭学校每周五都会举行

家长读书会，由10多名教师带读，董慧

丽便是其中之一。她领读的《正面管

教》《接纳力》等书籍，都是教家长如何

引导孩子面对挫折、加强人际沟通的。

带读让董慧丽感受到，仅学习理论不

够，还得组织家长分享阅读金句，让他

们给孩子写封信表达自己阅读的所思

所悟，这才是最重要的。学校还邀请了

海宁市青少年心理健康热线专家为家

长讲课。

通过家校的共同努力，家长的育

儿观得到了一些改变。谢瑞波认为：

“教师在读书会上开展的普及性宣讲

形式较好，除此之外，还需要加强实践

指导，可以通过体验式工作坊、家长成

长营等实践取向的培训方式，帮助家

长跨越‘知道’与‘做到’的鸿沟，做到

知行合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