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廖钗勤

面对父母暴跳如雷的训斥，孩

子没精打采地低着头，眼里满是不

耐烦——亲子之间不仅没有有效沟

通，矛盾反而愈演愈烈。看到这一

幕，被拉来当调解员的程海燕再也

坐不住了。“孩子的问题，根源往往

在父母身上。如果不改变教育方

式，孩子很难改变。”程海燕的这番

话并非空谈。两年前，她也曾为紧

张的亲子关系焦头烂额。那时，她

的儿子程奕森在丽水市实验学校读

七年级，正值叛逆期。母子之间的

冲突让她一度束手无策，直到她参

加了学校开设的幸福家长成长课

程，才逐渐转变观念，开始重新审视

自己与孩子的关系。

学校开课：关注育人需求
丽水市实验学校从2016年开始

探索家校社协同育人机制，但效果不

如预期。为了弄清楚原因，心理教师

林红丽设计了一份调查问卷，对全校

教师和家长进行了调研。结果显示：

学校的共育活动缺乏系统性，家校社

共育方式较为传统，家长的主体性和

参与度不足。尽管许多家长认识到

自身的教育观念是决定共育效果的

关键因素，但由于工作繁忙，他们对

子女的教育“心有余而力不足”，想要

提升又缺乏有吸引力且专业的学习

渠道。

这一调查结果与林红丽的感受

不谋而合。在日常的心理辅导中，她

发现，不少学生的心理问题实际上是

家庭矛盾和亲子冲突的产物。“此前

我们的工作重点一直放在解决问题

上，学生出现了心理或行为问题，我

们就去解决问题，这种方式治标不治

本。”林红丽坦言。针对这些问题，学

校决定从根源入手——依据家长的

育人需求，围绕“让每一个生命都出

彩”的育人目标，以积极心理学为理

论基础，构建起幸福家长成长课程体

系，旨在携手家长和社会，共同培养

学生的积极认知，增强其心理弹性，

从而促进学生健康成长。

幸福家长成长课程分为必修和

选修两部分。必修课包括由专业家

庭教育团队引领的幸福家长大讲堂

和幸福亲子实践课，课程内容贴合不

同阶段学生心理特点：一至三年级的

课程主要引导家长发现孩子的兴趣

所在，发展孩子的优势特长，学会接

纳孩子的不完美；四至六年级的课程

进一步帮助家长认识到培养孩子积

极品质和提高孩子自我效能感的重

要性；到了七至九年级，“培养孩子的

心理韧性”“守护孩子青春期健康的

异性交往”等主题聚焦学生的青春期

变化，帮助父母解决燃眉之急。

而更受家长和学生欢迎的，是特

色选修课——幸福家长工作坊。工

作坊以共读活动为基础，辅以一系列

实践活动。《正面管教》《积极心理学》

《青春期孩子的正面管教》……家长

们在教师的带领下共同阅读这些书

籍，每天打卡写下阅读感受、学习体

会和亲子相处的动人瞬间。

家长共学：转变教育观念
谈起幸福家长成长课程，家长杨

觅玫对“42天马拉松”成长课感触最

深。学校从积极自我、积极关系、积

极情绪和积极成长4个主题出发，为

家长们设计了长达 42天的学习课

程。除此之外，学校还鼓励学生扮演

父母成长见证人，在这个较长的学习

周期中督促父母打卡。“这种角色互

换很有意思，也很管用。”杨觅玫说，

有时候想偷懒一下，没有按时读书和

打卡，孩子就会提醒，自己也就不好

意思不认真对待了。“以往我对待孩

子，像上级对下级，在这个角色交换

的过程中，我学会了换位思考，逐渐

意识到了家庭教育中平等和倾听的

重要性。”

打卡可以获得积分，积分累积最

高者可以得到孩子颁发的奖励。在

孩子的监督和同伴的激励下，“家长

们都特别积极”。林红丽表示，仅是

这次“42天马拉松”成长课，家长们就

提交了多达51万字的学习笔记。

看到母亲的学习笔记后，八年级

学生郑源感慨道：“我妈学得比我还

认真！”随着母亲的学习笔记越来越

厚，郑源渐渐感受到了母亲的细微变

化。以前母亲对他的学习期待很高、

爱说教，还会自作主张给他安排课外

辅导；现在母亲更多地关心他的生

活，为他做好后勤保障，把学习交给

他自己安排。这让郑源找回了学习

的内驱力：“学习是我自己的事，我想

按照自己的节奏走。”

亲子银行账户、亲子户外活动、

亲子课程、亲子默契大考验……在理

论学习之外，学校还设计了一系列丰

富多彩的亲子活动，搭建起亲子沟通

的桥梁，增进了亲子感情。程海燕就

是受益者之一，她对成长课的效果赞

不绝口，连续报了3期课程。在第3

期工作坊结业后，学校通过问卷回访

发现，92%的学生表示，家长参加工

作坊后，亲子关系得到了显著改善，

家庭氛围也变得更加和谐温馨。

社会支持：携手同行
2024年12月，浙江大学心理与

行为科学系继续教育中心教师雷虹

带领家长体验了一堂意义深刻的幸

福家长成长课。

面对家长们普遍存在的焦虑心

理，雷虹设计了一个互动环节。她让

家长们围坐一圈，每个人在纸上写下

5条对子女成长的期待。家长们纷纷

写下“优秀”“独立”“成才”等词。接

着，雷虹抛出问题：“如果必须减少一

个期待，你会划去哪个？”在几轮删减

后，家长们惊讶地发现，纸上最终留

下的词语竟出奇地一致——“健康快

乐”。雷虹顺势提出一个引人深思的

问题：“妈妈听到孩子的第一声啼哭

时，爸爸在产房外见到孩子第一眼

时，你们的期待是什么？是次次满分

的成绩、考上重点高中，还是孩子能

够快乐成长？”

家长吴慧美曾在书上看到过类

似的测试，当时她并未在意，匆匆翻

过。当她在现场与其他家长一起亲

身经历这个测试，听到雷虹发人深省

的提问时，内心受到了极大的震动。

“我们被社会的焦虑情绪裹挟，只盯

着孩子的成绩，却忘了教育的初衷是

让孩子健康成长，雷老师帮我找回了

初心。”吴慧美感慨道。讲座结束后，

许多家长像她一样久久不愿离去，围

在雷虹身边，请教如何更好地教育和

关爱孩子。

清华大学积极心理学认证指导

师为家长们的“作业”提供精细化点

评；上海“故事妈妈”创始人黄欣雯带

来专题讲座《父母对青春期孩子的情

绪教养》；丽水市总工会与学校联合

举办“快乐妈妈读书会”活动……近

年来，学校积极引入各类社会资源，

不仅为家长提供了专业指导，也为家

校社共育注入了更多活力。

谈到家校社共育工作时，校党总

支书记曾黎源坦言，活动的持续性、

覆盖面，以及社会资源引入的广度，

都是亟待突破的难点，但学校不会停

下探索的脚步。这个月，林红丽又开

始了新一轮幸福家长工作坊的筹

备。她相信，只要家庭、学校和社会

携手同行，教育的种子终将在每一个

学生的心中生根发芽，绽放出属于他

们的光彩。

“成长合伙人”是怎样炼成的？
丽水市实验学校探索家校社共育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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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通讯员 陈伟妃 陈 聪

近日，缙云县新区未来幼儿园水

南园举办了以“老幼共融，代际互动”

为主题的“跨代共居”实践基地成立仪

式。来自鸿福养老院的银发老人与稚

嫩儿童携手相伴、鼓掌庆贺的画面，成

为仪式上最动人的风景。

据了解，幼儿园毗邻鸿福养老院，

仅一门之隔。从去年开始，幼儿园通

过常态化代际互动、传统文化浸润计

划和城市探索共同体三大特色模块活

动，深度融合“一老一小”群体，构建起

代际互动体系。

每周三，是幼儿园的“银龄开放

日”。这天，幼儿园向养老院的老人开

放，欢迎老人进园与幼儿互动，通过绘

本共读、手工协作等沉浸式体验促进

跨代交流。在绘本共读区，扎着羊角

辫的乐乐正指着绘本，给轮椅上的老

人讲故事：“小兔子说，爱是永远不分

开！”清脆的童声让老人露出久违的笑

容。编织区内，幼儿正在用粗毛线编

着麻花辫，老人们乐呵呵地围在边上

观看，有时候还指导一下幼儿。

老人们进园，还为缙云话的普及

创造了便利。“老师，‘哪吒’用缙云话

怎么说？我要和爷爷讲我看过的《哪

吒2》。”在大班，幼儿掀起了用缙云话

讲述哪吒故事的热潮。幼儿园负责人

表示，现在的幼儿都不太会说缙云话，

在和老人的相处中，他们会主动学习

缙云话，以便和老人交流。

除了日常的“银龄开放日”，幼儿

园还依托二十四节气、传统节日等开

展“记忆传承”主题活动，构建活态文

化传承机制。元旦前夕，老幼共同体

验了扎染技艺，并将扎染好的布料制

作成各种物件。元旦游园会当天，“以

小带大，扎染走秀”活动成为最“燃”的

节目。

每月，幼儿园还会组织“行走日”

活动。在最近一次的“行走日”活动

中，老幼相伴来到幼儿园不远处的水

南绿道。“我们会在这里骑平衡车、玩

石子，前面还有大型玩具，可好玩了！”

幼儿们向老人介绍自己在绿道上的游

乐项目。老人们则感叹：“以前这里可

是一片荒地，现在发展这么好了！”老

幼结对探访城市新旧地标，不仅能感

受城市的发展变化，也能为幼儿厚植

家国情怀。

活动开展半年多来，社会各界好

评不断。不少家长表示，通过参加活

动，“现在孩子见到老人都会主动问

好”。养老院负责人表示，现在，老人

们常常趴在阳台上看幼儿们活动，数

着日子，期待每周三的到来。

幼儿园负责人介绍，从“儿童友

好”到“全龄共生”，该园将继续撬动代

际融合、文化传承与社会治理的多重

价值。接下来，新区未来幼儿园总园

将开放“云朵奶奶”班，每周四晚托时

间向本园幼儿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

开放，让在门口翘首等待的祖辈家长

可以提前一小时入园和幼儿一起活

动，通过“双龄共育”模式解决“接娃空

窗期”的民生痛点，更为老幼两代人搭

建起一座共融共乐的桥梁。这也是新

区未来幼儿园践行“办好一所园，赋能

一座城”和构建“终身幼儿园”理念的

具体实践。

老幼共融 代际互动
缙云县新区未来幼儿园成立“跨代共居”实践基地

探秘返回舱

近日，浦江县黄宅镇中心小学将神舟返回
舱迎进校园展示。这一见证了中国航天辉煌成
就的“太空来客”，成为校园里最受瞩目的科普
教具。学校借此开展了“探秘返回舱”系列主题
活动，图为学生正在进行测量，收集数据。

（本报通讯员 傅伟平 摄）

杭州市钱江外国语实验学校：
学生传艺，舞动课堂

本报讯（通讯员 李芷逸）“天雷滚滚我好怕怕，劈

得我浑身掉渣渣。突破天劫我笑哈哈，逆天改命我吹喇

叭……”2月25日下午，杭州市钱江外国语实验学校潮

涌校区的舞蹈教室里，15名学生正在学习电影《哪吒2》

的同款街舞。这是学校新开设的街舞拓展课，授课的不

是教师，而是705班学生苏鑫。

苏鑫是全校有名的街舞男孩，在央视蛇年春晚的舞台

上，他成为歌曲《一起China Fun》的伴舞演员之一。开

设街舞拓展课后，学校特地邀请苏鑫来传授舞技，将专长

传递给更多同学。苏鑫也不负所托，在课上采用各种教学

方式：有集体教学，细致示范分解动作；也有分组教学，个

别指导。他计划着“等大家学会《哪吒2》这段舞后，用3节

或4节课教完一段完整的街舞”。

除了街舞拓展课，在跨学科学习的都江堰拓展课上，

也能看到学生助教的身影。这门课以制作带有演示功能

的大型模型为目标，引导学生探究都江堰的奥秘。课上，

来自墨香潮涌学生工作室的学生认真地教大家制作都江

堰手工模型。

据悉，邀请学生担任拓展课的特别讲师是学校对教育

模式的新尝试，为了让课程顺利开展，课上还会有专业教

师一起管理。校长赵骎表示，希望通过丰富多彩的拓展课

程和授课方式，为学生提供多元化的学习体验，挖掘他们

的潜力，培养他们的综合素质。

宁波市北仑区泰河学校：
新车交付激起劳动潮

本报讯（通讯员 虞波儿）2月25日，宁波市北仑区泰

河学校迎来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扫地推车新车交付仪式。

据了解，学校的8台机械扫地推车已经到了更换年

限，当全新的扫地推车到校，为了更好地激发学生参与校

园清洁的热情和责任感，学校在全校范围招募了“扫地推

车驾驶员”，并为通过考核的学生颁发了“扫地推车驾驶

证”。新车交付仪式当天，“扫地推车驾驶员”身着校服，手

持“扫地推车驾驶证”来到操场，迎来第一项任务——组装

推车。在学校小金工社团成员的协助下，他们动手组装起

来。看说明书、递工具、拧螺丝……学生们分工合作，不一

会儿，8台全新的扫地推车就组装成功了。学生们表示，

这一过程让自己学会了如何操作新推车，更深入地了解了

它们的结构和工作原理，为今后在使用中更好地保养推车

打下了基础。

学校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扫地推车新车交付仪式不

仅是一次装备升级，更是一堂生动的劳动课和环保教育

课，让学生在实践中增强动手能力，学习团队合作，树立校

园主人翁意识。

温州市第十四高级中学：
校内花园餐厅让师生吃得舒心

本报讯（通讯员 周琳子 赵碧奇）2月26日中午，灿

烂的阳光透过香樟树叶，落下一片片光斑。在温州市第十

四高级中学，曾经的小花园如今装上了白色镂空框架，摆上

了一套套白色、橙色的桌椅，成为学校最火爆的餐厅。在阳

光和绿叶间用餐，学生们赞不绝口：“心情都舒畅了”“像是

在假期里”……

校长陈芝飞介绍，打造这个花园餐厅，最初是为了解决

“食堂小，学生等候久”的烦恼。学校地处城区，占地34亩，

全校1100多名学生只有不到400个食堂座位，午饭需要分

3批用餐。学生用餐时间拉长，用餐体验难免下降。于是，

学校就想到在空间再利用上做文章。

学校原本在相邻的两栋楼内分设了普通食堂和特色

餐食堂，在两栋楼夹角处的空地上栽些花草树木，算是一

个小花园，学生偶有逗留，但总体利用率不高。“能不能建

造一个玻璃屋，既能遮风挡雨，又能保留通透性让植物继

续存活？”陈芝飞说，从一些网红餐厅的设计理念中得到启

发，学校决定改造出一间花园餐厅。

历时2个月，花园餐厅正式开放。100多个座位让学

生的用餐从3批次减为2批次，时间压缩在1小时内；镂空

的顶棚设计，让雨水顺着植被直达根部，保障了生态环境的

可持续发展；彩色桌椅的点缀，让新空间与老教学楼形成现

代与仿古建筑风格的碰撞，成为校园里的一道风景线。

除了改善用餐环境，学校还变着花样办“食”事：为丰

富学生用餐选择，学校办起了“大树下面馆”；同时推出特

色餐预约等服务，学生可以在班级门口的班牌或食堂点餐

机上提前预约下周特色餐，再到窗口刷脸取餐，提升出餐

速度和餐食喜爱度。

哪吒、敖丙、太乙真人、结界兽……2月24日，“哪
吒”风刮到了绍兴市上虞区百官重华小学。学生齐心
作画，将电影《哪吒2》中的经典形象搬到了校门口的
防撞石礅上，让原本灰扑扑的石礅焕发新生。

（本报通讯员 陈炜炜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