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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教周刊

边界加速渗透和变化、跨界融合进
而创新，是所有社会子系统共同具有的
信息时代特征。作为两个社会子系统，
家庭和学校也不例外，家校职责边界的
模糊和渗透，趋势已经日益明显。

疫情期间大规模线上教学和家长的
积极主动参与，使得家校之间跨越传统

“校园围墙”的互动达到了一个前所未
有的程度。这种家校边界的模糊和渗
透，属于制度化的早期，既有符合大趋
势的一面，又有很多偶发和无序的成
分。可以预见，家校职责边界的渗透、
模糊，再到调整后重新清晰，是一个历
史过程，最终会达到一个制度化关系的
平衡状态。

教育系统有责任以此次疫情线上教
学为契机，破除传统思维，重新反思家
校之间新的职能分工调整和融合，全面
思考学校对家庭教育应该和可以施加的
影响，研究家庭和家长如何更有效地参
与学校教育。

调查发现，在当前家校边界重组的
制度化初期，我们与其忙着寻找和捋清
家校各自的边界和责任，不如努力建立
家校之间的信任关系，并在信任基础上
交叠性互动。这就好比现代夫妻之间没
有一个清晰规范的角色边界，不论是按
照传统的夫妻角色分工，还是丈夫或妻
子多承担一些对方传统的角色分工和职
责，只要是建立在彼此的感情和信任基
础上，就是适合的。同样，我们观察到
很多家校关系很好的学校，边界和责任
分工的差异也是各有不同的。

同时，我们看到家庭功能在急剧增
强，家长的作用在急剧增大，擅长生活
教育的家庭教育正在实现历史性回归。
一个以家庭为轴心的家—校—社区 （校
外教育） 儿童成长生态共同体正在形成
之中；一个以大教育为主题的大学前教
育、大小学教育、大初中教育、大高中
教育乃至大高等教育，伴随着与学校和
社区联系更紧密的大家庭教育，正呼之
欲出。

而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和合作项
目学习的兴起，成为家校社融合的强大
催化剂。在此背景下，学校不得不更加
注重家庭和家长的话语权，不得不在家
庭和家长的强大参与下进行学校教育。
学校教育进入家庭生活，也呈现出一种
新的趋势。

家校互动显著增加
家校职责边界日趋模糊

在线上教学的初级阶段，线上
平台的优质内容和资源不足，优势
难以显现，线上教学的互动性也明
显不如传统的在校班级教学。根据
苏联心理学家维果斯基的社会文化
理论，通过互动搭建认知脚手架，
是儿童认知发展的关键，儿童的最
近发展区是在互动中形成的。因此
线上教学的互动性不足问题，在很
大程度上制约着教学质量。

教师普遍反映，师生在现场教
学时借助表情、手势、语调与学生
的交流，及时的信息、情绪和态度
的反馈，在线上教学特别是录播课
教学中是严重不足的，直播课也有
同样的问题，只是程度会好一些。

缺乏互动性，使得学生在线上

教学中一旦跟不上进度就会步步跟
不上，上课效果比较差。教师对于
线上教学效果的态度也比较偏向负
面。线上教学互动性与线下教学的
明显差距，加重了学生学习的不专
心 （列学习困难排序的第一位），
而教师让家长完成学生的学习辅
导、检查批改作业等原本的教学专
业工作，使得家长认为自己成了帮
助教师完成本职工作的劳动力。

在此情况下，家长反映最突出
的是指导不了孩子 （51.8%） 和没
有时间与精力 （48.9%） 这两个问
题，不仅反映出家长指导能力不
足，也说明家长不愿意在弥补教学
互动性上花费精力和时间充当劳动
力。如何有效缩小线上教学和线下

教学的互动性差异，是今后教师专
业培训中要解决的突出问题。

在线上教学过程中，有没有可
能在一定条件下形成家校均衡互动
的理想状态呢？答案是肯定的。

调查发现，通过网络，师生之间
可以在课前、课中和课后，对预习、
课中反馈和学习效果评价进行有效
互动，还可以通过组织同学之间的
网络学习小组，使得在校学习时可
实现的相互信息传递、启发和模仿
的功能，得以部分实现。

调查还显示，家长认为孩子同
辈之间的有效交流互动，是最有效
的学习方式，甚至远高于父母陪伴
的学习效果。在线上教学过程中，
如果家长能积极主动参与孩子的学

习过程，就可以一定程度上弥补教
师不在场对学生学习状态掌握和督
促不足的天然劣势。

研究发现，家长是否积极主动
参与线上教学，与教师是否主动热
情邀请并赋予家长适当的教育参与
任务有显著相关性。因此，线上教
学过程中要形成家校均衡互动的理
想状态，教师的作用很关键，这也对
教师的专业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

（作者吴重涵系江西师范大学教
育学院教授；张俊系江西师范大学家
庭教育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江西省
教科所副研究员。本研究基金资助：
中央级科研院所科研业务费专项资
助重大项目“基于抗疫背景的中小学
家校共育研究”［GYA2020001］）

互动性不足制约线上教学质量，实现家校均衡互动的关键是教师

有研究发现，父母不和或教养
方式的不一致，比一方不恰当的教
养方式对孩子的负面影响更大。夫
妻双方和孩子的亲疏关系，甚至祖
辈卷入后的各种家庭关系动力，会
成为影响孩子情绪的一个隐形控制
器。最令人担忧的是，家庭关系动
力对孩子的影响往往是隐形的，家
长们并不自知。

早在上世纪 30 年代，国外的研
究者就指出父母不和与孩子的精神
健康息息相关。国内的学者也曾做
过相关实验：让父母讨论他们之间
的分歧，孩子在现场佩戴实验装置
以测查他的情绪状态。实验发现，
虽然孩子表现出似乎若无其事的样
子，但是情绪却会随着父母讨论问
题的激烈程度而波动，父母吵得越
厉害，孩子情绪唤起的各项生理指
标越高。当实验者出示孩子情绪的
波动表时，父母都会大吃一惊，他
们以为孩子不闻不问，好像没受什
么影响。

父母不和，还会衍生出其他的
家庭关系形态。比如，父母一方牢
牢抓住孩子，让他加入自己的阵营
以对抗另一方，形成一种三角关
系；或者父母一方对另一方彻底失
望，把自己所有的情感都投注到孩

子身上。这些家庭动力的形态看似
稳定，似乎也形成了一种表面的和
谐，但实则暗流涌动，焦虑很容易
转嫁到孩子身上。孩子缠结在父母
的关系中，成为父母关系的缓冲
器，目光总是放在父母身上，哪里
还能轻松投身同伴关系、学业及外
界事物呢？

有学者提炼出四种类型的不健
康的家庭三角关系，这些关系状态
中的孩子往往会出现情绪上的问
题，难以健康快乐地成长。

第一种是“迂回支持型”三角
关系，即孩子出现病弱、无能的状
态或制造事端，让父母忙于照顾自
己，以缓解或转移父母间的关系冲
突。孩子潜意识里认为：宁愿自己
挨骂，也不愿父母争吵！有个10 岁
的男孩不肯上学，心理咨询师问起
原因，他说：“因为我的家人对我
来说，比学校更重要！”他用这种
方式来守护父母的关系和家的完
整。

第二种是“跨代联盟”三角关
系，即孩子成为父母一方的情绪
配偶。一个持续出现问题行为的
孩子，可能是站在母亲或者父亲
肩膀上与其“连体”。在中国家庭
里，孩子还有可能是和祖父母“连

体”的。
在“跨代联盟”三角关系中，

还有两种不同的情形。一种是非固
定联盟，即孩子会利用家人之间的
隔阂见机行事，成为“两面派”，
从中为自己获得利益。还有一种情
况是固定跨代联盟。比如，孩子永
远和妈妈站在一起，妈妈永远都是
对的，妈妈恨谁，他就恨谁，妈妈
不停给孩子洗脑：“你爸爸没有责
任感，对我们不管不问。要不是因
为你，我早就和你爸爸离婚了。”
妈妈将自己所有悲伤和哀怨都倾诉
给孩子，孩子成了妈妈情绪上的配
偶，与母亲成为情绪上的“连体婴
儿”。当孩子长到青春期，该是和
父母精神“断乳”的时候，他想要
挣脱却发现无法挣脱，走不出与母
亲缠结的情绪牢笼，无法做出选
择，往往易怒、情绪不稳定、做事
很纠结，缺少自我掌控感。

第三种是“代罪羔羊”三角关
系，孩子成为夫妻冲突的牺牲品。
这种情况下夫妻之间会回避冲突，
使冲突被深埋，把所有精力都投入
到孩子身上。这种投入有两种表现
形式，一种是对孩子过度保护，认
定孩子很弱 （能力上或身体上），
孩子也在潜意识中认定自己很弱，

甚至会不停地生病，使父母忙于照
顾自己而回避冲突，让夫妻关系处
于一种虚幻的和谐中；另一种是父
母会攻击孩子，觉得孩子没有达到
他们的期待，觉得一切都是孩子的
错。孩子也会在内心认同这样的观
念，在潜意识中带着愧疚感生活。
这种情况与“迂回支持型”比较类
似，但在迂回支持的三角关系中，
孩子是主动的；在“代罪羔羊”的
三角关系中，孩子是被动的。

第四种是“父母化的孩子”三
角关系，即面对父母的冲突，子女
尽力做乖小孩，以减轻父母的负
担，甚至承担起父母的功能。他们
往往会“过度负责”，习惯性忽略
或压抑自己的需要。他们认为自己
有责任让父母和好，通常会左边劝
劝，右边劝劝，成为一个调和者，
并拼命地学习或做家务。“父母化
的孩子”没有真正的做过孩子，没
有真正的童年，他们承受了父母的
情绪之重，通常会发展出外表强
大、内心脆弱的特质。在未来的亲
密关系中，倾向于表现强势，喜欢
牺牲自己，并怨恨别人总是让自己
做出牺牲，但却难以表达自己的这
种感受和需要，容易出现情绪问
题。

以上几种三角关系的形成，都
源于父母之间或跨代之间未解决的
冲突。这些冲突使得家庭的动力暗
流涌动，不知不觉中影响着孩子情
绪和家庭氛围。另外，不是所有的
冲突都表现为外在冲突，父母之间
的冷漠、蔑视及无声的冷战，更会
对孩子造成无形的压力。这种压力
和焦虑，往往让孩子有苦难言。

如何避免这些不健康的三角关
系？最简单的原则就是保持界限。
夫妻间的冲突和不一致，要尽量在
夫妻内部解决，不要溢出到亲子关
系、婆媳关系等家庭其他关系中。
夫妻之间的冲突要及时处理，而不
是用敌视、雪藏或冷战的方式来面
对问题。这需要父母有一定的情绪
容纳力、有效沟通力和豁达的宽容
度等。

孩子是父母天生的守护者和观
察者。为人父母者应把更多的精力
放在经营美满的婚姻上，让孩子守
护着、观察着这份美好的关系，能
从良好的家庭动力中绽放出甜美、
轻松的笑容，得到情绪和心理上的
滋养，以更健康、阳光、积极、毫
无羁绊的心态去走属于他的人生
路。

（作者单位：中国青年政治学院）

家庭关系是孩子情绪的隐形控制器
琚晓燕

在居家线上学习过程中，传统
的师—生结构，演变为师—生—亲
的三角关系，家长的督促和陪同成
为其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和因素。没
有家长的参与，教师发现和解决教
学问题就可能无法构成一个闭环，
线上教学甚至可能进行不下去。

家长很大程度上围绕线上教学
安排家庭生活，线上教学不仅是学
校教育的基本组成部分，也成为家
庭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线上教学
还改变了家长陪伴孩子的内容和方
式，对于促进亲子关系有显著作用。

家校关系中，家校的人际结构
和互动是两个至为重要的概念。研

究发现，师—生—亲互为结构性要
素的互动结构，在大规模线上教学
中，具体呈现为“线上教学的互动
性”“家长参与的积极主动性”两
个维度的组合，由此产生 4种可能
的家校互动结构状态：线上教学师
生多向互动/家长积极主动参与；
线上教学师生多向互动/家长被动
消极参与；线上教学单向灌输/家
长被动消极参与；线上教学单向灌
输/家长积极主动参与。

这 4 种状态分别为家校均衡互
动型、传统教学互动型、互动缺乏
型、家长主动型。不同学校和家
庭，对教学互动和家校合作有不同

的态度和行为，使得家校互动呈现
出迥异的结构状态。

研究表明，家长参与的积极主
动性，既是家校互动结构中的一个
重要维度，又是制约线上教学质量
的一个瓶颈。由于受到自身教养责
任和意识、教养能力等多种因素的
影响，家长在参与学校教育、线上
教学的积极主动性上存在两极分化
的现象。

线上教学发生在家庭中，对学
生学习的保障、督促和管理，主要
靠家长在现场来达成，因此家长是
积极主动参与还是消极被动参与，
对教学效果会产生显著影响。家长

的积极主动性，还表现在课程学习
以外的家庭生活中对孩子的积极主
动陪伴和家庭生活安排的优化，这
些都可以为线上教学创设一个好的
生态。

家长在孩子线上学习过程中的
角色，首先是学习管理者，其次才
是参与者，而非相反。在学习之外
的其他家庭生活中，家长更多应是
家庭活动参与者 （陪伴），其次才
是活动管理者。这种角色顺序上的
倒置，会带来一系列的矛盾和冲
突。从这个角度来看，家长参与的
积极主动性，也受到教师教学和沟
通行为的重要影响。

家长参与是否积极主动，影响家校互动状态和线上教学质量

在女儿的成长过程中，有一些和她互动
的片断，让我们悟出了不少教育的道理。其
实教育并不是一件多么艰深的事情，就是在
这些生活的一点一滴中，在父母的一言一行
中，孩子慢慢学会怎么去为人处世，怎么去
过好自己的人生。

向孩子道歉并不丢人

有一天傍晚 6 点了还不见女儿放学回
家，做好的菜都凉了。妻子担心女儿安全，
打了个电话给她，问她为什么还不回家，是
不是和什么不良少年在一起。女儿没好气地
说：“你女儿是那样的人吗？今天是数学老
师拖堂才放学晚了。”

女儿回家后，脸色有些不好看，关门时
发出了很响的“砰”的一声，妻子认为女儿
是冲着她砸门，便发起火来，给了女儿一巴
掌，女儿委屈地哭了起来，并且赌气不吃
饭。

第二天，妻子意识到自己的行为有点过
分，伤害了女儿的自尊心，便主动向女儿道
歉，孩子对父母的包容总是超过我们对他们
的包容，女儿马上点了点头说：“妈妈，其
实我也有错，你本来是关心我才打电话，我
不应该恶声恶气地对你说话，回了家也不该
砸门惹你生气，对不起！”一场亲子矛盾就
这样化解了。

在孩子成长的岁月中，我们可能会误解
孩子错怪孩子，但是很多人放不下做父母的
架子，认为向孩子道歉有损自己的威严，只
有孩子给大人认错的份，哪有大人给孩子道
歉的？渐渐地，父母的虚伪、固执、骄傲就
会在孩子幼小的心灵中留下阴影，对孩子的
成长产生不利影响。其实，父母诚恳地向孩
子道歉，不仅能很快化解与孩子之间的误会
和矛盾，还能让孩子对父母产生由衷的尊敬
和信任，父母的威信才能真正树立起来。

向孩子道歉，也是对孩子的一种尊重，
把他当成和我们一样平等的独立个体来对
待，同时也能让孩子懂得承认错误并不是一
件可耻的事，只要对方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
诚恳改正，也要有一颗宽容心去原谅对方。

言传身教比说教更管用

有一天放学回家，女儿拎着两个吃剩的
馒头和一个鸡蛋，说是在学校里吃营养早餐
时同学剩下的，她觉得丢了可惜，就拿回家
来，说蒸热了还可以吃。

前两年，女儿还不懂节俭。吃饭时，总
是会剩下些菜或饭，我苦囗婆心地教育她，
能吃多少就盛多少，珍惜粮食是一种美德。
当时她答应得很好，但效果并不明显。

去年秋天的一个周末，我带女儿去了趟
老家，正逢收割稻子的时节。我帮着大哥收
割稻穗时，不小心掉了些谷粒在田埂上，大
哥拔净田埂上的杂草，小心翼翼地一粒粒捡
起来，女儿见状也帮着捡。

回县城的路上，我告诉女儿，每粒米都
来之不易，要经过选种、储藏、打田、移
秧、追肥、除草、收割、晒干、碾米等 20
多道工序才能变成可以吃的粮食，所以我们
不浪费粮食，就是对种田的农民最大的尊
重。从那以后，女儿吃饭时都会把碗扒得干
干净净的。

每个孩子都是一块好的璞玉，就看父母
用什么样的方法雕琢。正人先正己，父母是
孩子最好的榜样，要求孩子做到的，父母自
己必须先做到，才会对孩子起到潜移默化的
教育和感化作用。

家庭“网”事引人思考

女儿上初中后开始喜欢上网，每天放学
回家，就迫不及待地打开电脑，聊天或者玩
游戏，几个小时都乐此不疲。我告诫女儿少
上网，她振振有词地说：“我们老师都说
了，一张一弛是文武之道，成天死读书也没
用，网上还有很多对学习有用的知识和软件
⋯⋯”

想来想去，我只好把电脑锁在房间里不
让女儿接触，结果她开始晚回家，问其缘
由，说是老师补课。有一天下午又不见女儿
按时回家，我来到学校找她，结果发现她在
学校附近的网吧上网玩游戏。

这件事促使我认真反省，觉得一味地堵
很难解决问题，必须与疏导相结合。于是我
和女儿约定，平时只要做完作业，允许她上
半个小时的网，周六和周日每天可以上网两
个小时；并引导她学习用电脑帮助自己，不
要触碰那些对青少年有害的网站，尽量少玩
游戏少聊QQ。

经过半年多的疏导，女儿很少上网玩游
戏了，QQ 和微信也聊得少了，成绩比过去
有所提高，还学会了用电脑学英语。看来，
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仅仅压制可能会让事
情往更坏的方向发展，而如果能结合孩子的
成长特点，进行耐心疏导，则可能把一件不
好的事情变成有利孩子成长的事情。

（作者单位：贵州省六盘水市六枝特区
融媒体中心）

女儿教我三个道理
李海培

线上教学可实现家校均衡互动
吴重涵 张俊

新冠疫情期间的大规模线上教学，满足了最基本的教学需
求，是一次成功的教学实践，同时也是互联网思维下学校教育延
伸到家庭的一次意外实验。这次实验虽然带有浓厚的“倒逼”和

“应急”色彩，但历史上学校教育从来没有如此走近家庭、贴近
家长、与家庭教育血肉相连。对这次大规模线上教学进行及时的
反思和总结，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我们通过大规模问卷定量分析和对典型区域、学校和班级的
观察研究，通过调查全国 31 个省市自治区的 13 万名教师和 176
万名家长，对大规模线上教学中的家校合作状况有了一些发现，
获得一些启示。

唐心然 刘一凡 （日日新学堂四年级） 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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