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址：北京海淀区文慧园北路10号 邮政编码：100082 电话中继线：82296688 电报挂号：81108 印刷：人民日报印刷厂 定价：每月30.00元 零售每份：1.80元

主编：杨咏梅 编辑：杨咏梅 陈明 设计：丁京红
电话:010-82296652 邮箱:jiatingjiaoyu@edumail.com.cn QQ群：371368053家教周刊 2021年7月11日 星期日04

码上听见

码上听见

码上听见

家庭、学校、社会携手为下一代创造健康良好的成长生态
系统，是今天的教育共识，也是时代的迫切需要。未成年人出
现的种种问题，哪些与家庭教育的缺失息息相关？在家校协同
共育中，家长的责任边界是什么？家庭应该提供什么样的支持
才能真正促进孩子的健康成长？在中国教育报与深圳市教育局
合作举办的第十五期“家庭教育大讲坛”上，首都师范大学家
庭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康丽颖教授娓娓道来，梳理了家长在家校
社协同育人中的定位与边界。

家校协家校协同共育中同共育中
家长的责家长的责任边界任边界

陈明 本报记者 杨咏梅

每周六上午 8 点半，福建省宁
德市古田县城世界农贸市场的郑小
清都将猪肉摊关张，9 点准时出现
在绿洲公益家长学校的课堂上。周
末早上是肉摊生意最旺的时候，但
作为 3 个孩子的母亲，她的选择是

“教育孩子比赚钱更重要”。
让郑小清宁可放弃一上午的收

益都舍不得错过的绿洲公益家长学
校，是古田县 2012 年 12 月成立学
校家庭教育研究与指导中心后开办
的。在这里，古田家庭教育翻开了
新篇章。

滋润家庭教育空白处

家庭教育是一切教育的基础，
但10年前的古田，家长对家庭教育
不重视，家庭教育科学知识严重缺
失，针对家长的培训教育更是贫瘠
得像块沙漠。

家庭教育研究与指导中心设在
古田县教师进修学校里，中心主任
吴明日夜思索该如何带动更多的
人，帮助更多的家长，成立绿洲公
益家长学校的念头，慢慢在她脑海
中清晰起来。

在吴明心中，绿洲周末家长学
校是一个符合三方期待、顺应新时
代教育趋势的平台。“国内外的教育
实践告诉我们，单凭学校教育培养
孩子成长成才，力量是有限的。当
前，学校和老师需要有一个载体去
推动家庭教育水平提升，搭建起家
校共育桥梁；家长在育儿过程中不
断遇到挑战，迫切希望有一个平台
咨询交流各种烦恼和问题；古田县
教育质量在保持多年全市排名前列
情况下继续提升面临瓶颈，而家校
矛盾的增多也一定程度影响了老师
教学的积极性。”

绿洲周末家长学校课程以全国
家庭教育指导大纲为依据，分为家
长自身素养提升、儿童发展规律、家
庭教育规律、问题解决等四大模块，
集中授课、小组讨论、问题沙龙、读
书交流、课前分享等授课形式多样，
保证每个家长学员都能学到想要得
到的知识。从 2014 年 9 月起，分为
幼儿、小学、中学三个班，每半年一
期，每一学期共24课时。

通过参加学习和老师的专业指导，郑小清反思了自己对
孩子的家庭教育误区和短板，改进了家庭教育方式。提到家
庭的改变，郑小清激动得有些哽咽：“我女儿正在上大学，以前
跟我很疏远，现在我们关系改善了，她网购衣服都会在微信上
让我参谋，我真的挺开心。”

现在，绿洲周末公益家长学校的课程及授课模式辐射到
全县各中小学，各校指导师参加学习后，回到各自学校对班主
任及家委会成员进行二度培训，对全校家长进行两次以上的
讲座或读书沙龙，受益人数达30多万人次。

线上线下联结学习网

线下培训全面铺开后，我们继续思索如何让教育的效果
最大化，让教育资源触手可及，影响到更多的人。在反复摸
索中，绿洲周末家长学校开始线上线下双管齐下，联结出一张
触手可及拓展学习的大网。

绿洲周末家长学校线上学习的方式非常丰富，阅读打卡、
学习心得、专题讨论、微课堂等，同时线下拓展亲子运动会、亲
子心理团辅课、亲子户外拓展等体验课。比如颇受家长欢迎
的“读书分享·惠己及人”项目，从2018年1月启动以来，15位
志愿者每晚轮流读一篇家庭教育文章，以“图文+语音”的形
式分享到各家长群，又裂变分享到各自所在的群和朋友圈，到
2020年12月，收听人次已超过20万人次。

为了让家长足不出户也能日日学习，绿洲公益家长学校
搭建起线上指导平台，安排专人在各校家庭教育负责人群发
布“每日分享”，开展线上个案咨询，针对群里家长提出的问题
进行个别分析指导，一对一答疑解惑，让家长带着问题来，带
着领悟走。

志愿者团构建互动新格局

“别太忽视孩子的感受了。今后在家庭教育上再遇到什
么难题，欢迎随时过来交流。”送一对父母离开家长聊天室时，
家庭教育志愿者张小琴再三嘱咐说。近几个月，她一直在跟
踪指导这个家庭，帮他们找到高压式家庭教育扭曲亲子关系
的症结，指导他们如何缓和修复关系。

其实，张小琴曾是绿洲公益家长学校的一名学员，一毕业
就提出要当志愿者。吴明认为，志愿者团的成立也是教育发
展的需求促成的。她和她的团队在实践中遇到不少难题，发
现家长学校只能解决家长的问题，要解决孩子的问题，需要精
细化、专业化的平台和载体，亟待搭建更完善的教育模式。于
是他们成立了古田县现代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对外挂牌绿洲
家庭教育志愿者团，通过志愿活动引导更多的家长加入学习
的行列。

志愿者团陆续开办了感觉统合馆、亲子绘本馆、国学班、
亲子夏令营、亲子跳蚤市场、爱心书屋、承接政府购买服务等
七个服务平台，满足不同家长的需要，被吴明生动地比喻为

“七色彩虹桥”。
这座服务社会的“七色彩虹桥”，实名注册志愿者已达

307名，构建起互补互动的格局。绿洲周末家长学校近年来，
共培养了 35 名家庭教育指导师，200 余名家庭教育讲师，负
责全县家庭教育工作的规划、指导、引领、服务。

如今，古田县家庭教育工作已成为福建省县域教育响当
当的名片。2019 年，绿洲家长学校被评为“福建省终身教育
社区教育特色品牌”；2020年，古田县妇女儿童活动中心被全
国妇联、教育部联合命名为“全国家庭教育创新实践基地”；中
心主任吴明2017年被中国教育学会评为“第二届中国家庭教
育百名公益人物”，2020年被全国妇联评为“全国家庭工作先
进个人”。

（作者单位系福建省宁德市古田县学校家庭教育研究与
指导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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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承杏

家庭教育中，不少父母习
惯和孩子讲道理，而疏于关注
孩子的情绪和感受，给亲子关
系带来很多麻烦，甚至凭空制
造出很多不必要的亲子冲突。
父母如果能学会看见孩子的情
感和背后的需求，很多问题都
可以迎刃而解。

比如周日晚上孩子还没有
做完作业，嘟囔了一句：“作
业这么多，看来今天晚上要熬
夜了，真是烦死了！”妈妈一
听，随口回应道：“早干什么
去了？我看你周五周六都挺轻
松的，不知道抓紧时间，这样
下去成绩不下滑才怪呢！”接
下来的情况可想而知，孩子情
绪爆发，朝妈妈大吼一通，母
子之间酿成了一次小冲突。这
种情况就属于父母只看见道理
而没有看见情感，妈妈只看见
了孩子“应该早做好作业的时
间安排”这个道理，却没有看
见孩子因作业完不成需要熬夜
的焦躁情绪。

看见道理看不见情感为何
有害呢？首先，看见情绪就是
爱，妈妈没有看见孩子的情

绪，孩子就会认为妈妈不理解自
己，亲子关系受到影响。其次，
孩子的情绪被妈妈怼回去了，没
有得到释放，如何会安心高效地
做作业呢？

而且，妈妈说的所谓道理，
孩子难道不明白吗？妈妈即使不
说，孩子这次遇到了时间安排上
的麻烦，下一次自然会调整计
划，统筹安排，从中吸取教训。
这本来是孩子积累经验的一次机
会，结果妈妈带着嘲讽的味道一
评价、一抱怨，孩子就会抵触、
防御。尤其是青春期的孩子，更
不愿意轻易接受父母的指责，他
们本能地认为“我的错胜过你的
对”，于是冲突和对抗就发生
了。妈妈的良苦用心，不仅得不
到好的效果，反而会起到反作
用。

这时妈妈如果看到了儿子的
情绪和感受，就会和孩子共情，
说一句“作业还真是挺多的！那
怎么办？”或者拍拍孩子表示理
解，并给孩子倒上一杯水，效果
往往比讲那么多道理要好得多。

如果用三层楼模型来形象地
表达，一楼是情感，二楼是道

理，三楼是成效。很多家庭处理
亲子关系和夫妻关系问题时，往
往习惯于直接上二楼，讲道理、
谈是非、看对错，看看应该不应
该，看看是否符合规矩道德，或
者进一步上到三楼去看效果、看
成绩，而很少在一楼去关心和体
会对方的情绪感受。我在咨询时
发现，很多家庭长期不知道一楼
的存在，他们的情感空间似乎落
满了尘埃、锁上了门。

实际上，家庭关系应多在一
楼少上二楼。我女儿初三时有一
天起床晚了，看见我就抱怨说：

“爸爸，都怪你！你也不叫我起
床，害得我要迟到了。”我应该
如何回应呢？

设闹钟和起床，都是女儿自
己的事儿，实际上和我没有关
系。如果我在二楼和三楼思考，
就会觉得这件事情女儿埋怨我是
不对的，“你自己不设好闹钟是自
己的责任，你不反思自己，以后怎
么进步呢？”“如果长期下去成绩
能不受影响吗？”我这样说显然
是有道理的，但孩子会舒服吗？
孩子以后还会愿意和我沟通吗？
讲完道理孩子就一定愿意去改变

吗？万一我怼回去，女儿从此对
迟到不在乎咋办呢？万一女儿从
此和我对抗，偏要起得晚有没有
可能呢⋯⋯可见，在二楼或三楼
和孩子讲道理是没有好处的。

因此，我放弃了上二楼和三
楼，选择停在一楼体会孩子这句
话的意思，我似乎听到了背后女
儿情绪的表达：“爸爸，我要迟
到了，我心情很糟糕”。于是，
我回了一句：“哦，那对不起
啊！”事实上，我这句话是表达

“爸爸知道你很难受”，也就是看
见了孩子的感受。我说完之后，
女儿马上就平静了，开心地上学
去了。我的做法不仅平复了女儿
的情绪，也加深了父女关系，把
复杂的事情变简单了。这一切都
是在一楼完成的。

当天晚上，女儿睡觉之前，
我走到她旁边眨了眨眼，轻声地
说：“明天早上，还要不要爸爸
向你说道歉啊？”女儿明白我是
在善意地提醒她设好闹钟，明天
按时起床，笑着说：“走开走
开！”这一问一答，不指责、不
埋怨，二楼的问题在一楼轻松地
解决，我相信女儿会做好，我们

俩心里都暖暖的。
父母理解并利用好这个三层

楼 模 型 ， 觉 察 情 感 和 道 理 的 区
分，遇到问题时尽可能在一楼去
关 怀 和 理 解 孩 子 ， 适 当 加 以 引
导，再加上以身作则，孩子不仅
会努力向上，还会动机十足，信
心满满。

当然，这需要长期的练习才
能越来越熟练。有些父母即使明
白这个原理，但不愿意太多迁就
孩子、理解孩子，仿佛容不得自
己的孩子开心快乐似的。有些父
母一旦遇到孩子对自己稍有冒犯
顶 撞 ， 就 会 立 刻 爆 发 、 火 冒 三
丈，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这就
是情感匮乏的现象。

这些父母自身的情感匮乏，
往往源于自身的家族环境和童年
经历，他们没有被自己的父母很
好地关怀和照顾过，就很难突破
原 生 家 庭 造 成 的 情 感 匮 乏 。 因
此，父母要主动觉察、思考、改
变，通过心理治疗和个人成长，
改变家庭文化编码，阻断情感匮
乏的代代相传。

（作者系北京中亲联教育科
技研究院院长）

讲道理之前讲道理之前，，先关注情绪感受先关注情绪感受
王占郡

家教主张

李翌萌 （河南省洛阳市瀍河区机车小学六年级） 绘

优秀案例

康丽颖认为，家庭教育有
其不可替代的特殊功能，学校
教育有其专业性，有的家长因
为没有认清家校的边界和各自
职责，出现一些越界行为，影
响到家校共育目标的实现。她
一一分析了目前家校社协同育
人方面存在的问题：

一是目标不一致。家长更
多是从个性化需求出发来确定
培养孩子的目标，比如希望孩
子将来上名校、找到好工作之
类，学校的目标则更多是着眼
于人的发展的同一性。

二是家校关系不协调。有
的家长总喜欢挑老师毛病，尤
其是一些高知家长，因为自身
具有很好的教育背景，就不把
老师放在眼里，总是质疑老师
的专业性。“学校要帮助这些
家长明白，术业有专攻，教育

规律需要遵循，老师的权威需
要尊重。”

三是家庭和学校的教育资
源不共享。“一百多年前，美
国教育家杜威就说过，现在学
校教育的最大悲哀是孩子不能
将在家庭中学到的东西用到学
校，同样在学校学到的东西也
不 能 解 决 家 庭 的 问 题 。” 因
此，孩子在学校学习的知识要
尽量和具体的生活相联系，教
育不要远离生活。

四是责任不共担。老师希
望家长把孩子的习惯培养好，
承担更多指导孩子学习的责
任，同样家长也希望老师能够
全部承担和孩子学业相关的责
任，导致彼此指责。

五是功能不互补。教育的
两个基本功能是培养人和选拔
人。个体发展存在差异，父母
和老师应发现孩子的特点，提
供最适合的帮助，帮孩子找到
最适合自己的教育和学习方

式，因材施教。
经常到学校调研，康丽颖

发现家长有三方面的越界问
题：

一是挑战教师职业的专业
性。由于家长受教育程度普遍
提高，不再相信和服从老师的
权威。家长权利意识的觉醒，
也使原来的传统习俗逐渐失去
约束力，教师职业的专业性不
断面临挑战。

二是用个性化需求给学校
施压。有位六年级家长要求校
长必须更换孩子的英语老师，
还通过家委会给学校施加压
力，因为觉得这位老师太年轻
没有经验，担心影响孩子的小
升初成绩。这样的不合理要求
肯定会影响学校的管理秩序，
学校回应时要有自己的原则。

三是参加校外补习给孩子
增负。学校减负反而造成家庭
增负，放学后家长要么自己给
孩子留作业，要么把孩子送到
校外补习机构学习。所以家庭
教育指导服务要引导家长利用
好孩子课后的学习时间。

家校协同：既要有边界也要目标一致功能互补2

康丽颖认为，孩子在不同
成长阶段会遇到不同的问题，
比如缺乏责任感的品德问题，
焦虑、抑郁、网络成瘾等心理
问题以及学习压力大导致的厌
学、身体素质下降等问题，都
可能与家庭教育的因素有关。

她引用著名社会学家费孝
通在 《生育制度与乡土中国》
中的话，“人类和动物抚养后
代的行为在很多方面都是一样
的，都是一种本能。但人类和
动物的差别在于，动物不会对
后代有理想的转移，所以在这
点上动物的亲子关系比人类要
好”，指出很多家长把家庭教
育等同于家庭成就的取得，认
为把孩子教育好了就光宗耀祖
了，于是就想方设法让孩子去
实现和弥补自己没有实现的理

想和遗憾。
康丽颖还提到很多父母把

儿童发展等同于学业成就的获
得，过于重视知识教育，忽视
孩子综合素质的提升。“只关
心孩子的分数，不关心孩子是
否对世界有好奇心，是否善待
生命，是否关心生活的环境和
身边的人⋯⋯”“只看到孩子
学业成绩的差距，不愿接受遗
传、环境和后天教育的差异，
一旦孩子的成绩达不到父母的
期望，焦虑就开始了。”

康丽颖特别强调说，目前
家庭教育面临的挑战是家庭教
育和学校教育的“求同不存
异”。“很多家长说自己每天吃
完晚饭最重要的事情就是陪孩
子写作业，然后给老师上传作
业。这样的家庭，实际上变成

了学校的另一间教室。”她认
为家长要思考家庭教育和学校
教育的差别到底体现在什么地
方，多与老师沟通，多方寻求
科学养育的专业知识和家庭教
育的专业化指导，弥补自己依
据个体经验或沿袭长辈教养方
式的不足。

针对疫情后频发的心理危
机事件，康丽颖发现有些家庭
因缺乏必要的约束而导致孩子
心理弹性差，家长要有意识地
培养孩子的韧性品质。韧性品
质即一个人在生活中遇到挫
折、伤害或重大变故时，迅速
调整和恢复的能力。“如果孩
子在童年没有经历过任何挫
折，他的韧性品质必然会很脆
弱，成长过程中就可能出现很
多问题。”

面临挑战：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求同不存异”1

说到父母的责任，康丽颖举
自己的成长经历为例，提出“父
母要成为有高尚道德品质的人、
有文化的人、有人格魅力的人”。
身为父母或准父母，一定要主动
学习怎么做父母，怎么承担自己
的责任，怎么创造好的家庭教育
环境以保障孩子的健康成长。

康丽颖认为，家庭教育有三
个核心观点：父母即教育者，家
庭即教育环境，为促进成长而育。

父母即教育者。首先要建构
教育者的道德形象，成为有高尚
道德品质的人，在家里关爱每一
个家庭成员，在社会上承担自己
的责任。其次是构建教育者的文
化形象，“文化和受教育程度不能
划等号。文化是人类后天习得的
一切物质、精神财富的总称”。

其次，是要有理性的自觉。康
丽颖说自己大字不识的姥姥就是一
个有文化的人，从小就教自己很多
做人的道理，比如“爹有娘有不如自
己有”，一定要做个独立的人。姥姥
还教会她分享和关心家人，逢年过
节时亲戚送的糖果，姥姥会敲碎成
糖末，让家里每个人都能吃到，这个
细节康丽颖至今难忘。

“第三要有实践智慧”，康丽颖
深情地回忆起父亲在潜移默化中
营造家庭阅读文化的情景。“爸爸
会在每天吃早餐时，讲一些他正
在看的书中有趣的片断，激发我
们对于书的兴趣和好奇，然后自
觉自愿地跟着爸爸一起读书。”

“父母应具备高尚道德品质、文化
自觉和人格魅力。”康丽颖特别强
调说，父母一定要教育孩子有责

任与担当意识，让孩子学会为自己
的错误买单，这也是培养孩子韧性
品质的一个重要方面。

家庭即教育环境。康丽颖指
出要根据孩子的个性特点和需要
来开展家庭教育，要有引领孩子
精神成长的家庭教育艺术，为孩
子营造好的教育环境。“比如注重
日常生活环境的建设，包括物质
环境和精神环境；注重构建和谐
的亲子关系，对孩子的陪伴一定
要是身心共同在场的高质量陪
伴，而不是在家不在场的陪伴。”

为促进孩子成长而育。康丽
颖引用卢梭的观点，人的成长过程
中有三种教育：自然的教育（先天
禀赋）、事物的教育（环境的影响）
和人的教育，“目前我们的教育比
较缺乏对人先天禀赋的理解，缺乏
环境对人的影响的关注，而过多关
注家庭和学校对孩子塑造的力量，
实际上这是有误区的”。

就此，康丽颖提出顺势而育
（尊重儿童成长的规律）、乘势而
育 （抓住发展的关键期）、纠偏而
育 （有意识纠正自己的养育方式
及孩子出现的品行问题），而家校
社协同育人一定是目标、过程和
结果的统一，整合资源促进儿童
的健康成长，这也是家庭和学校
共同的责任和义务。

家庭支持：创造良好的家庭教育环境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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