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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家庭教育之窗

老 师

共同寻求孩子教育方法
“老师请家长来，最大的目的是为了能使

教育形成合力。”通北中心小学教导主任余彩
云认为，遇到问题，相互体谅是很重要的。作
为家长听到“老师请自己到学校”的消息，不
需要有太大的心理负担。家长要先到校了解
具体原因，然后与老师一起寻求把孩子教育
得更好的办法。

余彩云老师说，一般情况下，老师是发现
了孩子在学校有了不同的表现，可能是因为
学习、生活方面有需要改进的地方，才会请家
长到学校。“当然，学生在校期间如果身体方
面有不适，也会第一时间请家长到校。”余老
师说，请家长到学校来谈话的情况并不会经
常发生，因为会考虑家长一般比较忙，所以通
常会利用家长接送孩子的节点，请家长提前
一点时间到校或者放学后进校接孩子。

“家长的配合度，其实对教育孩子起到很
关键的作用。”余老师说，家长大致可分为“配
合型”“宠溺型”“逃避型”“无奈型”等几种情
况。其中，逃避型的家长很难被请来；无奈型
的家长有的在与老师交流后，会收到不错的
效果；宠溺型的家长，就需要老师付出更多的
时间和精力。“老师请家长来，一般会把孩子
在校的表现和需要改进的点告诉家长。”余老
师提醒，父母与孩子之间要互相体谅，暴力和
责骂都不是解决问题的方式，教育孩子需家
庭、学校、社会形成合力。

麦麦同学：
“老师说要家长到学校，当时心里非常非

常地紧张啊。怎么办？怎么办？我是不是做
错了什么？”麦麦同学说，自己赶紧反思一下在
校园里有没有做错什么，担心如果被老师批
评，爸爸妈妈会不会骂她。自己要不先主动认
错一下，这样老师说了什么爸爸妈妈应该比较
不会生气吧。

“紧张过后，我安慰自己，老师说不定是要
表扬我呢？要是这样就太好了。”已是中学生
的麦麦说，后来老师和家长聊得不错，自己的
确有不少需要改进的地方。长大一点后，知道
老师和家长的沟通方式其实有很多种。“孩子

在家，家长也是老师。孩子在学校，老师也是
家长。”她认为，老师请家长，如果能畅通无阻
地聊天，老师可以了解家长对孩子的殷切期
望，分享孩子在校的全面表现。家长讲述孩子
的日常的家庭情况，就形成最佳教育方案。“老
师就像园艺师，对成长到一定阶段的幼苗，在
每个节点的成长期，进行必要的矫正与引导，
使之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王同学：

“从那以后，我就知道要少做错事，这样爷
爷就不会被叫到学校去了。”王同学今年上毕
业班了。平时都是爷爷带他，父母都在外地打
工，一年难得回家几天。他回忆，第一次，老师

说要请爷爷到学校谈话，听到这样的消息，我
有点惊讶，缓过神来后会感到提心吊胆的。“想
到如果我在学校做的错事，被爷爷知道了，他
会一直说一直说。我吃饭时说，看书时说，就
连几天后他还会说，真让人烦得受不了。”王同
学说，那一回，老师当着爷爷的面，说了他做的
那些“调皮捣蛋”的事。回家后，爷爷就开始说
他，其实在他心里也不是不知道自己错在哪
里，就是没有办法一下子改正过来。为了不让
爷爷伤心，王同学有所收敛，后来随着年龄的
增长，各方面都有了一些进步，老师也没有再
请过家长了。

☉本报记者 苏水梅

一张圆形的大桌子上，摆满了各色大大小小
的颗粒和一本翻开的图纸，市第二实验小学四年
（10）班的黄琦轩从早上9点半开始拼乐高作品《航
空战舰》。午饭后，他只做了短暂的休息，就继续
坐到桌子前，为已经初具雏形的“战舰”不断地“添
砖加瓦”。黄琦轩的妈妈黄雪娇说，琦轩从幼儿园
开始就喜欢拼乐高，搭建每一件作品都陶醉其中，
他很享受这样过程。琦轩的理想是当一名考古学
家，他说会朝着自己认定的方向不断前行。

黄琦轩的家，像是一座高作品展览馆：客厅
和书房里大大小小的桌子上和柜子里，摆满了各
式各样的乐高作品——汽车、轮船、航天飞机、城
堡……“当时搭建这个‘洛克伍德庄园’就挺费劲

的。”黄雪娇说，前几天，他的“洛克伍德庄园”被他
的妹妹不小心碰坏了，零件掉了一地。他伤心得
差点掉眼泪，但还是找出图纸，仔仔细细一点一点
地把“庄园”复原了。

最近完成的作品“暴虐霸王龙”有2000多个零
件。课余时间黄琦轩喜欢独自一人静静地看着图
纸拼乐高，看着一个个小小的零件在自己的手上
连接成一个作品，很有成就感。记得那还是幼儿
园大班的时候，那时他刚接触乐高不久，就要挑战
一辆有609个零件的“霸王龙运输车”，虽然零件数
量不多，但对于一个幼儿园的小朋友，却是需要更
多的时间和耐心来完成。那次他足足花了 6个小
时，才把那辆运输车拼完。

“黄琦轩参加了学校的“超变战场”社团，他需
要自行搭建改造机器人，这个社团综合考验了中
小学生在创意搭建、逻辑编程、策略执行、团队合
作等能力。希望在未来的一年里，他有机会代表
学校参加比赛，并取得好成绩。”黄雪娇说，“孩子
在搭建作品的过程中是快乐的。希望孩子遇到问
题时，能举一反三，主动思考并想出解决问题的办
法。”在她看来，拼乐高不但可以培养孩子的动手
能力、激发想象力、还可以培养孩子的学习能力。
通过玩乐高搭建出自己喜欢的作品能让孩子感受
到成功的喜悦，让孩子感受并理解有付出才会有
回报。

☉本报记者 苏水梅 文 李 林 图

体验搭建的快乐

经历最长寒假后，学生
迎来了新的一学期，再次回
到春意盎然的校园，除了有
与同学欢聚的喜悦，还要面
对新学期的挑战，特别是经
历了春节的热闹，开学初不
少同学出现了焦虑、担忧、注
意力不集中等问题。心理老
师建议，重返校园后，要重视
学生的心理调适，把身心调
整到最佳状态，才能更好地
开启新征程。

主动接纳自己的忧
虑情绪

作为新冠病毒感染实施
“乙类乙管”之后的第一个“开
学季”，还没“阳过”的孩子要
不要戴口罩上课？成为不少
家长和学生忧虑的事情。

“这口罩，我到底是摘还
是不摘呢？”开学后上小学六
年级的小欣有点“小忧愁”，因
为小欣发现“阳过”的同学们似
乎都不爱戴着口罩，但对于没

“阳过”的他，他爸妈一再强调
要戴着N95口罩，除了喝水，其
他时间都不能摘除口罩。

面对小欣的“忧虑”，江
滨小学心理健康老师胡晶晶
给出了一些建议：“首先要去
面对自己的情绪，觉察并接
受它。可以通过转移注意
力、进行合理宣泄、与周边亲
人老师朋友相互倾诉、进行
积极的自我暗示等方法，慢
慢接纳自己的情绪与感受，找回对
生活的掌控感。此外，如果感觉
N95口罩比较不舒服，那戴普通外
科口罩就可以了，此外在空旷的场
地可以暂时解除口罩，等到人多拥
挤的场所再戴好。”

记者了解到，开学初，漳州各
校就已针对开学后学生可能出现的
心理问题开展了一系列相关活动。

“新冠病毒感染实施‘乙类乙管’之后，
学校不止抓好学生防护工作，更是做
好心理健康知识普及和学生辅导工
作，并利用主题班会课、心理健康课
和国旗下讲话开展相关心理团辅活
动，像这周一我们国旗下讲话的主
题，就是以‘疫散云舒，心向阳光’为
主题的疫后复学心理辅导。”江滨小
学副书记刘燕玲告诉记者。

对孩子开学即厌学情绪
给予共情

史上最长寒假后，不少学生还
留恋假期无忧无虑的生活，出现学
习效率低、情绪低落等现象。

针对这种现象，漳州市芗城第
二实验小学心理老师黄丽宽认为，
此时家长应该要进行及时处理，首
先要做到不要急于训斥孩子、不要

对孩子不管不顾以及不能无
条件纵容孩子。“面对这种情
况，家长还是要懂得寻找出
现这一不想上学甚至厌学的
原因，是不是家长平时溺爱
或者过于严厉。”黄丽宽老师
补充道。

当了解到孩子开学初不
想上学的原因后，就应该采
取一些方法来帮助孩子调整
心态了：“第一种方法是给予
共情，让孩子明白，有这种情
绪很正常，包括大人也会有
不想上班的感觉，从而降低
焦虑。此外还可以召开家庭
会议，内容可以包括说说自
身有哪些优势优点、新学期
的学习目标，从而引导孩子
思考和制定本学期学习规
划，这样做转移了孩子的注
意力，让孩子把上学焦虑转
向了学习目标，孩子对新学
期自然产生期待，焦虑就会
大大降低。最后一种方法就
是为上学制造仪式感，虽然
现在已经开学有一段时间
了，但是每天上学父母也可
以为孩子做好充足的安排，
一顿丰盛的早餐，一次深入
的谈话，一场有趣的出游，这
些都可以帮助孩子消除不想
上学的不适应感。”

调整心态，从“心”
出发

开学前已经开始失眠
了，怎么办？太久没认真上课了，
在教室里听课注意力不集中怎么办
……经历过长假，刚开学让不少初三
和高三学生感受到了学习压力。记
者了解到，焦虑和担忧新学期的学业
问题，是不少学生的“心结”，甚至
有小部分学生因此惧怕上学。

对此，闽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的苏小菊老师觉得，要尽快适应新
学期的学习，恢复到疫情前良好的
学习状态，同学们需要从“心”出
发，做好三种“职业”：“首先可以先
当个‘清洁工’，网课加寒假，有些
同学沉迷于电子游戏中很久了，需
要及时将手机等电子产品收起来，
将这些不利于学习的行为习惯清
理掉，取而代之的是目标明确、行
动力强的新行为和新习惯。其次
是当个‘分拣员’，同学们像快递分
拣员一样将知识进行分门别类，概
括、归纳、整理，让知识的脉络清晰
起来，让学习的思维流畅运转，这
样开学不适应很快就消失了。最
后还要学会做一名时间‘管理员’，
理清学习的秩序，有效的时间管理
可使学习任务更具确定性，从容应
对学习的种种压力。”

☉本报记者 刘健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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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的心理咨询老师林惠彬为前
来咨询的学生答疑解惑 本报记者 李 林 摄

黄琦轩正在探究新的乐高作品

老师约家长面谈是为告状吗？
☉本报记者 苏水梅

开学了，不少家长

接到老师的电话，邀约

家长到学校跟老师当

面聊聊。“我家孩子是

不是犯啥错了？”“不知

道怎么跟孩子沟通？”

成了不少家长头疼的

问题。这期，我们就此

采访了家长和老师，来

听听他们的“心里话”。

专 家

老师与家长是战友更是伙伴
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漳州三中教师杨滨

妮说，不少家长和孩子都会认为“老师请家长到
学校”就是为了“告状”。其实不妨换个角度思
考问题：恰恰是因为老师关注到了孩子，所以才
会“约谈”监护人；恰恰是因为老师对孩子抱有

“可以成长得更好”的期待，才会“请”监护人。
这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并不是一件坏事。

杨滨妮建议，家长“被约谈”后，可以从两方
面进行分析：一是家长与老师的谈话是否愉
快？二是家长回家后，如何转达此次“约谈”老
师对孩子的“关心与期待”。首先，在家庭方面，
要尽量营造轻松温馨的氛围，因为情绪会相互
传染。即使从老师那里了解到孩子的表现差强
人意，父母也尽量不让不良情绪影响孩子。可
以多组织家庭活动，想办法来帮助孩子修正行
为。平时多关注孩子的情绪、行为以及躯体症
状表现，对于孩子求助的问题，家长要积极回应
和支持；其次，在学校层面，因为老师们肩负着
教书育人的沉甸甸责任，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
看，老师与家长是战友，更是伙伴。“老师和家长
有着共同的目的和愿望，都希望孩子能够健康
成长、学业有成。”在杨滨妮看来，家长只要想到
这一点，就不要觉得有失面子，回家后心平气和
与孩子交流，及时关注孩子的情绪，用心陪伴孩
子成长。因为家长和老师配合得越好，孩子的
教育就会越成功。

家 长

相信孩子会越来越好
家住市区的方女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对于自

己“总被老师约谈”的事情仍心有余悸。“最怕接到老
师的电话，不是把什么公共财物损坏了，就是和同学
吵架了。”方女士说，比如有一回，带篮球去学校，把
班级的玻璃打碎了。幸运的是上三年级时遇到了班
主任林老师，在老师的指导下，专门去研究了几本关
于孩子成长方面的书。方女士在后来被老师为数不
多的约谈中基本能保持平常心，她的认识发生了一
些改变：首先老师约谈家长，家长可以了解自己的孩
子在学校的表现；其次老师和家长在针对孩子的问
题上能够第一时间交流彼此的观点和想法，对孩子
的教育是有好处的。

“家长往往会忽略很多问题，通过和老师的交谈
可以清晰地看到在教育问题上有哪些不足，在生活
中和孩子共同进步。”方女士回忆，在被老师约谈
后，她和孩子的爸爸商量好不去指责孩子，而是冷
静下来想好如何和孩子的对话，让孩子意识到自
己的错误，并一同寻求改正错误的方法。“很庆幸，
随着他慢慢长大，渐渐修正自己，越来越省心了。”谈
及自己已经成为大学生的儿子，方女士脸上露出了
惬意的笑容。

家住龙海的洪女士，因为儿子也有多次被老师
请到学校的经历。“小学是因为调皮捣蛋，被老师请
去学校几次；上了中学后，是因为早恋，被老师请去
的。”洪女士说，当时心情真的很着急。“班主任并没
有对这件事情一棍子打死，而是当着我们的面，把事
情的利害关系说清楚了。”洪女士告诉记者，“老师说
要相信孩子会变，并且会变得越来越好。”回家把利
害关系讲清楚后，她儿子调整了学习态度。后来考
上了一中，再后来考上了军校，随着年龄的增长，对
事情的理解也就有所不同了。

相关链接>>>

说说被请家长那些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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