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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威传播公信新闻 深情反映大众心声
ZHAOTONG RIBAO阅读昭通·教育

回首间，我担任班主任已 12 个年
头。12 年来，我对班主任有了更深层次
的理解，也更加坚定了自己教书育人的
理想信念。

一个个故事，一年年光阴在流转。
有些学生毕业了，但我们的故事还在
继续。

小陈，2019 年毕业，现就读于云南
艺术学院。该生非常聪明，虽然家庭条
件优越但父母离异，家庭的变故让他选
择逃避并沉迷于游戏“王者荣耀”，他的
妈妈束手无策。晚自习结束后，小陈回
到家的第一件事就是反锁房门开始打
游戏，经常通宵达旦。

记忆比较深刻的是，3 年来我没收
小陈的手机有 11 次之多。他在“王者荣
耀”战斗了约 1.6 万场次，不敢想象这得
花多长时间？

思考良久，我采取了以下措施：给
他充分的尊重，小的错误“视而不见”，
甚至给他搞“特殊”，事后单独表达对他
的“器重”以及我作为班主任的“为难之
处”，让他“欠”着我人情的同时感化
他。制定两人间的“公约”，至少保证上
课不睡觉、不缺交作业等。我利用空闲
的时间学习玩“王者荣耀”，与他成为

“队友”的同时向他“虚心请教”，相互总
结游戏失败或成功的原因并有意讲一
些道理，游戏结束时跟他“抱怨”自己被
耽误的事，引出游戏的弊端，一段时间
后他开始劝导我少玩游戏，还说我们要

“相互监督”。找其谈心，成为朋友。在

交流中发现其内心对妈妈存在歉疚，鼓
励其努力学习以后成为妈妈的依靠。
学习上给予他充分的肯定，为其制定适
合其自身的成绩目标。

游戏时间慢慢减少，小陈对学习渐
渐产生了兴趣，态度也一天天在转变。
最终，他以 512 分的高分考上了云南艺
术学院，在艺考生中，这样的分数是相
当好的成绩。正在读大三的他，假期回
来告诉我，他准备考研，目标是中国传
媒大学。这次，他叫我不用隐藏他的个
人信息，他想让更多学弟和学妹通过他
的事例远离游戏。

通过小陈的事，我更加坚信：付出
努力，付出爱，改变只是早晚的事，“花
朵”迟早会开。

谢同学，来自农村高寒贫困山区，
父母年迈，家庭贫困。该生平时思想怪
异，不愿和同学、老师沟通交流。某天
课间休息时间，我无意间坐到了他的座
位上，看到草稿纸上的一首打油诗，从
诗中可以看出该生思想的极端和叛逆，
顿时让我不知所措。

思考过后，我打算假装没有发现这
首诗。利用课余时间，我联系了他的家
长，交谈后才知道他多病的父亲已在暑
假离世。谢同学承受了太多的心理压
力，逆境使其多疑、叛逆。针对这种情
况，我采取了以下措施：告知家长和学
校该生的情况，多次强调任何话语和行
动必须要考虑学生的心理承受能力。
私下向同他宿舍和座位附近的同学了

解其思想动向，侧面引导同学之间要相
互关心和帮助。利用班会课播放励志
视频进行心理疏导。为其申报政府助
学金，给予其经济援助。高二上学期一
个寒冷的晚自习，我把他叫到办公室并
递给他一双手套，谢同学放声哭了出
来，并向我讲述了一切。我安抚他，告
诉他以后有任何事情都可以第一时间
来找我……通过一年的努力，谢同学逐
渐开朗，有什么事都会主动找我交流。
当我跟他谈及一年前他写的那首“诗”，
他这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表示以后
要积极、乐观地生活。现在处于高三的
他，学习已达到班级中等水平，各方面
表现都很好。

每一位当过班主任的教师，都经
历 过 或 正 经 历 着 一 个 个 属 于 自 己 的
故 事 。 但 我 相 信 ，要 做 好 一 名 班 主
任，需要有持之以恒的敬业精神，有

“干一行、爱一行”的热情；要做好一
名班主任，讲方法的同时更需要付出
汗水，加强班级管理的同时以“爱”为
基点尊重孩子、平等地对待孩子；要
做好一名班主任，还需要家校共育，
只有大家都积极参与，才能更好地使
学生成人、成才。

鲁迅先生曾说过：“教育是植根于
爱的。”心理学家也认为：“爱是教育好
学生的前提。”作为一名班主任，当孩子
离开时，我很自豪能成为他们的背影。
我坚信，施之以爱，付出辛劳和爱，花一
定会开。

“没有当过父母的人，难以体会其中
的艰辛；不站在教师的立场，难以理解教
育的复杂。”教育无疑是世界上最复杂的
工作之一，无论是作为父母还是教师，都
会面临诸多挑战。

教育的边界无限宽广，没有统一的衡
量标准，也无法简单模仿。每个孩子都是
独一无二的，他们来自不同的家庭，拥
有不同的性格和背景。即便是同胞兄
弟、姐妹，也可能截然不同。那么，我们
如何才能恰如其分地进行教育呢？又
该如何处理不同家庭教育理念之间的
冲突和烦恼呢？

作为父母，我相信大多数人都曾遇
到过类似的问题：“妈妈，为什么小明可
以天天吃雪糕，我就不行？”“为什么我的
好朋友可以整天玩手机，我却不行？”面
对孩子“为什么我不能像他那样？”的疑
问，许多家长可能不知如何作答。确实，
我们需要用细心和耐心来解答孩子的疑
问，帮助他们理解和接受不同的家庭规
则和价值观。作为一名幼儿教师和母
亲，我觉得，一要解释家庭规则的差异。
强调家庭的规则旨在保护和培养孩子，
成为更好的人。让孩子明白这些规则背
后的原因和重要性。例如，由于每个孩
子的健康状况不同，家庭规则也会有所
差异。你可以告诉孩子，由于你体弱多
病，而小明身体强壮，因此你们的饮食规
则不同，这是为了你的健康考虑。二要理
解和倾听。认真聆听孩子的感受和疑惑，
并给予理解和支持。让孩子感受到被尊
重，这样他们才会更愿意与你交流，并更
容易接受你的解释。三要引导树立正确
的价值观。通过对话，引导孩子思考什么
是正确的价值观，如诚实、尊重和有责任
感。同时，鼓励孩子坚持自己的价值观，
并在多元化的环境中保持自己的独特
性。四要强调个体差异。指出每个孩子
都是独一无二的，他们的成长环境、性格
和需求各不相同。家庭规则是根据孩子
的具体情况和需求来制定的，目的是更好
地支持他们成长和发展。五要以身作
则。通过自己的言行示范如何遵守规则
和建立价值观，让孩子看到你是一个遵守
规则、有责任感的人。六要提供替代方
案。如果孩子对某个规则感到不满或抗

拒，可以尝试提供一些替代方案或妥协方
案。例如，如果孩子想玩手机，可以和他
一起制定一个合理的游戏时间表，或者安
排其他有趣的活动来替代。七要鼓励思
考和讨论。鼓励孩子思考为什么某些规
则是必要的，以及它们如何影响他们的生
活和未来。通过开放式的讨论，帮助孩子
建立独立思考的能力。

总之，面对孩子“为什么我不能像他
那样？”的疑问，关键在于以理解和尊重
为基础，通过解释家庭规则的差异、尊重
孩子的选择、强调个体差异、引导树立正
确的价值观、倾听和理解、提供替代方
案、以身作则以及鼓励思考和讨论等方
式，帮助孩子理解和接受不同的家庭规
则和价值观。

施之以爱 静等花开
马永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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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教育对学生的成长和成才有着
多方面的影响，甚至起着主导作用。重视
家庭教育，设定合理的家庭教育目标并实
施合理有效的教育措施，一方面能促进学
生人格的健康成长，另一方面也有益于学
生学习的进步。

家庭教育存在的普遍问题
家长受教育程度低，对子女引导能

力有限。父母综合素质和知识水平的高
低对孩子的人生发展存在一定的影响，
尤其高中课业较重，课程知识点难，如果
父母有辅导能力将对学生的学习产生很
大的帮助作用。相反，如果父母受教育
程度低或者对高中课业辅导作用不大，
那家庭教育在孩子的思想及学习、生活
中的引导作用就有限。就拿我这几年所
教的班级来说，虽然是城区学校，但学生
家长中大多数受教育程度低，在外务工
者居多，学生以寄宿制为主，家长和学
校、学生沟通交流较少，学生大多是在校
学习。

过于依赖学校，家校管理失衡。有部
分家长认为孩子的教育主要依靠学校，自
己的主要职责是在教育的道路上给孩子
提供物质生活保障即可，所以部分家长即
使孩子经常犯错或开家长会被老师要求
到校都觉得没有必要，以自己不懂、忙碌
等各种理由推托。谈及学生的心理问题、
学习习惯、理解知识程度等更觉得束手无
策，把教育问题全部交给老师和学校。

过度注重成绩，忽视孩子成长中存
在的其他问题。父母与子女之间特殊的
亲密关系，在教育中有着不可忽视的影
响力。有的家长认为只要学生成绩好，
便没有和学校、子女沟通的必要，实际上
成绩优异的学生也会出现阶段性的心理
问题或迷茫期，这需要家长既要当好管
理者又要以挚友的身份与孩子交流，共
同度过青春叛逆期；有的家长又觉得孩
子成绩不好，管再多也是徒劳，抱着随他
去吧的思想，忽视了发现、培养孩子的其
他优点、长处。

不恰当的家庭教育方式适得其反。

还有一部分家长，虽然有心教育好孩子，
却使用了不恰当的教育方式，最后适得
其反。

家庭教育的重要性
良好的家庭教育是社会对家庭的基

本要求。家庭不仅是孩子的第一所学校，
也是影响孩子一生的重要场所。父母是
孩子的第一任老师，也是孩子终身的老
师。时代的进步对教育者提出了新的要
求和挑战，同时家长也应该与时俱进、不
断学习，以适应孩子成长的需要。

良好的家庭教育是高质量教学的需
要，对学生的成绩影响起着不可替代的作
用。拥有良好家庭教育的学生，行为习惯
一般较好，此类学生身心健康问题较少，
他们积极向上，专注度较高，可塑性也较
强，老师教育起来更为容易。相反，家庭
教育较差的学生问题较多，遇到问题总是
找各种理由和借口逃避，精力容易分散，
较差的行为习惯对成绩起着直接的负面
影响。由此可见，高质量的教学需要良好

的家庭教育。
良好的家庭教育是学生对家长的期

望。孩子需要关心与陪伴，也需要倾听与
帮助，更需要理解与尊重，家长多给孩子
鼓励与肯定，让孩子更自信、乐观、开朗，
各方面才会越来越好。

如何形成良好的家庭教育方式

家庭教育要发挥作用，需要学校的指
导，家校共同育人格局。如何形成良好的
家庭教育方式，结合自身经验，主要有以
下几方面的建议。

加大宣传，促进家庭形成良性教育态
度。高中是孩子成长过程中的重要阶段，
而家庭教育则是孩子顺利渡过难关的重
要保障，在家庭教育差异性较大的基础
下，提高家庭教育质量刻不容缓。老师呼
吁家长们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孩子的教育
中，积极学习新的教育理论知识，转变不
适当的教育方式，给孩子的学习和成长塑
造一个良性的生长环境，让孩子以积极向
上的姿态应对高中阶段的各种挑战，更加

从容地面对高考。
多形式开展家长教育，促进家庭教育

良性发展。家长要与学校建立紧密的教育
同盟，形成家校联动，使家校教育互通互
补，形成强大合力，有效助推学生的健康发
展。同时，学校给家长提出阶段性的目标
要求，助力学生成长。开展读书会活动。
开学之际向学生家长推荐不打不骂教出好
孩子、良好的沟通事半功倍等主题的书籍，
在定期的家长会中进行交流分享，同时推
荐课外读物，让学生和家长共同学习，组织
主题班会时进行分享等。针对因为生计不
得不常年外出务工的家长，可以通过视频
或电话等方式进行指导，对于实在连网络
都不会用的家长，老师要进行家访，和监护
人进行沟通，做到一个都不能少，让家长都
参与到教学中来。

总之，家庭教育是一项复杂而又艰巨
的工作，但只要我们持之以恒，就一定会
有收获。家长成为孩子们前行路上最重
要的队友，成为助力高考学子扬帆远航的
风帆。

良好家庭教育 助力学生成长
马永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