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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科研 

营造文明、和谐、民主的家校教育氛围， 

引领孩子健康成长 
◆刘正宏 

（湖北省咸宁市嘉鱼县鱼岳镇第三小学） 

 
随着社会的发展，时代的进步，家庭因素出现多元化，如：

独生子女、留守儿童、寄宿孩子、单亲家庭、组合家庭等，网络
游戏及一些社会负能量的诱惑，都影响孩子的健康成长，教育面
临着新的挑战。习近平总书记在致全国教师慰问信中提出，希望
广大教师做学生健康成长的指导者和引路人。如何营造文明、和
谐、民主的家校教育氛围，引领孩子健康成长？这是每一位教育
工作者尤其是班主任都要面对的课题。 

现在，我将班级工作中的几个案例与大家分享。 
一、以人为本，倾注师爱。 
尊重每一位学生，“以人为本”，是对每一位教师的基本要求。

教育是心灵的艺术，心理学家认为“爱是教育好学生的前提”。
作为班主任，我时时刻刻都在用心诠释着“爱”这个字的真谛。
我走进孩子内心，了解孩子最真实的需要，付出所有我能给予他
们的。a 同学是个单亲孩子，从小缺失母爱、家庭贫困，虽然学
习成绩在班级名列前茅，但他心里总有一种自卑感。了解 a 同学
的这些情况后，我及时与孩子的家长联系，共同帮助孩子，同时
我经常与孩子聊天，急孩子所急，想孩子所想，资助孩子学习用
品和书籍，辅导孩子学习，鼓励他多与同学沟通交流，积极参加
班级、校际活动。慢慢地，孩子走出了自卑的阴霾，成为了一个
阳光、合群、好学的孩子。我相信，这是师爱的力量。 

二、少些指责，多肯定与激励。 
有记者采访心理学专家李中莹:“您研究亲子关系很多年，

您认为亲子关系中最重要的部分是什么?”李中莹:“最重要的是
无条件的爱。有真爱的家长或者真正懂得表达爱的父母会时时不
忘投向孩子肯定的目光，而且没有任何辅加条件。一个小孩子正
是在这种肯定的目光中，才渐渐地发展岀自信心，然后才能发展
出自尊，再渐渐地发展出自爱……”这个回答充分说明肯定孩子
对孩子的健康成长是多么的重要。作为教育工作者的我们应更加
明白这个道理。肯定的方式很多，诸如:灿烂的微笑、赞许的目
光、激励的话语等。 

因此，班主任工作中应尽可能挖掘学生的闪光点，加以称赞，
收到的效果是不可估量的。b 同学从小受到家长的宠惯、溺爱，
养成任性执拗、专横霸道的毛病，并将这些毛病带到学校。在班
上不能和同学友好相处，很不受同学欢迎。不过，这个孩子也不
是一无是处。我发现他劳动非常积极，不怕苦不怕累，还能与同
学协作劳动。当我发现他的这个优点后，我立马在班会课上大势
进行表扬，尔后我提出任命他为我班新任劳动委员，并掌管教室
门的钥匙。经同学们讨论同意，宣布任命时，班上响起热烈的掌
声。私下里我跟他谈心交朋友，表扬他的进步，指出他的缺点，
让他先认识自己的缺点，引导、帮助他改正缺点。同时，与他的
家长沟通，肯定孩子的优点和进步，希望家长配合学校教育。慢
慢地，他认识到了同学们对他的信任和帮助，他也在用行动回报
老师和同学。一段时间后，他的进步很大，臭脾气没有了，同学
关系融洽了，学习认真了，期末被评为“学习标兵”。 

三、以学生为纽带，搭起家校桥梁。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家庭是孩子的第一所学校。家庭

气氛的好坏直接影响孩子的身心健康、影响孩子智力潜能的开
发。父母以自身的言行潜移默化的影响孩子，父母就是孩子最好
的榜样。往往孩子在学校所受到的教育被不良的家庭氛围无形的
化解。 

C 同学头脑灵活，思维敏捷，平时各方面都表现得非常好。
近些时上课有点精神不集中，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作业也不能
按时完成。我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把他单独找出来，问他：“你

近段时间表现不够好，是不是生病了？”他说没有。“看样子那
你是睡眠不足，你每天晚上什么时候睡觉？”他不吱声了。从他
这里了解不出原因，我决定去他家走访。我把孩子在学校的反常
表现告诉给了他父母，同时向他父母了解孩子在家的情况：孩子
放学回家后不是玩手机就是在电脑上打游戏，父母问他作业完成
了没有，他说在学校就做完了（其实有时没有做）。难怪孩子表
现反常---他已经沉迷网络游戏了。我告诉孩子的父母：你的孩
子网络沉迷了，已经影响孩子生活与学习，对孩子的身心发展非
常不利。他父母听了就急了，问该怎么办？通过了解，问题主要
出现在他的父母身上。原来，孩子在家时，父母没事就盯着手机
看，忽略了孩子的存在和感受，为了不让孩子打扰他们玩手机，
放任孩子玩电脑，有时还和孩子一起玩手机和电脑。孩子对手机、
电脑有了依赖性，慢慢的就上瘾了，对其它的事情就不上心了，
于是就出现了现在的结果。帮助家长找到了原因，我明确的告诉
孩子的父母：在孩子面前，请你们不要玩手机和上电脑玩游戏。
孩子在家学习时，家里要营造出学习氛围，可陪在孩子身边看看
书，以父母爱学习为榜样激励孩子学习。休息日可以和孩子做做
健康安全的游戏或者带孩子出去走走，让孩子体会到存在感，感
受到父母的爱。 

孩子的父母听后感到惭愧、内疚，接受了我的建议。通过家
长的配合，加上我对孩子的循循诱导，孩子终于走上了正轨。 

所以说，有什么样的父母就有什么样的孩子，父母的言行举
止、家庭的学习氛围直接影响着孩子的成长。 

d 同学是名女孩子，课堂上总是一个人在下面玩自己的，漫
不经心，课堂好像跟她无关，上课多次提醒她，也没有效果。通
过预留电话向她妈妈反映了情况，她妈妈听后表示很无奈，给我
讲了她家的情况。原来她家是一个组合家庭，她是女孩的后妈。
她不是不爱孩子，每天在家照顾她，督促她学习，跟她检查作业，
讲解题目。尽管如此，孩子不买她的帐，对她有抵触情绪。她也
没办法，求助于老师。我了解到这些后，我就跟 d 同学聊天，从
聊天中也印证孩子的后妈说的是事实。于是我问她：“你妈妈爱
不爱你？”她毫不犹豫的回答说:“爱我。”又问：“怎样见得她
爱你呢？”小女孩就对我讲她后妈对她做那些。听她讲完后，我
问她：“你在家听妈妈的话吗？”她摇了摇头。“为什么？”她说
她不知道。“因为她是你的后妈？”她不作声了。沉默一会儿，
我说：“亲妈后妈是他们大人的事情，小孩不要掺和，后妈说不
一定比你亲妈更爱你，是不是？”她点了点头。我问她：“你喜
欢你妈妈吗？”她犹豫一下说“喜欢。”我说：“这就对了，你妈
妈为你付出这么多，无怨无悔，我们应该懂得感恩，你说对吗?”
她点了点头，接着我说“我知道你是个懂事的孩子，后妈对你的
好你也知道，你要感谢她，不要惹她伤心，在家里听爸爸妈妈的
话，在学校好好学习，用好成绩回报他们，做得到吗？”她小声
的说“做得到。”我鼓励她说：“老师相信你！” 

这次谈话后，孩子的状况改变了，在家里和她后妈的关系改
善了，上课听讲认真了，性格开朗了。他妈妈在电话里连声感谢
老师为她女儿解开了心结。 

所以说，家庭的结构、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影响着孩子的
内心和性格的形成。 

看着孩子们纯真、阳光般的笑脸，想着孩子们的点滴进步，
我感到由衷的幸福和快乐！看到文明、和谐、民主的家校教育氛
围，我感到无比的欣慰。 

作为新时代的人民教师，我们肩负着神圣的使命，要与时俱进，
做到以德育人，以文化人，真正成为一名党和人民满意的好教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