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科研 

以暑期“大家访”为依托 
新时代家校共建协作模式研究——基于两个原生家庭的对比 

◆单旖旎  刘  佳  史宗平 

（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  河北省秦皇岛市  066004） 

 
习近平总书记在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时指出：“青年最

富有朝气、最富有梦想。近代以来，我国青年不懈追求的美好梦
想，始终与振兴中华的历史进程紧密相联。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
们，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实现我们的发展目标就有源源不断的强大力量。” 为了深入了解
学生家庭的实际情况，有针对性地做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
作；促进学校与家庭、辅导员与学生家长的联系，形成学校教育
与家庭教育的强大结合，摸索出家校共建的良好互动模式；进一
步提高辅导员的思想政治素质和工作水平，用心整理学生情况，
精心规划走访路线，走心完成家访任务！旨在通过家访对这些学
生“代表”的成长环境、家庭互动模式等方面进行了解、分析,
对比出相对优秀学生与“问题”学生的自身行为表现与家庭教育
之间的关系，为我们更有效的开展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供新
思路、新方法。 

一、案例概述--两个原生家庭的对比 
学生 A：学习成绩优秀，性格自信开朗乐观，在同学中人缘

极好，担任院、校学生干部因工作能力突出，获得老师们一致好
评。 

学生 B：学习目标不明确，濒临退学边缘，自卑心理、情绪
化严重，在同学中人缘较差。 

我们在家庭实地走访中，通过做调查问卷、与家长面对面交
流等方式，对以上两名同学的成长经历、家庭教育模式等方面有
所了解，现对其家庭情况分别做以归纳、整理： 

A 同学：来自乡镇，父母为个体，家庭条件一般。孩子从小
在奶奶身边长大，奶奶的言传身教对 A 同学影响很大，家庭氛
围和谐，民主、平等，从小给与孩子自我空间，注重有效沟通，
每周必通过电话、微信等途径和家长汇报学校所见、所闻，个人
的所思所想。每次放假回家的第一天，和家长畅谈至深夜是“固
定项目”。家长的教育理念是，跟孩子平等对话，给与充分的信
任，让孩子在爱的环境中成长。 

B 同学：来自省会城市，母亲为大学教师，父亲经商，家庭
条件较好。父母与孩子的沟通相处模式以说教方式较多，不容许
孩子提出反对意见，对于孩子的成长付出很多心血，从小无论在
生活和学习上，尽力为孩子安排“最好”的一切。家长的教育理
念是，只要你好好学习，听父母的话，想要什么就给什么。 

两个学生，来自两个家庭，接受两种不同的家庭教育方式！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
学校...家风是一个家庭的精神内核，也是一个社会的价值缩影”。
萨提亚是美国最有影响力的家庭治疗师，他曾经说过：“一个人
与原来的家庭有很大的关系，终其一生无法摆脱原生家庭对他生
活的影响。”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对 2000 人进行的一项调查
显示，受访者从原生家庭中主要继承的是生活习惯（79.6%）、价
值观（56.2%）和待人接物方式（53.1%），家庭的氛围、成员之
间关系、父母教育方式等对于青年学生思维方式的形成、性格的
培养、行为处事的模仿都有着深远的影响，只是这些影响都是潜
移默化的，并不为大多数家庭所注意和重视。 

二、案例分析--透视“问题学生”背后的“问题家庭” 
通过对比我们发现，“问题学生”的背后普遍存在着“问题

家庭”。我们在大一、大二和大三 280 名学生发放关于原生家庭
对自己影响的一份调查问卷中，其中有 81.79%的学生在“父母
发生矛盾的主要原因”一题中，选择“父母无法理解自己的想法，
不体谅自己”，76.43%的学生在“希望通过哪些活动使亲子关系
更加和谐”一题中，选择“换位思考聊天谈心”，由此可见，孩
子和父母之间缺少沟通、信息交流不畅等问题。 

1、“非客观”评价孩子 
据观察，自信心不足的学生，原生家庭的教育模式通常是以

打击、否定为主。父母一方面对孩子要求极高，另一方面孩子的

行为表现达到他们满意的标准时候又极少，经常对孩子使用语言
暴力，久而久之，学生对自己产生严重怀疑、自卑心理，进入大
学后即便遇到小的挫折和打击便会一蹶不振。 

2、“有条件的”爱 
如果问家长，爱自己的孩子吗？相信会得到 100%的肯定答

案：当然爱！但是，我们给孩子的爱是无条件的吗？大多数的家
长，生活中包办了孩子的一切，大到高考填志愿，小到穿衣打扮，
经常对孩子说的一句话是：“爸妈不要求别的，只要你好好学习！”
家长只是在以爱之名，行要挟之实；在以爱之名，行霸道之实！
很多青年学生在进入大学后会得一种所谓的“空心病”，在大学，
脱离了父母管束，突然失去了方向和目标，学习没动力，活动没
兴趣，黑白颠倒玩游戏，深究原因，其实隐患的种子，在父母给
的“爱”中就已经埋下。 

3、缺乏适度的“挫折教育” 
失败，是人成长过程中躲避不掉的话题，“人生不如意事十

有八九”，既然人生不如意的事情达到 80%--90%之多，为什么
我们绝大多数的家长却把孩子的失败看得如此严重，乃至被放大
到 无 以 复 加 的 地 步 ； 为 何 家 长 只 是 一 味 的 让 孩 子 去 追 求
10%--20%的成功，忽略了成功的概率是多么的低。成功，是每
个人所追求的。但，对于原生家庭的教育来说，给与孩子适当的
挫折教育，教会孩子如何有尊严的输是非常必要的。在教育过程
中，对孩子既不宠溺包办一切，也不过于追求“快乐至上”原则，
对子女过度放纵。青年学生只有经历风雨才会突破自身障碍，内
心愈加强大和豁达。失败，是未来成功的助推器。 

三、结束语 
通过家访平台，不仅可以增进辅导员与学生心灵之间的契

合，而且可以使高校的教育模式与家长的教育理念有机结合起
来，真正实现对每一位学生因材施教，在增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
育工作获得感的同时，实现了高校辅导员思政工作的可行性、针
对性和实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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