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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课堂展现力量
除了解决班费问题外，周老师还透露，在他自己孩子的班上，家长们会通过课堂交

流，发现孩子与班级目前的实际所需，并利用自己的各类社会资源来帮孩子谋福利。“之

前我们有家长通过自己的关系，组织孩子们去少管所参观，用最直观的形式让孩子懂得

遵纪守法的重要性。一个班几十个家长，除了交流育儿经验，也可以利用自己的资源为孩

子做些实事。”

“都说孩子学习不好的才会去职业学校，

所以我很少和朋友提自家孩子在哪里读书。”

长沙财经学校学生家长周芳告诉学校老师

李伟琼。

对此，李伟琼感叹，普通家庭的孩子升

高中后，家长大多会为孩子的成绩着急；而

在职业学校，很多家长郁闷的却是面子问题。

李伟琼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学校

里有个男生经常缺课，而且还和社会上弃学

的年轻人混在一起。班主任找家长交流，没

想到对方却说 ：“之前我们出钱给他请家教，

结果他还是不读书，最后只能念职校。现在

他 15 岁了，将来的路要靠自己，我们不管了。”

听家长这样说，李伟琼知道，父母其实

是恨铁不成钢，同时也是因为孩子读职校而

感到没面子。李伟琼说，为此，学校以《如

何做一个自信的职高生家长》为主题开了家

长课堂，除了请来教育专家为家长们纾解心

结，更重要的是把很多知名企业的负责人也

一并请了来。“这些企业的负责人用真实的

学生案例，从社会的职业需求到职校生的

就业前景，方方面面的告诉家长，拥有一技

之长的孩子将来步入社会后并不会比大学生

差，这才让家长们慢慢转变了观念。”

为家长建立信心，给孩子凝聚自信
“家长放不下面子，那我们就帮他们找面子。”李伟琼通过教学实践发现，当家长

都不认可孩子时，孩子对自己的学业也往往提不起兴致。现在，通过家长课堂把大家

的面子与信心找回来，就不怕孩子教不好。“另一方面，家长也要转变观念，因为这是

一个多元化的社会，并非是‘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李伟琼说。

周正强 （长沙市第十一
中学学生家长）

周正强与孩子的关系很

僵。“我开车接送他上学，路

上经常一句话都不说。”看着

儿子，周正强气不打一处来。

“进初一后，老师就要求

我去参加家长课堂。说实话，

我觉得教育孩子是老师的事。”

勉强参加了一次家长课堂后，

周正强的想法有了改变。

“老师讲的不是大道理，

基本都是孩子生活中的毛

病。”深有感触的周正强跑

到老师那，交流起带崽的苦

闷。在老师的纾解下，周

正强试着陪儿子看他喜欢

的球赛，听他诉说心事。

“前前后后花了一年多的

时间，我发现，自己和崽有了

共同语言，他不再觉得我是

个没品的暴发户了。”从那时

起，周正强对家长课堂有了

期待，每次都帮老师组织。

“后来，老师让我给其他

家长传授经验，甚至还推荐

我去别的学校交流。我一个

没读过太多书的人，却成了家

长课堂里的红人，真是想不

到。”周正强感叹。

志良哥（长沙长郡双语
实验中学学生家长）

在长郡双语实验中学

C1505 班，有位家长也是“明

星级”人物。这位被称为“学

霸之父”的志良哥，在教育

孩子上颇有心得。

“有好经验就要彼此分

享。”志良哥为家长课堂花了

不少心思。“怎么培养孩子良

好的学习习惯”、“家庭教育

10 个一分钟”、“一个好父

亲胜过一百个好老师”……

从生活到学习，他把自己教

育孩子的方法毫无保留地传

授给大家，一些外班的家长

都过来向“学霸之父”学经

验。

“一个孩子好，不如全班

孩子棒。”志良哥觉得，当家

长都成为了朋友，遇到孩子的

问题，大家能互相支招，就不

再那么棘手了。

“学霸之父”：要让全班孩子“一起好”

课堂红人：和儿子从敌对到友好

长沙市教育局：家长应积极“充电”

父母与孩子的关系，说来有趣。

是骨肉相连的至亲，却也会产生隔阂；

是亲密无间的家人，却也会闹得不可

开交。所以，如何处理好亲子关系，

构建适用于自己家庭的亲情文化，也

成为当今社会的一个重大课题。

古有“孟母三迁”，因为人们相信“父

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后有“虎妈”、

“狼爸”走红，在精英教育思路下，父

母纷纷“望子成龙，望女成凤”；而近

年受西方育儿理念影响，“让孩子成为

幸福的普通人”、“做孩子的好哥们、好

闺密”……这种“快乐教育”的亲子方

式也为不少“80后”父母所青睐。

但不论时代如何变迁，亲子方式

如何转变，父母对孩子的爱，历来深

沉而长远。只是，所谓“爱亦有方”，

如何让爱不盲目，既不让孩子童年贫

瘠，也不让孩子成年窒息——父母承

担着培育亲情文化的责任，这也需要

父母拥有现代的教育观念、科学的教

育方法、健康的心理和良好的生活方

式。如此种种，都对家长提出了更高

的要求，走进课堂、不断学习也因此

成为必然趋势。

就在今年的12月26至 28日，全

国家庭教育实验区工作经验交流会在

四川成都召开。长沙县作为全国10 个

实验区中唯一的农村县，代表湖南省参

加经验交流作典型发言，并获得教育

部基础教育司副司长俞伟跃等的高度

评价——在更高层面上，良好的亲情

文化不只作用于家庭内部，也是对个

体生命秩序和社会生活秩序的积极构

建；教育，不仅是家庭之事，更是社

会之事，国家之事，未来之事。

■编后

“参加了多年的家长课堂后，我发

现，其实孩子的问题一大部分是来自

于家长。”作为长沙市多所学校家长课

堂的授课老师，梁珊感触很深。

通过调研，梁珊发现，在一些人

眼中，生儿育女之后人们顺其自然成

为父母，那么，对子女的教育也能“无

师自通”。很多家庭在教育孩子上也存

在认知误区。比如，教育孩子是家务

事，外人无权过问干涉；认为老人可

以完全取代父母；把早期家庭教育理

解为“提早学习知识”，把家庭教育等

同于单纯地督促孩子好好学习等等。

“通过家长课堂的沟通交流，一

些家长的观念转变了很多。”每年参加

各个学校的家长课堂，梁珊也发现，

无论是形式还是内容，家长课堂都发

生了不少变化。“原来的家长课堂大多

是把家长组织起来开大会，现在则会

分年级和主题进行细化教育，再辅以

亲子活动、家长夜校等新颖的课堂形

式，增加趣味性。”

梁珊说，随着家长课堂的普及和

改进，家长的态度也在转变。“以前，

家长觉得来听课是浪费时间，现在则

是积极参与、主动交流。爸爸逐渐成

为家长课堂的主力军，教育孩子不再

只是妈妈的责任。”

“作为孩子天然的第一任老师，家

长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是一本无字

的教科书，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孩子。所

以，为人父母是一个需要不断学习、不

断提高的‘终生职业’。家长课堂，正

是这份‘职业’的‘加油站’。”梁珊表示。

爸爸正成为家庭课堂“主力军”
梁珊 （长沙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心理教育调研员）

长沙市教育局关工委主任陈出

亚介绍 ：“目前，全市共有家长课堂

986 所，其中国家级示范性家长课

堂 5 所；省级示范性家长课堂 38 所，

市级示范性家长课堂 127 所。”早在

1988 年，长沙市第十一中学就成立了

全市第一所家长课堂；2015 年，长

沙财经学校的家长课堂被定为国家

教育部在湖南省中职学校的联系点。

为了让家长们真正做到“教子有

方，困惑有解”，长沙市教育局也规

定，幼儿园和中小学每学期至少要

组织一次家长教育课。

●教师队伍更专业
为加强家长课堂教师队伍建设，

长沙市教育局聘请各级关工委领导及

“五老”（老干部、老教师、老劳模、

老专家、老战士——编者注）人员，

选派有一定理论水平的在职教师，邀

请社会各界家庭教育专家和优秀家长

担任家长课堂教师，逐步建成以分管

德育工作的校长、幼儿园园长、中小学

德育主任、年级长、班主任、德育课

老师为主体，专家学者和家长共同参与，

专兼职相结合的家长课堂骨干力量。

此外，长沙市教育局牵头成立了讲

师团。讲师团成员近二十人，涵盖幼

儿教育、中小学教育、职业教育等。

●课堂内容有“干货”
对于家长课堂教学内容，长沙市教

育局也提出：内容既要注重系统性、科

学性，又要注重针对性和实用性。学校

可组织专家团队和志愿者，设计较为具

体的家庭教育纲目和课程，开发家庭教

育教材和活动指导手册。根据不同年龄

孩子父母的需求，有计划地面授，也可

因地制宜，采用讲座、报告、经验交流、

互动体验活动等形式，进行分层指导。

中小学每学期至少组织1次家庭教育指

导和1次家庭教育实践活动。幼儿园家

长课堂每学期至少组织1次家庭教育指

导和2次亲子实践活动。

●激励机制不能少
长沙市教育局要求，各级各类学

校（幼儿园）要建立家长课堂表彰制

度。通过年度督查和考核的方式，推

动家长课堂可持续发展。督查考核由各

中小学、幼儿园所在区县教育行政部门负

责实施，将家长课堂规范化、制度化。

■专家

■部门

用“洪荒之力”帮家长“找面子”

除了解决家长与孩子沟通交流等精神层

面的问题，家长课堂还能为解决孩子校园生

活中的实际问题“出谋划策”。

“临近年末，班上要举办活动，活动经

费哪里来？”今年11月，在长沙育英二小的“尚

雅”家长课堂上，主讲的周老师被一名一年

级的家长问及了这样一个实在的问题。

为了减负，如今班级不再收取班费等杂

费项目。可是，每年班上奖励优秀学生或是

节庆活动，都还是得花钱。“我和大家一样，

也是一名小学生的家长，你们的烦恼我也

有。”周老师笑着说，“要学生交班费？不行；

要家长捐款？也不合适。经过几次讨论后，

我们发现了一个好办法：家长自愿集资，参

与到一些靠谱的理财投资项目中，每年获得

的收益直接作为孩子班级的活动经费。” 

对于这样“接地气”的家长课堂，育英

二小校长朱金秀感叹：“我们是以‘课程培训’

为载体，为家长提供优质教育资源和学习平

台，帮助家长掌握最新的教育理念和科学的

教子方法。”朱金秀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这次的家长课堂连办了两个晚上，让家长暂

且放下手头工作、放下没有做完的家务，跟

随专家一起踏上学习之旅，“在这样氛围浓

郁的课堂里，每个家长都是那个最努力、最

好学、最专注、最认真的学生”。

新思路

家长课堂，也算“经济账”

■家长

（上接 A04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