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和谐幸福的家庭是孩子成长最好的港湾，家庭成员相亲相爱就是

给孩子最好的爱，是孩子最大的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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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宝的成长是一个美好过程。在宝宝和家人互动的过程中，流动着温暖和爱，也体现了生命的神奇、教育的力量。

《小爱日记》专栏以细腻真实的笔触，描绘一个家庭对新成员“小爱”的呵护与喜爱，并分享有关家庭教育的感悟。

文 / 姜欣（原省妇联主席）

小爱的第一个春节来临时，她已经学

会了很多新技能，比如：小手拍拍，表

示“欢迎欢迎”；小手摇摇，表示“再见”；

手指往里勾，表示“过来呀”。还有，随

着音乐的节奏，两手上下挥舞，算是“跳

舞”吧……这一切，都被我们演化成过

年时，小爱为家里的客人们准备的拜年

动作。

大年三十，家里早早贴了春联，挂上

了红灯笼，彩色气球和各种新年装饰煜

煜生辉，百合花、玫瑰花、兰花馥郁芬

芳。亲人们从四面八方赶过来团聚，小

爱妈妈给小爱穿上了红衣服红鞋子、戴

上了红帽子，还背了一个红色的小挎包，

神气十足地出现在大家面前。七大姑八

大姨们一拥而上，大笑大叫着围了上来，

仿佛有一百双手伸出来抢着要抱小爱。

原本“社牛”的小爱，从来没有见过这

么大的阵仗，“哇”的一声哭了……

小爱妈妈只好把小爱抱开，让亲戚

们和小爱都先冷静下来，然后，姨奶奶、

舅奶奶、小姑姑再一个一个地慢慢接近

小爱，小爱很快恢复到“社牛”状态，

笑哈哈地跟亲戚们玩了起来，听音乐、

弹琴、画画……她的小挎包里，塞满了

压岁钱，祝福声声、欢笑阵阵。这个春节，

因为有了小爱，家里更加团圆、更加欢喜。

窗外鞭炮轰鸣。我给小爱读王安石的

《元日》：“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

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这么应景的诗，小爱喜不喜欢，我不知道，

但她对“爆竹声”却是难以接受的。她

的小床靠近窗边，爆竹一响，她就被惊醒，

大人给她小耳朵里塞上棉花，她自己用

手把棉花掏出来。我跟小爱妈妈说：“要

不要弄一个小耳套给小爱戴上？”小爱妈妈

说：我们不要阻止小爱听各种噪音、杂音，

小爱过大年

不要人为的给她制造过于安静的环境。她总是要面对

嘈杂、喧闹的世界的……

大年初一早上，姥姥把小爱的几套新衣服都摆在

床上，让小爱自己选一套穿，小爱的眼睛紧紧盯住那

套红色小棉衣配红色小裙子的过年服，示意姥姥“这

套最好看了”……

衣服选定，我就带着小爱外出遛弯了。此时，院

子里的茶花已经打着朵儿，梅花仍在凌寒盛开，别人

家的门口摆着金桔树盆栽。远处，有几个熟悉小爱的

奶奶迎面而来，小爱咿咿呀呀地跟奶奶们打招呼。倒

当亲子关系紧张时，
老师可以作为桥梁
长沙县百熙实验中学老师 曾秀梅

我想讲我们班上一个特别优秀的女孩

的故事。她是班长，品学兼优，有一次却

罕见地在课堂违反纪律讲小话，被我当场

批评了，她也回了嘴。

之后，我把她叫到办公室想再教育一

下。没想到我还没开口，她就哭着说：“曾

老师我不是故意和你顶的，我错了。”其实，

在我印象中她不是那种居高自傲的孩子，

为何会如此反常呢？在我的安慰下，她才

哭着告诉我，因为最近她最好的朋友突

然对她生疏了，让她很难过，她几次想办

法去恢复友谊都无解。听着她哭诉，我也

十分心疼，成年人都无法处理好与朋友的

矛盾，更何况孩子。我什么话也没有多说，

认真地做了一个倾听者，并告诉她，老师

不怪你顶嘴，以后有心事就来跟曾老师谈，

我会耐心听你说的。

所以，我想对家长说，现在的孩子并

非无忧无虑，尤其是青春期的孩子面临着

升学的压力、竞争的压力。而他们的身心

又是急剧变化的时期，生活中一点点变化

都可能给他们带来巨大的负面情绪，家长

一定要多关注孩子的心理健康，平时主动

多和孩子聊天，遇到孩子不愿意沟通的情

况时，不妨来找我们，班主任在孩子心目

中还是值得信任的。多联系、多沟通，就

能发挥家校协同的最大效果。

 

当孩子出现问题时，
家长多一些自我反思
南雅星沙实验学校老师  董兰新

一个优秀的孩子背后普遍会有一位优

秀的家长，而一个问题孩子的背后或许也

有一个问题家长。我带一年级班级时，发

现小宸（化名）是班上“独”具一格的孩

子，他十分聪明、接受能力快、学习能力

强，但是极度以自我为中心，上课不大听

讲，挨了批评和老师对抗到底，孤傲，不

大和同学玩，个头虽小打架可厉害。鉴于

他的表现，我决定进行家访，深入了解小

宸的家庭环境和生活状况，以寻求更好的

家校合作共育方案。

去了他们家才知道，原来他妈妈开

学那天刚生完二胎出院回家。家长反思

可能因为近期专注力更多在二胎宝宝，

忽略了小宸的感受，让他有安全感的缺

失。另外因为家庭生活环境里缺少同龄

人，小宸从小少有玩伴，不知怎么与同

龄人相处。

  这让我意识到，当遇到特殊行为的

孩子时，班主任需要关注孩子的个体差异

和家庭环境影响，与家长保持密切联系

和沟通。不要随意给孩子贴标签，而是要

家校如何“手拉手”，老师们有话说
今日女报 / 凤网首席记者 章清清

新学期如约而至，孩子们回到了学校，家校又到了拧成一股绳的时候。近日，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就家校共育话题采访长沙不少中小学校的老师，
孩子成长路上的关键词是什么？如何配合学校当好家长？面对孩子，怎样当一个优秀的爸爸妈妈……以下几点或许是家长和学校可以参考的。

去发掘他们的闪光点。多给孩子一些耐心、

肯定、鼓励、期待，

 家长和老师教育
应该保持一致
开福区清水塘第三小学老师 何静  

在学校里，小学生撒谎的现象时有发

生，有的老师为此大伤脑筋。而有些家长

担心孩子被批评，主动为孩子圆谎。这就

给孩子做了一个错误的示范。比如，老师

要求的作业没有完成，孩子撒谎生病了或

者作业本丢了，老师找家长核实，家长就

帮孩子打掩护。

家校教育的不统一，会让孩子无所适

从，会让教育的效果归零。所以，在相互

尊重的前提下，家长的教育和老师的教育

应该保持一致。老师平日应多多联系家长，

积极反馈学生的在校情况，了解学生的

在家表现，家长和老师及时掌握学生的

发展状况，共同分析撒谎原因，共同商讨

矫正的对策。例如对撒谎行为，我们不能

听之任之，也不能过度地斥责，我们应该

以身作则，循循善诱，区分对待，引导每

个孩子成为具有诚实美德的人。

 

理解老师并为班级提供一些
力所能及的帮助
南雅中学老师 范韵

我带过的班级中，碰到过一对情商非

常高的母女。开学第一天，我还在办公室

里收拾东西，孩子的妈妈和孩子就找到我：

“范老师，您好 ! 我叫陈雨璇，是您班上

的学生。有什么忙要帮的吗？”我很感动，

回答道“暂时没有 !”“那我们就把班上的

卫生搞好吧 !”她妈妈说。在这个班我第

一个认识的就是这个孩子，后来成为了我

们的学习委员，中考 6A 进了雅礼，通过

入学考试进入了理科实验班。

还比如上届有个班，我想在每次月考

后给孩子们奖励书，但是没有班费。我在

家长群里一提，家长们马上组织成立班级

成长基金会，由基金会出资为孩子们购买

所需书籍，这让我很感动，家长们的行动

是一种信任，大家的支持让我更有动力用

心工作。

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曾说：“最完美的教育是学校和家庭的结合。”家校共育，关键在

“共”。老师和家长携手同行，彼此应该充分尊重与信任。家长与老师有效配合，家校资

源共享，形成家校共育的整合优势，才有助于为孩子营造一个和谐的家庭环境和校园环

境。才能让每一个孩子都阳光，让每一个家庭都和谐。

编后：

是我，因为跟那些奶奶不熟，

只好东一句西一句地尬聊，

感觉小爱很“社牛”，而我

有点“社恐”……

这个春节，感冒病毒肆

虐，家里人都在咳嗽，大年

十五前两天，小爱也“中招”

了，一度发烧到 39℃。小爱

妈妈很镇定地说：“小爱没

问题的，她一定会很快好起

来。”果然，两天后，小爱

退烧，又是一个笑哈哈的、

精神十足的小宝贝。家里人

都说她是“给点阳光就灿

烂”，稍微好点就活活泼泼

的，开始调皮捣蛋。

和谐幸福的家庭是孩子

成长最好的港湾，家庭成员

相亲相爱就是给孩子最好的

爱，是孩子最大的安全感。

大人们言传身教，用行动为

孩子做出了爱的示范，孩子

从小就可以在大人们身上学

习到什么是爱，怎样去爱。

新的一年，日子如星光，

温柔又安详。愿小爱一直这

样，被整个世界爱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