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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农村学校学生家长缺乏科学有效的教养孩子

的方式方法，更多是希望学校能承担起教育孩子的

一切，特别是品性和成绩。

我于 2005 年毕业后进入浙江省慈溪市一所市

区私立高中担任专职心理教师 6 年，在 2011 年调

入现单位，开始一名农村初中心理教师的职业生

涯。前后两段不同的工作经历中发现，一方面，城

区的家长本身学历、工作、社会地位、经济收入等

方面优于农村家长，他们对于子女的教育问题更为

重视，而且对于提高自身育儿素养有较强的意愿和

行动力，所以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会发现城区的家

长更热衷于参加各种提高自身素养的学习。另一方

面，农村家长更多是寄希望于学校。

在每年的新生心理档案建立过程中，总是能

发现很多农村家长处理孩子的问题简单粗暴，非打

即骂，极少与孩子、老师沟通，导致一些学生的问

题长期很难解决。很多班主任也普遍反映，其实很

多孩子本性还是不错的，但是家长错误的教育方式

使得学校的教育影响力变弱，甚至出现5+2=0的局

面。比如说现在越来越严重的手机使用问题，有些

农村家长很纵容自己的孩子，甚至允许孩子带手机

来学校，不顾违反学校规定。 

我之前的研究显示，家长健康的养育方式对初

中生形成积极的应对方式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农村

中学生父母亲情感温暖和理解与采用积极应对方

式呈显著正相关，与消极的应对方式呈负相关。家

长对孩子的尊重理解、鼓励支持有利于子女形成良

好应对方式。但是客观来讲，农村家长也缺少提高

自身素养的学习机会。基于此，想通过开设系列家

长课堂的方式，为农村家长提供一个学习的渠道，

希望他们通过学习能够改善家庭教养方式，从而改

善亲子关系，使中学生全面健康发展。

二、解决问题的过程和方法

（一）走访家长，探究内因

走访家长，与家长直接沟通是了解家长养育方

式、家庭教育的重要途径之一。因疫情原因，家访

采用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在几个不同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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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点对家长进行访问。

疫情阶段，部分农村家长对学生在家上网课

的模式、方法不甚了解，担心孩子是否适应网络学

习；另外，长时间的宅家相处，亲子冲突不断增大，

矛盾突出。对此，班主任联合科任教师和心理教师

对于一些网课适应不良、亲子冲突严重的学生通过

电话和微信等形式对家长进行沟通和指导，让家长

了解孩子网课的模式及学习方法，并学习一些亲子

沟通的方法，缓解矛盾。

复学后，班主任及心理教师高度关注八类心理

高危学生。针对八类学生，班主任以电话家访和部

分现场家访的形式，与家长沟通学生的身心状况，

普及相关心理健康知识、家庭教育方法和亲子沟通

技巧，帮助家长了解孩子心理状态，正确看待孩子

身心健康问题。

农村学校地处偏远，有些学生家庭困难，家庭

教育理念落后。2020年新学期开学后，课题组走访

了所调研班级的大部分家庭，与家长面对面地沟通

和交流，了解孩子的家庭状况和学习情况，家长与

孩子平时的相处模式，并与家长交流适合孩子的学

习方式和家长在教育和培养孩子过程中可行的方

法和技巧，让家长明白孩子的身心发展，改善自己

的教养方式。

我们调研的班级里，小 W 原本是一名学习成

绩中等偏上，热心帮助同学的孩子。可是，疫情延

迟开学期间，科任老师几乎收不到小W的作业，班

主任多次提醒，依旧收不到这个学生的作业，即使

偶尔几次上交，也是字迹潦草、敷衍了事。

网课两个月后，终于迎来了学校复学。小 W

变了，他上课无心听讲，作业常常遗漏，甚至与同

学发生冲突。面对小 W 的种种不良表现，我们课

题组决定去他家走一走。

当我们告知父母他们的孩子这学期都没有认真

完成作业，家长叫苦连天：“老师，我每天都问他作

业做好了没有，他都说做好了。”在进一步与家长

的沟通交流中，我们察觉小W家庭在教养方式上存

在不足——教养方式方法存在局限性、单一化。

小 W 家长说，自己每晚都陪孩子学习，每天

都询问孩子有没有完成家庭作业，小 W 却认为父

母从来不关心他。父母所谓的陪学习，其实是孩子

在自己房间做作业，家长在自己房间看电视。陪伴

孩子学习的是一部手机，手机里的电影、小说成了

小 W 日夜相伴的伙伴。父母对孩子的教育不能光

靠单一的说教，更需要身教，以及用良好的环境去

影响他。所以，针对小W这一年龄的孩子，我们建

议家长在管教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方式，改变单一

的说教方式，营造良好的家庭学习氛围，让孩子时

刻感受到父母的陪伴和温暖，给孩子支持和鼓励，

从而促进孩子的成长。

（二）案例宣讲，打通心结

我们调研的班级，二胎家庭较多，甚至还有三

胎家庭。小 B 就来自二胎家庭。复学后的第二周，

小B找到了班主任：“老师，我太难受了，我生不如

死！”经过一番交流后，我们得知，疫情宅家期间，

小B与上大学的姐姐因为一些小事闹了不愉快，小

B内心郁闷向父母寻求安慰。而父母用一贯的处事

方式回应小B的情绪，认为是小B过于幼稚，久而

久之，小B无助之极，近一个月处于失眠状态。

针对小B的情况，我们邀请学生的家长、姐姐

来校沟通，进一步了解情况。在交流中，我们察觉

到小B家庭在教养方式上存在不足——对孩子缺少

真正的了解，不走心的交流和沟通造成了亲子之间

的结。小B姐姐从小到大比较乖巧，小B个性张扬，

比较之下，父母更偏爱姐姐，何况姐姐的学业成绩

也比较好，小 B 在家中永远是那个被比下去的孩

子，父母更多地关注到她的不足与缺点，常常加以

指责，对小B表达较多的失望。此外，姐姐在管教

这个“不听话”的妹妹时权威性甚至超越父母，小

B承受的压力是巨大的。

对此，我们搜集了一些小B写的日记，小B努

力在行动，希望得到父母认可的案例等，生动地还

原小B当时的想法。小B把洗衣机搞坏了并非她本

愿，她只是希望自己把弄脏的床单洗干净，分担妈

妈的工作。小B与姐姐争执，源于姐姐指责小B什

么事情都不会做，然而又不能好好教她。当我们把

这些事情摊开来好好回忆后，小B的妈妈流下了眼

泪。的确，父母在管教孩子的时候要多角度去关注

孩子，一味放大孩子的错误，最终会得到一个一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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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处的孩子。小B的心结也因为那次敞开心扉的交

流打开了。通过这样的沟通，也为小B的父母创造

了一个全面了解孩子的机会，审视自己在教育孩子

上存在的困惑。

（三）亲子互动，陪伴成长

良好的亲子关系能促进孩子更好地成长。我们

调研的班级中，小S是一名听话的学生，身高180的

小 S却少有这个年龄孩子该有的青春活力。在小S

身上，我们看到的是深深的自卑与难以抑制的沮丧。

小S学习能力较差，小学成绩是班级最后几位。升

入初中后，父母希望小S能考上普通高中。小S的父

母一味期望孩子能按照自己的期望发展，而没有关

注到小S的实际需求与实际能力。小S的妈妈自作

主张，让小S放弃了学习多年的乐器，给小S增加了

很多学科类的补习班，还有一些额外的学科作业。

久而久之，小S对初中生活的新鲜感和学习动

力渐渐消失，表现为课堂上难以专注，对自己的错

误难以容忍，甚至出现撕破作业本等粗暴的行为。

我们察觉小 S 的父母在教养方式上存在不

足——对孩子期望过高，过于专制的管教方式，使

孩子在青春期的自尊自主等需要不能得到满足。父

母总是希望孩子全盘接受自己的观点，甚至完全按

照他们的要求去做，这会加剧亲子矛盾的发生。小

S表面上没有对父母的专断表现出反抗情绪，但是

高期望的要求下孩子是痛苦与无助的。小S的父母

并没有察觉到孩子的苦闷。我们与小S的父母交流

中，发觉家长与孩子的沟通极少，也极少耐心地倾

听孩子的想法。我们建议家长坚持利用吃晚饭的时

间听孩子聊聊学校的事情，听听他遇到的困难或者

压力，不要一味地围绕学业。周末的时候也要创造

条件增加和孩子的互动，比如和孩子爬爬山，运动

一下，既能为孩子减压，也能增进亲子关系。通过

一段时间的跟进，我们发现小S的父母和孩子之间

的关系得到了缓和，孩子在学校的表现也慢慢正常

化，学习态度和结果也往好的方向发展。

（四）考前辅导，提供援助

2020 年 4 月下旬初中实现了全面复学，由于

疫情的特殊情况，家长们普遍表现出对孩子网课期

间学习效果的担忧、焦虑。我们面对家长做了一个

摸底，反馈出来的担忧有：前段时间孩子上的网课

效果到底怎样？回校后能不能跟上老师的节奏？学

校组不组织摸底考？如果考出来很糟糕怎么办？是

不是要把网课期间的知识块重新补一补？针对家长

们对孩子学习、考试的焦虑，课题组特意在学校微

信公众号上给家长们回了一封信。

亲爱的家长们：

你们好！非常理解你们对孩子情况的担忧。其

实孩子网课学习效果跟原先的学业水平、学习态

度、学习能力都是息息相关的，我们需要去关注和

调整的应该是深层次的问题。

另外，请家长们尝试着和老师多沟通，同时主

动反馈孩子在家的学习情况，让老师对孩子的学习

有更清楚的了解，从而能更有针对性地帮助孩子。

最后想说的是，千万别忘记跟孩子多沟通。我

们父母看到的和孩子的真实情况可能也是有差异

的。如果孩子本人觉得适应得还好，那么我们要做

的可能就是提供心理上的支持。

中考影响着学生人生发展的方向，是每个家庭

十分关注的大事。在中考季，我们针对家长也开展

了心理助考与你同行的活动。及早做好对家长的培

训，让家长了解中考相关的政策，了解自己孩子学

习状况，乐观坦然面对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对孩

子施加积极的影响，避免因家长的过分期望和担忧

给学生造成焦虑与压力，产生不良的后果。随着中

考的临近，父母的焦虑也可能日益增加，所以我们

在微信公众号推出了几期面向家长的考前调适，帮

助家长适当地释放焦虑，学会寻求各方资源，为孩

子创造一个良好的备考环境。

通过这些考前辅导措施，形成了强有力的家校

合作，缓解了家长们的焦虑情绪，更加客观、理性

地帮助孩子们备考。

三、研究成效及思考

（一）改善家长课堂，提升农村学校学生家长

教养孩子的能力。

从我们对学生以及家长的访谈中了解到，课

程的学习对更新父母的教养观念、改善家庭亲子关

系、提升家庭成员之间的和谐程度起到了积极的促

进作用，活动受到家长和学生的一致好评。从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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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反馈中了解到，他们对这方面内容非常需要，家

长课堂帮助他们了解孩子，学会了和孩子的沟通之

道，从而也让自己能更好地助力孩子的成长。家长

由于主客观的原因，科学育儿的素养不足，所以家

长课堂的开展解了他们的燃眉之急。通过一年的家

长课堂实践，学生的家长在以下三个方面有了很大

的改变。

1. 发挥榜样作用

通过家长课堂，很多家长在日常教育中积极践

行身教重于言教的理念。比如，农村家长虽然可能

学历不高，忙于生计，但也能坚持打卡读书，并在

家长课堂上进行分享交流。在面对挫折时，有些家

长表现出比以往更加积极应对的态度，思考解决方

案。在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家长以身作则，给孩

子树立榜样，给予孩子润物细无声的积极影响。

2. 积极调控情绪

情绪的管理对很多人不是容易事，尤其是对于

农村家长，他们有生活经济的压力，三班倒工作的

压力，养育多个孩子的压力以及错综复杂的人际关

系的压力，很容易有负性情绪流露出来，更有甚者

会发泄到孩子的身上，无形中会给孩子带来心理阴

影。所以家长课堂中，我们开设了情绪调控、压力

管理之类的课程，家长把课堂上学到的方法策略应

用到实际生活中，学会管理好自己的情绪，让家庭

的氛围变得融洽和谐。

3. 加强亲子沟通

沟通是人与人之间交往中所必不可少的过程，

在初中这个阶段，很多孩子倾向于和同伴沟通，而

很少和父母沟通，这个时候在家庭教育过程中，父

母应更加主动积极地与学生沟通，避免命令专制

的居高临下姿态，创造出民主的家庭氛围，使得孩

子有自主性，在遇到挫折困境时，能更有主见，积

极主动地去应对。多给予孩子情感上的温暖，尊重

他们人格的独立性，并且在他们独立应对挫折的时

候，给予更多的鼓励。

（二）改善家长课堂，重在结合家长实际

家长课堂在帮助家长了解孩子心理，促进亲子

关系上取得了不少成效。但因首次探索家长课堂在

农村学校的实践应用，其中还有些不足之处，在未

来的家长课堂中，要改善课堂内容和开讲方式，与

家长站在同一立场至关重要，而这一立场可从以下

三方面考虑。

1. 基于农村家长的现实情况

农村学校中，很大部分家庭生活条件艰苦，父

母忙于生计，打工养家，对于课题组组织的家长课

堂，部分家长没有时间参加，也可能路途遥远，无

法赶到现场听课。对此，课题组根据家长的现实情

况，未来会推出线上直播模式，没有时间参加现场

课堂活动的家长可以在线观看直播课堂教学，同时

提供在线问答和交流。

2. 基于农村家长的实际需求

部分农村家长因学历低、观念落后等原因，他

们在教育孩子过程中，会沿用传统教育理念来养育

孩子。从访谈中我们也发现，有些家长反映，自己

不了解孩子的成长发育，不知道孩子在想什么，自

己也很想学习先进的教育理念来教养孩子，但是苦

于不知道该去学习什么，去哪里学。基于此，课题

组在未来的家长课程设计中，先以访谈和问卷的形

式，调查农村家长在养育孩子过程中的实际需求，

包括青春期孩子的心理发展特点、农村与城区孩子

的差异、农村孩子的学习指导方法等，设计专门针

对农村家长的课程内容。

3. 基于农村家长对孩子的期待

农村孩子对家长来说可能是改变整个家庭的

最大希望，他们希望孩子生活得更体面，在社会上

能争取“一席之地”。所以大部分家长想尽一切办

法，希望孩子能够通过求学走出一条相对光明的大

道。当教师和家长谈到子女时，教师对孩子的评语

可能会触到家长内心深处。所以教师在和家长的沟

通过程中，要充分理解家长对孩子的期待，把握好

语言分寸。基于此，课题组在未来的家长课程设计

中，可以通过改进课程设计，拓展课程形式，采用

沙龙、小团体互助等模式，进一步创设和谐平等的

沟通氛围，让家长课堂更走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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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惩戒是一个由来已久但是从未丧失过热

度的话题。一方面，国家呼吁禁止对学生实施体

罚、言语辱骂等，教师们稍有行为和语言上的不

当，不仅要承担一定的社会舆论压力，还会面临学

校乃至国家给的各种处罚；另一方面，关于学生因

为遭受教师的“批评指责”离家出走甚至自杀的事

件屡见报端，甚至还有学生对教师的批评指责怀恨

在心，报复打杀教师的恶性事件也时有发生。每一

个恶性事件似乎都在给处于教育一线的教师们敲

警钟，警告教师们要时刻谨言慎行。在这样的局势

下，很多教师不再敢去管学生，他们害怕因为批评

不当招致非议，也害怕引起学生的过激反应和打击

报复，即便当学生们犯了错误需要惩戒的时候，教

师们也是畏首畏尾地选择忽视。就像孙悟空苦于唐

僧的紧箍咒，只能看着白骨精在眼皮子底下兴风作

浪。此为不敢。

对于教育惩戒的争议，在另一个层面也反映了

一个现实的问题，就是在目前的教育环境中，确实

有部分教育工作者存在惩戒不当的现象，如过度批

评，言辞、体语不当，情绪化，不能做到公平公正

和善而坚定的爱

◎ 卢路路（浙江省诸暨市海亮外国语学校，绍兴  311800）

摘要：没有惩戒的教育是不完整的，惩戒作为教育的一种手段非常重要，但是也饱受质疑。导致现在很多教师，尤其是

班主任们不敢使用、也不知道如何合理使用惩戒权。正面管教倡导和善而坚定的教育方式，为合理的批评惩戒方式提供了四

个衡量标准：是否和善与坚定并行、是否长期有效、是否能够帮助孩子找到归属感和价值感以及是否能帮助孩子在错误中成

长，从而学会相应的社会技能。同时，教师结合多年的班主任工作经验，总结出六个行之有效的惩戒策略：共情、尊重、真

诚、关注问题解决、跟踪和反馈以及坚信爱是唯一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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