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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沟通增理解，家校合作促发展

◎ 陈 敏 1 张琬依 2（1. 重庆两江新区天宫殿学校，重庆 401121；2. 西南大学心理学部心理健康教育研究

中心，重庆 400715）

摘要：新冠肺炎疫情不仅影响着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更影响着人们的身心健康。在后疫情时代，中小学生更易对

随疫情而来的生活事件产生负性情绪，学校教师特别是班主任，需要积极主动联系家长和学生，通过共情理解、积极

关注、主动反馈等技术促进双方有效、深度和长期的沟通。开展家校合作可以使学校教育的优势与家庭教育的优势互

相补充，形成育人合力，促进学生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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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疫情时代家校合作促进学生健康成长例谈

新冠肺炎疫情复课期间，为保障学

生的安全以及学校教学活动的顺利进行，

我国大中小学校对疫情防控的要求并没

有放松，填报健康表、体温检测、出省报

备、逢症必休等有序进行，后疫情时代

下，诸多新规定应运而生。同时，疫情引

发的家庭矛盾和经济压力也让父母和孩

子倍感焦虑。新规定和新形势使得后疫

情时代下的家校合作面临着全新的、更

大的挑战 [1]。如何在遵守疫情防控规定

的同时做好家校共育，培养学生的积极

心理品质，考验着每一位教师，也考验

着每一个家庭。

一、案例概述

2020 年下半年， 结束了长达数月

的“云课堂”，各地中小学终于迎来了

复课。本案例就发生在复课后的某天早

上。案例的主人公叫珊珊（化名），是我

们班的一位八年级女生。她乖巧听话，

遵守纪律，学习认真，在校表现良好，

深得老师喜欢。珊珊的父母也对孩子的

学习很满意。

这天，珊珊的妈妈发来短信表示珊

珊头和肚子有点儿痛，下午想带她去检

查，特向我请假。我首先对珊珊的情况表

达了关心，然后提示她将孩子带到公立医

院去检查，并在上学时把医生开的诊断证

明带过来，因为疫情期间上级部门规定，

所有师生生病不到校、吃药不到校，必须

有公立医院的检查结果才能到校上课。家

长会和每周的班队活动都在强调，学生和

家长都明白这样做的道理。

谁知第二天，珊珊将一张私人诊所

的诊断证明交给了我。我立即和珊珊妈

妈取得联系，请她到学校将珊珊带回家，

并到公立医院检查，开具复课证明。可

没有想到珊珊妈妈并不配合，表示孩子

小感冒不需要到公立医院，私人诊所更

方便。随着我的解释，珊珊妈妈语气变

得强硬起来，并表现出对学校规定的反

感，不耐烦地说她不会来接，让珊珊自

己回家，缺课一天没有关系。学校只得

派校车将珊珊送回家。随后，我再次和

珊珊妈妈取得联系，告诉她珊珊已经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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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回家，请到家后按照学校的规定去开证明。

周一早自习，我到班级检查学生体温，发现珊

珊没有在教室。与珊珊妈妈联系后得知她感冒没有

好，要继续请假。当天，学校领导找到我，把珊珊妈

妈周末给她发的信息和图片给我看，并告诉我，珊

珊回家后向妈妈发脾气，把自己的书及学习用具扔

得到处都是，表示不想读这个班了，要求学校给她

转班。看到这个消息，我很惊讶，平时在老师面前乖

巧听话的珊珊怎么会突然叛逆起来了？平时对孩子

学习很重视的家长怎么突然说耽搁几天学习没有关

系？问题到底出在哪里？我想可能还是自己工作没

到位，和家长沟通不深入，对学生关心还不够。

二、辅导措施

（一）共情理解化抵触，与家长有效沟通

由于珊珊的情况比较特殊，我决定进行一次

家访。可到了她家门口，不管我怎么敲门都没有人

应答。我以为家里没有人，便立即打电话给珊珊妈

妈，电话响了很久后珊珊妈妈才接电话，我说明来

意，妈妈说孩子在淋浴，马上就开门。大约半个小

时后，门终于开了，迎接我的是冷冷的一句“进来

吧”，我心里不由得产生一阵凉意，心想：看来今

天的工作任务轻不了。

我试探性地从珊珊妈妈的工作和喜好聊起，让

她从内心不再抵触和防范我。我们谈生活，谈工作，

谈疫情，谈孩子的教育。从她的言谈举止中，我能感

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给她的家庭带来了不小的影响。

珊珊爸爸长期不在家，她独自一个人撑起这个家，

独自承担起对孩子的教育，内心无比焦虑、无奈。虽

然她也知道学校的规定不是针对她，但由于自身情

绪焦躁，才发生了之前的事件。我对她独自抚育孩

子的不易进行了共情，让她意识到，孩子的行为源

于模仿和学习，越是在困难的时候越是要给孩子做

一个好的榜样，家庭和学校要共同努力帮助孩子一

起度过她成长中的困境。

（二）积极关注听心声，与学生深度沟通

我使用积极关注技术引导珊珊看到自身的优

点和进步，减轻了她的焦虑情绪，提升了她回校学

习的信心。在感受到老师的接纳和理解后，珊珊坦

言，自己其实是喜欢上学的，只是因为疫情期间长

期在家而产生了厌学情绪。随后，我教了她一些心

理调适的方法，例如“正念法”，每当察觉到自己

有焦躁的情绪就闭上眼睛去体会呼吸、感受呼吸，

不评判它的对错，并且将注意力从焦虑情绪转移到

可以发生改变的事情上。

经过较长时间的交流，珊珊的心情得到了平复，

脸上露出了轻松的笑容，表示明天就会来上课。

（三）主动反馈促发展，与家长保持长期沟通

那次家访之后，珊珊每天都按时学校，并且心

情很不错。某天，学校领导又找到我，把珊珊妈妈

的反馈告诉我：珊珊妈妈说学校的家校共育工作做

得很细致，她从内心感谢学校为孩子做的一切，自

己也愿意支持学校的疫情防控工作，同时，也会更

加关注珊珊的心理健康。

此后，我经常和珊珊妈妈交流，向她反馈珊

珊在学校中的积极表现。珊珊妈妈告诉我，从那件

事之后，她尽力做到包容、理解和信任孩子，还设

计了“周末亲子时光表”，在周末与孩子一起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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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食、打理植物等。通过在课堂和课间对珊珊的观

察，我发现她变得更加乐观开朗，经常帮助同学，

和同学的关系也越来越好。看着她洋溢着笑容的脸

庞，我感到十分欣慰。

三、教育反思

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改变了中小学生的学习和

生活，也引发了家长们的不适感和紧张感。一些家

长发现孩子出现了作息不规律、缺乏学习兴趣、在

家玩电子游戏、情绪烦躁等问题。此外，还有部分家

长将自身由于疫情导致的经济压力和情绪恐慌传递

给了孩子，造成了紧张、充满压力的家庭氛围。

家庭和学校是现代教育体系中最主要的两大

系统，两者各自具备属于自己的教育理念和模式 [2]。

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的出发点和目的终归是一致

的——都是为了孩子更好地发展。随着家校共育

的推进，在家校合作方面的胜任力日渐成为教师

尤其是班主任的必备能力。在抗击疫情这一特殊

时期，家庭和学校应该在同一条船上，往同一个

方向划。如果家长与教师成了一对矛盾体，那么

在孩子的教育问题上就很难达成一致意见。只有

增进家校沟通，家长和教师才能成为一个统一的

共同体，才能携手为孩子提供温暖、和谐的成长

环境和氛围，给孩子的心灵以滋养 [3]。为此，班主

任作为学校与家庭沟通的桥梁，在工作中应当做

到耐心倾听、积极共情、增进理解、目标一致。

（一）耐心倾听

疫情后，人们出现适度的焦虑和紧张是正常现

象。采用耐心倾听的方法来接纳家长的情绪变化，

有助于沟通双方的思想一致和情感培育。班主任的

耐心倾听，可以让家长感受到被理解与被尊重，从

而增进双方的正向关系。在面对家长不配合、不信

任时，班主任应耐心倾听家长的心理需求，这有助

于突破沟通困局，赢得家长的坦诚相待与真诚理

解，从而携手帮助孩子解决问题。具体而言，班主

任可以采用电话沟通、上门家访等形式倾听、了解

家长的所思所想。

（二）积极共情

共情，是指设身处地地站在对方的立场感人所

感、想人所想。家长们因学习经历、社会经历、职

业经历等不同，对于孩子的教育问题也会有不同的

看法，对于班主任的工作会采取配合、反抗、漠然

置之等不同应对方式。对此，班主任应站在家长的

角度去共情，促进其合理处理情绪，减少非理性行

为，争取家长的支持。

（三）增进理解

部分家长和教师对于家校合作的理解存在偏

差。个别家长认为，将孩子送到学校，教育孩子的

责任就完全归于学校和教师，自己可以放心当“甩

手掌柜”。个别教师把自己分内的工作转移给家长，

例如，让家长代替自己辅导学生学习和批改作业

等。认识出现偏差，就会造成家长和教师直接的责

任边界模糊化，难以实现家校合作的目标。为此，

教师首先应当明确自身的责任，耐心与家长沟通疫

情后家校合作的方式，引导家长明确家庭教育的重

要性，找到彼此协作的“点”。其次，教师应搭建父

母和孩子之间的沟通桥梁。例如，教师可以引导学

生与家长共同制定“疫情后家庭快乐日历”，记录

家庭成员在疫情有所缓解后生活中发生的愉悦瞬

间。这样可以促进家长和学生的沟通，增进亲子关

系，同时赢得家长对学校工作的支持。

（四）目标一致

家校共育，关键在于“共”。学校与家庭的一致

程度和配合程度影响着孩子的发展 [4]。一方面，学

校应当明确自身的教育目标，赢得家长对于学校管

理水平和培育体系的认同；另一方面，学校应当调

动家长参与家校共育的热情，更新家长的家庭教育

理念，为学生打造和谐的家庭教育环境。总之，学

校和家庭应当明确各自的教育责任，划好家校合作

的“经纬线”，厘清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的职责、边

界、任务、分工，如此才能目标一致，同心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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