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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晋江六小，家长也是需要学习
的。听了是不是觉得很神奇？原来，
建校之初，晋江六小就探索成立了家
长学校，为家长颁发继续教育证
书，一年包括 36学时，家长们可通
过参加学校的各种活动获得相
应学时。

“心理健康教育要取得实
效，仅仅停留在学校教育是不够

的，必须整合学校、家庭、社会三
方力量，形成合力。”晋江六小校长

李雪强介绍，目前家长学校已多次邀
请家庭教育专家，共同策划了一年级

新生家长全学年“家长学校”课程学习内
容及课时，家校共同构建了家长体

验性课程，涵盖家长论坛、亲子阅
读会、家长志愿者活动、家长开
放日等活动。

作为百年老校，沙塘中
心小学每学期都会举办
很多活动，丰富学生的
校园生活。其中，你会
发现，总有身穿红马
甲的志愿者穿梭其
中，而当中就有家长

志愿者。
“这是我们学校促进

家校有效互动的一种方式，
通过组织家长志愿者参与学

校的六一、元旦、运动会等一些
重大活动，提高家长参与学校管

理的意识，使家长巩固‘共同教育
孩子’的观念。”沙塘中心小学校长王国庆告诉记
者，学校很重视家校协作，每学年年初都会组织家
长讨论“怎样帮助您的孩子适应小学生活”“怎样
做一个合格的家长”“怎样辅导孩子学习”等活动，
并在其中贯穿家庭德育教育。

除了开讲座之外，沙塘中心小学还利用双休
日、节假日，组织家长带着孩子参加社会实践、研
学活动，引导家长在实践和日常生活中提高教育
孩子的水平。开展亲子阅读，除了“读”的形式，还
有表演、图画、手工、实验等多种形式。

“下一步，我们还将联合家委会，通过网络问

卷了解家长需求，邀请家长到心理辅导室参加亲
子沙盘、亲子绘画等家庭团体辅导活动，促进亲子
沟通，提高家长的家庭教育水平，让心理辅导室成
为家长的教育学习基地。”王国庆说。

记者了解到，晋江不少学校还将家庭教育
“搬”进社区，利用学校心理健康教育资源服务社
会，发挥学校心理健康教育的辐射作用，从而影响
更多的家庭。

这不，日前，晋江市第二实验小学党委就联合
陈村社区党总支，开展“家庭教育进社区”宣讲活
动。国家职业心理咨询师、晋江第二实小德育处
副主任肖得心为社区家长送上了一场干货满满的
讲座。她围绕主题“如何与孩子进行有效沟通”，
从“父母教养方式对孩子的影响”“如何与孩子进
行有效沟通”两个方面入手，结合大量翔实的案
例，深入浅出地讲解，让与会家长受益匪浅。

“我们找不到和孩子的相处之道，很容易引
发矛盾，亲子关系僵硬。特别是孩子长大了，更
不愿意和我们沟通。我们不知道孩子的想法，他
也不愿意和我们说。这次听老师一讲，学到了一
些沟通的方式，回去试试。这样的讲座很好，希
望以后还能参与。”听完讲座，家长陈女士心满
意足地回家了。

据悉，晋江市第二实验小学是福建省家庭教
育特色学校、泉州市家庭教育工作先进单位，家庭
教育工作成为学校心理健康教育中心的一项重要
工作。学校通过“普及化、个性化、专业化”促进家
庭教育发展。

“学校开设了‘家长学校’栏目，定期推送家教
文章及微课视频。为家长设计课程，推进家长培
训‘全覆盖’，改变家长会的传统模式，创新了参与
式、互助式的PHP家长会形式，发挥家长的主观
能动性，让家长成为家长会的主角，以团建的
方式发现问题、尝试解决问题。”肖得心表示，
普同性的教育方法不一定能适合每个家庭的
实际情况，家长需要个性化的家庭教育指导，
才能有的放矢地帮助孩子健康成长。因此，学校
尝试组建家庭教育一对一指导团队，为家长量身
定做符合孩子实际心理需求的家庭心理教育方
案，定期举办主题沙龙、主题讲座、亲子活动等，帮
助家长解决教育孩子过程中碰到的问题，有效地
纠正孩子成长过程中的行为偏差，促进孩子健康
成长。

成立家长学校、举办亲子活动、开展主题讲座……

晋江打通心理健康教育和家庭教育“最后一公里”

周五早晨，阳光灿烂，我要去参加
晋江市“水保杯”唱歌比赛啦！一大
早，妈妈就带着我去化妆、做造型。看
着镜子里那个穿红裙子的彝族小姑
娘，我感觉有点激动又夹杂着一丝紧
张。按计划，上台前妈妈先带我找王
老师开开嗓，期望比赛的时候能呈现
最好的声音状态。可随后发生的事打
乱了所有的节奏……

当伴奏音乐响起，我酝酿好情绪，
像以前那样张口就想唱时，却发现声
音发不出来，嗓子哑了！我暗叫不妙，
自己辛辛苦苦练了那么多天，嗓子可
不能出问题啊！王老师也发现了这个
问题，他跟我说这是紧张的缘故，让我
放松再试试。可是越来越不对劲，我
不管怎么努力，一到高音部分就发不
出声来，我才意识到，事情好像没那么
简单。我心慌得不得了，又尝试了好
几遍，还是失败了。难道这段时间的

努力都要白费了吗？此时我的眼里含
满了眼泪，我强忍着不让它掉下来。看
得出来，妈妈也很难接受这样的事实，
但是她还是耐心地蹲在我面前，细声细
语地安慰我。王老师在现场教我各种
发声方法，我尽力去尝试。向老师也发
来视频，在手机的另一端陪我练声，我
依然做着最后的努力……可事实就是
如此残酷，不管怎么努力，我的嗓子还
是不给力，它就是发不了声音！

面对这突发状况，妈妈跟王老师
的建议都是放弃比赛，毕竟比赛是现
场直播，她们都希望我把最好的一面呈
现给观众。但是她们也尊重我，把决定
权交给我。我忍不住哭了起来，想起为
了准备这次比赛，老妈不但花了很多时
间、精力陪伴我，还花了“巨资”帮我请
老师、买服装，老师们牺牲了休息时间
悉心地教导我，我自己也付出了很多的
努力，为了每一句歌、每一个表情动作，

一遍遍反复地练习……说放弃我实在
不甘心。我用力把眼泪挤了回去，深吸
了一口气，决定上场！

我慢慢走向后台，一路默默给自
己加油打气，调整好状态。在舞台旁
候场时，我觉得自己平静下来了。当
我接过话筒，站在舞台中间，听着熟悉
的音乐响起，我开始随着音乐舞动起
来，一开口感觉还行，就这样我顺利地
唱完了整首歌曲。走下舞台的那一
刻，我的眼眶红了，我很清楚，按照我
今天场上的表现获不了奖，但是我知
道，这已经是我能呈现出来的最好状
态，我不后悔今天的坚持！

其实生活、学习就跟比赛一样，说
不定什么时候会来一些突发状况，但
不管怎样，我们一定要坚持下来，坚定
地朝前走，这就是我这次比赛最大的
收获！

指导老师 吴惠茹

王宸睿(晋江安海成功中心小学四年1班）

柔和皎洁的月光笼罩大地，屋内的点点灯光与月光交织
成一片。我惬意地坐在窗前，手里捧着一张已完工许久的国
画，想起那一年为了国画而奋斗的日日夜夜。

那是个夜晚，国画教室里，我手执一管狼毫，蘸上石青，
点、竖、压……转眼间，一幅青青草原便出现在宣纸上。望着
几乎成型的画，我抬起头，长舒一口气，说：“终于只剩绵羊
了！”我先把整个笔头按进墨盘中，在墨盘边缘刮掉多余的墨
汁，一提，一按，羊头便在宣纸上显了形，轻、重、轻……一对
羊角便出现在眼前。一番“操作”后，终于到了画“羊背”这最
惊心动魄的环节。胜负的关键在于“羊背”，我的心揪成一
团。我深吸一口气，再次蘸墨，从羊头处缓缓延伸。眼看就
要成功了，可是手一滑，图上多了不和谐的一笔。数天的心
血竟付之一炬。瞬间，我的心跌到谷底。

我赌气地一把甩掉狼毫，趴在桌上大哭。
“宸睿，无论做什么事，欲速则不达！多练习几次，熟能

生巧。”老师的话回荡在我耳边。
我只好从头再来，一遍又一遍地练习着。但每次都在不

同环节“跌倒”，我有些苦恼，也许我就不是画国画这块料，放
弃吧！

老师似乎看出了我的心思，温柔的教诲声传入耳：“宸
睿，达·芬奇画了三年的鸡蛋，你才画了一个晚上就想放弃
吗？画画是需要灵感和练习的。画多了，技术熟了，自然就
出作品了。这一画是关键的一笔，你多练几次，自然就找到
感觉了。”话音未落，他便拉起我的手，在画上添补几笔，羊背
似乎有了灵性，我也仿佛触碰到了国画的风韵。

我再次抽出纸，一次又一次不懈地练习，终于在画完第
一百张宣纸的那一刻，我悟到了那妙不可言的感觉。

又是一个星期六，我手执狼毫，注视着眼前的宣纸。狼毫
不停地扭动着身躯，灵巧欢快地在纸上跳着美妙的旋转舞。当
我在宣纸上画上了最后一只羊，我终于成功了！我嘴角不禁微
微扬起，露出浅浅的酒窝，一股自豪之泉在心中荡漾。

指导老师 吴桂梅

“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王
维诗中的雨，让山谷清新凉爽。我也
想一睹雨中美景，早早看了天气预
报，并记住了可能有雨的时间点——
下午五点。

到了下午五点，果然一阵风刮起
来了，这阵清风吹走了炎热，我坐在窗
前，看着窗外。突然，顽皮的乌云霸占
了天空，紧接着狂风大作，“呼呼”声刮
过楼道，沙沙声穿过树林，天空中的乌

云好像也听到了“伙伴”的指令，配合
地抱成一团，引来了更多的乌云们。

“太棒了!”我拍手叫好，“这可是一
场‘激烈的战斗’啊!”果不其然，几声

“轰隆隆”的声响后，“斗争”就开始了。
刹那间，一滴滴雨水就像一个个

小精灵一样落到地面上。空气湿漉漉
的，还夹杂着点海的气息。

过了一会儿，不知是迟了还是慢
了，天空中才弥漫着一点点雾。接着

又是一阵清风吹过大地，植物们像是
在向这场滋润它们的雨表达谢意，又
是鞠躬，又是张嘴微笑的。我看向远
处，那一栋栋高楼大厦都穿上了白色
的新衣服，我在屋里看着这些景色，愈
发觉得心旷神怡。

大雨连续下了一会儿就停了，我
走到外面，深呼吸，空气清新极了，植
物貌似也翠绿了许多……

指导老师 施丽菜

小记者作品选登

那次，我选择了坚持 一幅特别的国画

雨中即景

家庭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家长是孩子的
第一任老师，要给孩子讲好“人生第一课”，帮
助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近年来，晋江高度重
视家庭教育，通过亲子活动、主题讲座、读书沙
龙等丰富多样的形式，讲授解决家庭教育问题
的方法，帮助家长了解孩子成长规律和特点，
掌握心理健康教育基本知识和技能，为营造健
康和谐的家庭环境赋能,家校共育水平不断迈
上新台阶。 本报记者 蔡红亮 陈巧玲

“在我们学校，不仅有心理咨询室，还有家长接待
室。”行至阳溪中学科技楼一楼，一间教室吸引了记者的
注意。

只见教室门上悬挂着“家长接待室”的招牌。走进一
看，近 90平方米的教室宽敞明亮，配备了全套的办
公设备，一旁的书架上有序摆放着家庭教育报刊
书籍。家长来访接待制度、接待流程和干部值班
表等纷纷“上墙”，令人倍感温馨。

“每周，我们都会安排 1~2次接待家长
来访，实现家校‘零距离’接触，虚心听取
家长意见或建议，及时办理家长反映问
题，让家校沟通更为高效。”南侨中学
副校长、阳溪中学党支部书记曾清
源介绍，家长接待室的设置，帮助
不少家长解决在家庭教育、小初
衔接、教育教学等方面存在的困
扰和疑问，同时也便于学校及时
倾听家长的意见和建议，促进教
育教学质量的提升。

在子江中学，也有一个特别的活
动基地——学校将艺术中心一楼和二
楼会议室作为家长学校的活动基地，邀
请家庭教育专家、学校家庭教育讲师团成
员、家长代表等对家长进行培训。

“我们的家长学校不仅活动有场地、上课
有教师，学习还有教材、管理有方法。”子江中学
政教处主任杨再恩介绍，学校心理组组织编写完
善《心灵家园》校本教材，作为家长学校的主要教
材，并购买了一些中国家庭教育专家的讲座视频作为家
长学校的辅助教材。与此同时，学校还组织教师专门进
行“优秀家长课程”校本课程的研发，提高家庭教育质量。

要做好家校工作，光靠热情不能持久，只有形成一整
套完善的管理制度，学校才能得以健康地发展。近几年
来，子江中学还先后出台了子江中学家长学校章程、家长
委员会章程、优秀家长评比表彰制度、家长学校集体备课
制度、家长学校课题研究制度等，每学期将家庭教育工作
计划列入学校工作计划。

远华中学地处城乡接合部，生源比较复杂，家长素质
参差不齐。这几年，学校积极探索如何提供平台，有效地
推动家庭教育工作。

2018年，远华中学启动了“与校长有约”活动。在每
周二中午12:20—13:00接待学生，每周二晚上7:00—8:30
接待家长，由校长亲自接待，及时听取和解决学生在学
习、生活中存在的问题，听取广大家长对学校建设和发展
的意见建议，开辟师生、家校沟通交流的新渠道。

“每年，我们还会组织‘走进家庭、携手育人’大家访
活动。学校领导带领一线教师通过深入家庭与学生、家
长面对面沟通，不但了解了学生学习、生活情况，而且收
集了家长在家庭教育中存在的困惑与需求，以问题为导
向，共商对策，提出建议，共助学子更优成长。”远华中学
校长许永清介绍，大家访活动的开展受到了学生家长的
高度好评，得到社会广泛肯定。

记者了解到，晋江各校围绕家庭教育
进行了诸多实践，晋江市教育局及时跟进，
于近日在晋江市第六实验小学召开中小学
校心理健康和家庭教育工作座谈会，全面梳
理整合近年来教育系统开展师生心理健康
和家庭教育的成果做法，研究探索打造一套
内容全面、能落实落地的心理健康和家庭教
育工作机制，真正从制度机制上打通心理健
康教育和家庭教育的“最后一公里”。

会上，与会人员交流了本单位开展心
理健康和家庭教育的具体做法，并提出建
立教育系统心理健康和家庭教育工作机制
的意见建议。

蔡中元是侨声中学专职心理老师，对
心理健康教育颇有研究，他精心策划了各
种活动，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和家庭教育工
作开展得有声有色。

与此同时，蔡中元也在不断思考，“儿
童青少年对环境依赖度高，自我调整的资
源较少，年纪越小的孩子，对环境依赖度
越高，做好心理工作从环境入手才有效
果，要建立相关的家校协作机制。家校相
互配合，不推诿责任。”蔡中元还表示，应
架构预防青少年心理危机的家长学校课
程体系，将家庭教育的课程内容集中在保
障学生的基本心理健康和安全，培养合格
的家长。

其中，蔡中元提到，课程内容应尽量贴
近晋江本土家长的认知水平，内容尽可能
精简不冗杂，可以涉及青春期的身心发展
特点、如何识别孩子的心理问题及如何寻
求心理帮助，学会倾听孩子的心声，学会如
何与青春期的孩子相处、如何管理好孩子
手机使用等内容。

晋江市教育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今
后，晋江将进一步将家庭教育与心理健康
教育进行整合，形成有效的制度机制，确
保工作落地落实。此外，晋江还将继续完
善晋江市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加强家
庭教育队伍建设，成立一支专业素质好、
科研能力强、辐射面广的师资队伍；推进
家庭教育理论和实践研究，探索形成特色
化、本土化、分龄化的课程体系；开展家庭
教育知识普及和辅导，传播科学的育儿理
念和方法。

成立家长学校 为家长设计课程

探索打造能落实落地的
家庭教育工作机制

施雅楠(晋江龙湖阳溪中心小学五年4班)

张晏维（晋江市第二实验小学四年1班）

王婧瑶（晋江新塘沙塘中心小学四年4班）
指导老师 王聪雅

建设家长活动基地
开辟家校沟通新渠道01

02

03

亲子沙龙活动，拉近亲子距离。

①
家
庭
教
育
进
社
区
。

②
成
立
家
长
学
校
，为
家
长
支
招
。

家长积极参与学校活动，实现家校有效互动。

❷

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