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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期末考

试结束，各中小学

家长会马上开起

来。近日，湖南浏

阳一位父亲在家

长会上的温暖发

言视频，获得网友

百万点赞，“无论

成绩怎样，爸爸永

远爱你，永远是你

最坚强的后盾”。

平实朴素的话语

直击人心。

　　一直以来，家

长 会 多 是“ 老 师

说，家长听”。这

位父亲“人间清醒

式”的发言，引发

关注和思考：家长

会，不应只是与家

长的会面，更应是

一次“思想汇”。

  不能缺席
的“片场”

　　有个校园段

子归纳了学校四

部“大片”：《开学》

《考试》《放榜》《家

长会》，《家长会》

被 戏 称 为“ 灾 难

片”，甚至还编撰

出一些令人捧腹

的文案，如“为什

么学生知道后表

情那么恐慌，为什

么家长回家后发

无明业火……”家

长会不应是“灾难

片”，可以是这些———

　　成长片，演绎“家校合伙人”。

　　引用苏霍姆林斯基的一句话，“两

个教育者——— 学校和家庭，不仅要一致

行动，要向儿童提出同样的要求，而且

要志同道合，抱着一致的信念，始终从

同样的原则出发，无论在教育的目的

上、过程上，还是手段上，都不要发生分

歧。”

　　家长会是家校沟通的平台，家长与

老师面对面沟通，恰似“合伙人”之间的

“股东会”，共同研究孩子的成长，实现

“同频共振”。

  励志片，相信“相信的力量”。

　　近日，在杭州市某小学一次家长会

上，学校特制了“种子入场券”，浸泡在

水里后，就能埋进土壤播种，借此传达

“育人如种花，先播种，后发芽，最后茁

壮成长”的观念。

　　家长会除了让家长了解孩子的在

校表现等情况外，更重要的作用是引导

家长树立正确的教育理念，要有耐心静

候种子萌发。同时，认识到孩子“有的

是花，有的是树”，相信给予他们最需要

的养分，便可以使花儿绽放得更加灿

烂，让小树长成参天大树。

　　亲情片，陪伴“从不曾远离”。

　　家长会，父母参与进来，既可了解孩

子状况，又可借机改进教育方法。网上

不少短视频，家长介绍育子经验时多提

到“陪伴”的重要性。青少年法治教育片

《爱的家长会》，演绎了初中生小林不断

重启的轮回人生，在“什么都不管”“什么

都想管”的家教模式下，孩子都出现了成

长问题；而在“温暖的陪伴”模式下，每个

关键节点都有父母在，他们都以包容和

理解为前提，使得孩子走上坦途。

　　“青春的十字路口，只有爱才能指

引方向。”家长会，是家长不能缺席或

走错的“片场”。

  不能缺少的“好声音”

　　近几年，家长会不时引发关注和讨

论，多数是因为“爸爸去哪儿了？”日

前，有媒体报道，高中家长会突然成为

话题，原因是有人发现：小学和初中家

长会没几个爸爸参加，孩子上了高中来

开家长会的爸爸一下子增多了。“爸爸

回来了”当然是好事，文首提到的那位

爸爸的“好声音”，也为如何开好家长会

以启示一一

　　“开好”。2023年1月，教育部等十三

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健全学校家庭社会

协同育人机制的意见》，明确了学校、家

庭、社会三方在协同育人中的各自职责

定位及相互协调机制。家长会是家校

联系的主要方式之一，开好家长会，对

宣传学校办学思想、打造家校育人合

力，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说好”。为开好家长会，学校和老

师认真准备，网上甚至有不少名师“手

把手”教新老师们如何准备提纲，怎么

来说。

　　“学好”。“家长好好学习，孩子天

天向上”。家长会，也是家长学习的机

会，学习正确的教育理念，学习教育孩

子的好方法等，向老师学习，向其他家

长学习。其实，教育理念基本都懂，查

询好的学习方法也唾手可得，但家长会

的作用不可替代。

　　套用电视剧《繁花》里的一句话，教

育孩子这件事，“讲起来都是老法师，真

到自己身上全是小学生，年年留级，永

远拿不到毕业证。”

　　家长充满真知灼见的“好声音”，可

以让家长之间相互启发、提醒、督促，一

定程度上可以缓解“不辅导作业母慈子

孝，一辅导作业鸡飞狗跳”等现象，消除

一些“内卷”的焦虑。

  不能“冷场”的对话交流

　　“怎么开好期末家长会？”各方都

在探索。近日，“中国教育报”微信公众

号发文支招，不少教育专家也献计献

策，有不少亮点。

　　比如，少一些“会”的味道，让对话

交流的氛围浓起来。家长会是一场助

力孩子身心健康发展的双向奔赴，学校

要积极引导，激发各方活力。而学校单

向输入的“一言堂”式家长会，是无法触

动家长思想情感的。在很多学校，“老

师讲家长听”的家长会正发生改变，体

验多了、互动多了、批评少了。近日，有

学校举办家长沙龙，采取了“世界咖啡”

家长会谈形式，让每位家长都有体验、

有交流、有思考、有收获，进而真正解决

育儿问题，与学校一起做好教育的合

伙人。

　　比如，开设“家长节”，使交流更加

“声入人心”。有学校将每年某个月份

确定为“家长节”，构建起一个多元、立

体、灵动的家长会平台，一方面，邀请家

长走进课堂观课，了解孩子课堂学习、

教师授课等情况；另一方面，让家长了

解孩子们的动态等，拉近家长与学校的

距离。“学校和家长说”“教师和家长

说”等，在相互诉说中，碰撞出了更多

“好声音”。

　　参加家长会，在了解孩子的“一扇

窗”中发现更美风景，在其他家长的“敲

边鼓”中有了更多感悟，在多方对照的

教育“衣冠镜”中查找短板不足。每一

次家长会，也都是家庭教育的一个新开

始。 （转自青岛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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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栈道凭栏 双瞳

　　望着秋的倒影

　　幽静湖边

　　吹来蓝色的风

　　

　　白鹭 旋飞空中

　　山色 几多苍容

　　一些往事

　　如激流一般放纵

　　

　　湖上 一对灰鸭

　　悠闲自在 情深与共

　　那荡开的扇形波纹

　　如同一个甜适的梦

　　

　　静静地凝望

　　湖面与阳光相逢

　　那闪耀的波光

　　仿佛跳动青春的倩影

　　那侧耳的芦花

　　也似聆听渴望的心声

马兆勇◆

龙 泉 湖 畔

　　走远的从来不是年味，而是人心。

　　重启封存的记忆，声声爆竹和漫天烟

花，亦变得越发清晰。总被大人告诫捂住

耳朵，心里却既怕又想听。点上一根香，

约三五好友，门外放炮。不知怎么，那时

的夜色，好像格外黯淡。寻不到引线，自

然不敢上前。小心摸索中，一道火花倏然

闪动。乘着小伙伴儿们的嚷闹，“砰”地一

声，成就了童年独一份儿的美好。

　　如此盼望与快乐的，早已不是这

代人。

　　小时候期待过年，出门才能穿的衣服

总是小心地放着，拿出来看了又看，就是

不舍得上身一穿。掰着小手指，一天天倒

数着，年愈发近了。大年三十儿的晚上，

眼睛瞪得溜圆，生怕错过年的消息。守

岁，也只能是心愿，每次都酣酣地睡去，梦

里尽是好滋味。醒来屁颠儿地跟着去拜

年，一路吉祥话说下来，兜里是满满当当

的瓜子、糖果和压岁钱。

　　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

　　工作后每次归家，总显得有些耐人寻

味。从前，有人这样调侃成长：饭桌上，盘

子里的鸡腿，再也没人夹到自己碗里。原

来，这就是梦寐以求的长大，虽说猝不及

防，总归要招架得住。年不会走远，它一

直在，笑声也传承，看得人心里欢喜。不

妨转念，何必囿于烦忧，不过是换了些人

延续曾经的“穷开心”。

　　挂念自始至终，从未有半分消减。

　　那年的异乡，苏轼写下“但愿人长久，

千里共婵娟”。至此，该如何定义圆满

呢？有随手牵起的幸福，亦有来自远方的

问候，这大概就是人生赢家。有人相看两

不厌，扶持着走过风雪，彼此在就灿烂；有

人身处异国他乡，模样变了又变，唯不忘

年年报平安。永远记得，不曾遗忘，一通

通电话远渡重洋，心儿紧紧相依。

　　爱的人在等待，亦有能力回报爱。

　　老屋、麦田、黄狗，奶奶烧暖火炕，围

着头巾倚在门边。纵使眼波流转，目光却

始终落在村口，翘首以盼她的所爱。近

了、近了，一双糙而坚韧的手，给予力量，

带来勇气。握住、凝望，道一声“好久不

见”。恩师说：莫失莫忘，来日方长。春风

回暖，人间日常，所幸有光，总会相逢。祈

愿在老去的岁月里，可珍惜，自珍重。

　　一年又一年，定会常相见。

　　窗外，灯笼火红，映满喜庆与热闹；屋

内，窗花精巧，透出祥和与温柔。案板，一

行行饺子挺着将军肚，傲视四方；灶台，咕

嘟嘟的热水顶起锅盖，迫不及待。无限循

环的春节序曲，大包小包的年货礼品，沾

在鼻尖的面粉和衣角的油渍，是每年都上

演的年。变的，从来不是她。这种感觉熟

悉又陌生，回荡着，经久不散。

　　年味，自在心中，各有答案。

　　

年味自在心中

聂小晶◆

龙泉湖  （刘文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