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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生提问：我是一名初三女生，刚开学
一个月，我们就考了一次月考，我的成绩退
步特别大，但我整个暑假都在学习啊。我觉
得经过一个暑假的努力，自己肯定可以比上
学期更进步的，可是恰恰相反，成绩让我大
失所望。我真的好担心考不上心仪的高中。

　　答：好学上进的初三同学，你好！面对
月考成绩的退步，你的担忧是可以理解的。
但请记住，这并不是终点，而是一个新的开
始。客观看待成绩退步并进行积极的调整，
相信你会收获属于自己的成长与进步。
　　1. 拥抱变化，主动适应。进入初三，
无论是学业内容还是考试难度都有所提升，
多种因素叠加，让初三生活充满了变化和挑
战，每个人都需要适应的时间，这次考试对
你而言也是一次主动适应的机会。拥抱初三
的变化，给自己适应的时间，相信你可以
做到。
　　2. 巧借支持，分析原因。独行快，众
行远。你的自律和努力是非常宝贵的，这一
点已经超越了过去的自己，超越了许多同
学，为你点赞。虽然现状令人难受，却刚好
为自己提供了向外寻求支持的契机，可以与
老师、同学交流，帮你一起回顾暑假的学习
方法和状态，分析原因，找到学习的更优
解，制定最适合你的提升计划。
　　3. 调整心态，提升效率。采用成长型
思维，可以这样看待这次考试结果：它不是
对我努力的否定，也不是决定未来的唯一因
素。相信自己，我还有时间和空间去提升。
这次考试只是一次检验，它的目的是让我发
现问题，只要找到问题所在并加以改进，我
一定会进步的。
　　4. 广泛求助，发挥合力。很高兴你能
发发出出提问，这是一种智慧的求助方式。同
时，你也可以发动身边的支持力量，向老师
请教学习方法，和同学交流学习经验，向家
长倾诉你的担忧。他们会给予你支持和鼓
励，也可以在生活上为你提供更好的保障。
　　加油！每一次挫折都是成长的机会。你
有决心和毅力，只要不断探索和改进，相信
你一定能够克服困难，考上心仪的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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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考成绩不理想

不是对努力的否定

家校共育，贵在同心

  孙晓晨表示，作为一名深耕教育领域的工作
者，她深切地认识到家长与学校携手合作，在孩
子教育过程中的不可或缺性。她回忆说，之前，
曾有一位新转入班级的学生小文（化名），性格
内向，学业成绩也较为薄弱。但在与小文家长进
行细致交流后，她发现家长对孩子的学习极为关
注，只是缺乏恰当的教育方法。
  因此，她建议家长每天腾出一段时间，陪伴
孩子共同阅读、完成作业，并尝试通过寓教于乐
的游戏方式，点燃孩子的学习热情。经过一个学
期的紧密合作与不懈努力，小文的学业成绩显著
进步，她在学校的表现也愈发积极主动。这一转
变也充分证明，家长的深度参与不仅能有效协助
孩子克服学习难关，更能极大地激发其学习动力
和自信心。
　　那么，如何更有效地实现家校共育呢？
孙晓晨对此作了解释，“共”是家校共育的核
心精髓，它要求家庭与学校之间紧密联结、
协调一致，相互补充、相互促进。家长应
当与学校的教育方针保持一致，形成良
好的配合，共同为孩子的健康成长护
航。当孩子遇到问题时，家长应首先
信任并接纳老师的建议，以真诚、开
放的态度与老师沟通，分享孩子在家
中的真实情况。这样，老师便能基于
孩子的实际状况，提供更加专业、更
有针对性的帮助，逐步引导孩子改正不
良习惯，帮助他们解决问题。同时，家校
之间也能消除“信息孤岛”，避免各行其
是，从而构建更加和谐、高效的教育环境。

尊重信任老师

实现教育双向奔赴
  每位家长都渴望老师能给予自己的孩子更多
关注，并期望能与老师保持随时随地的顺畅沟
通。然而，有效的沟通是双向的，它要求双方掌
握一定的沟通技巧，才能真正实现沟通的目的。
孙晓晨表示，教育本质上是一项专业活动。尽管
现在的家长们持续学习，不断进步，拥有了一定
的教育经验和观念，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随意干
涉学校老师们的正常教学秩序和教学方式。当家
长在孩子的学习及教育方法等方面与教师存在分
歧时，应秉持尊重与信任教师的原则进行沟通，
努力寻找双方的共同点，在求同存异的基础上，
才能达到预期的积极沟通效果。反之，如果家长
将质疑教师的情绪传递给孩子，孩子在学校也会
表现出对老师的怀疑和疏远，这将不利于正常的
教学开展。
　　孙晓晨提醒家长，在沟通关于孩子的问题
时，应以“私下”交流为主，避免在班级群内发
表可能引发争议的言论，同时也不要“越级”沟
通，以免将简单的交流转变为对老师的额外压力
和负担。直接且有效的沟通渠道往往最能实现沟
通的目标。
　　当孩子在学校遇到问题需要与老师沟通时，
家长也要保持客观公正的态度看待自己的孩子，
切勿因心疼孩子而一味为其辩护。家长应根据老
师所提供的事实进行全面评估，不应仅凭孩子的
一面之词就作出判断。在与老师的沟通中，要力
求全面了解事情的真相。如果孩子确实犯了错
误，老师的恰当处理能让孩子在错误中汲取教训
并找到成长的机会。此时，家长不应过分关注孩
子的错误本身，也不应回避老师的批评，而应携
手老师，共同促进孩子的成长。

支持鼓励孩子

主动向老师请教问题
  从孩子发展的角度看，学与问是相辅相成
的，孩子逐步学会请教老师是一项需要发展的基
本学习能力。孙晓晨表示，提问也是培养孩子的
思考能力和自学能力的一个重要环节。家长应多
鼓励孩子建立勇于思考、勇于提问的精神，家校
携手共同提升学生的自学、请教问题等个性化学
习能力。
　　也有不少家长认为，学生向老师请教问题，
应该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但每个孩子的个性都不
一样，对有的孩子来说，要做到轻松自如地去请
教老师，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有的需要克服
心里的畏难情绪，有的会担心遭到老师的拒绝，
有的害怕老师会对自己留下不好的印象……家长
要先对孩子多一些理解和共情，与孩子沟通时，
也要站在孩子的角度去了解他们的真实想法，客
观地和孩子讨论分析如何去向老师请教，请教问
题时可能会出现的情况，并帮助他他们们做好心理建
设，引导孩子们消除心里的担忧。
　　孙晓晨还提醒家长，发现孩子的问题后，要
主动和老师沟通并合作，让老师知道，孩子目前
有这方面的畏难情绪，请老师在适当的时候主动
询问或鼓励孩子，帮助孩子走出请教老师的第一
步，鼓励他们树立自信心。当孩子走出了突破自
我的第一步后，家长也要及时给予反馈和表扬，
并向老师反馈孩子的积极情绪并表示感谢，同时
将老师对孩子的积极评价反馈给孩子，成为师生
之间正向信息互动沟通的桥梁，建立良好的师生
关系。
　　在孩子教育这条路上，家庭与学校要深度沟
通、密切合作，各方不缺位、不错位，学校与家
庭携手并进，共同托举孩子的美好未来。

  新时代背景下，全社会对学生德智
体美劳全面发展的重视程度不断提升，
这也对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的原有模
式提出了深刻挑战，家校共育成了时代
的选择。孩子的健康成长离不开老师的
精心指导和家长的深切关怀，教育家苏
霍姆林斯基也曾将学校和家庭比作两
位“并肩作战”的教育者，强调两者应行
动一致、对孩子提出相同要求，并志同
道合、秉持共同信念。
　　为了探讨如何构建良性的家校关
系，营造和谐的教育环境，近日，记者采
访了国家三级心理咨询师、家庭教育指
导师、潍坊天立学校心理健康教育老师
孙晓晨，请她讲讲如何携手同心，共促
孩子健康成长。

家家校校携携手手

““育育””见见美美好好

□潍坊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何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