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蓄力赋能
坚持项目支撑，提升“养育管教”水平

家长进课堂 教师家访

悠扬的上课铃声响起，家长们在教
室有序落座，一起重温那熟悉却又全然
不同的小学课堂。老师们以饱满的热
情，呈现出一节节精彩纷呈的课。孩子
们端正的坐姿，悦耳动听的童音，处处
彰显着小伢儿们阳光自信的精神面
貌。家长们第一次身临其境体验了孩
子们积极而专注的课堂。

前不久，五十位家长代表走进校
园，成为孩子的半日“同窗”，一同聆听
孩子们的心声，见证他们的拔节成长。

这是学校为了家长们能近距离地了解

孩子在学校的生活学习情况，促进家校沟
通，增进家校合作，更好地实现家校共育专
门开展的一次家长开放日活动。

家庭教育是一切教育的支点。“我
校学生来自全国各地，家长生活经历、
文化素养、职业阶层、经济状况、价值观
念各有不同。”雷校长说，基于这样的基
础，学校出台了《“美好家校”建设行动
方案》，着力打造7大体系、25项家校共
育项目清单，全力提升家校共育工作水
平。其中，7大体系包括建立家长委
员、开办家长学校、推行“家校协商”活

动、开展“走亲连心”活动、举行家长开
放日活动、打造“家长进课堂”品牌活
动、开展“美丽家长”评比活动，为家长
蓄力赋能，不断提升家庭教育能力。

在临江新城实验学校的微信公众
号上，有一个特殊的栏目，名为“数字家
校”。数字家校与线下学校紧密结合，
不定期更新家长学习专栏，推荐一定量
的家庭教育学习资源。“我原来忙着工
作，觉得孩子的教育就应该学校关注的
多，现在我的想法改变了，孩子能有一
个好的成长离不开学校，更离不开家
长。”陈凯（化名）是学校一名二年级学
生的家长，他表示学校的这些举措让像
他这样的家长在拉近了亲子关系的同
时也有了属于家长的成长。

眼下，家校已在学校管理、家庭教
育、家校联系等方面达成了共识，为学
校和家庭架起了沟通的桥梁，健全了家
校共育机制，形成了教育合力，为学生
的健康发展起到良好的促进作用。

联动共建
推进协同共振，形成“家校共育”合力

“居于田而识美，耕于田而为善，思
于田而修真。”在学校劳动实践基地“绿
意满园”，一名有丰富种植经验的志愿
者家长，为每个“小菜农”上了一堂劳动
实践课。 家长一边讲解，一边动作示
范，用自己的劳动经验向同学们介绍相
关农作工具，传授挖土、播种、浇水、施
肥等技能。

在这堂与众不同的劳动实践课
中，家校紧密联动、协同育
人。而这样的“紧密”在这
两年里更是不胜枚举。
亲子运动、亲子阅读、亲
子讲座、亲子社团、亲
子大讲堂、亲子研讨
会、心理援助……学校
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
方式，培养孩子成长成
才的同时浸润学生和家长
的心灵。

“我们学校注重家校协同联
动，让家长走进校园，参加学校活动，
参与学校管理，形成强有力的教育合
力，促进学校的发展。”雷校长介绍，一
方面是让家长参与学校管理，向家长
宣传办学目标、管理举措，使家长了解
学校走向。例如，定期举办家委会、座
谈会、协商会等，鼓励家长为学校的管
理出谋划策。

教学作业管理听证会向家长委员
做教学作业管理的解读；学校收费管理
听证会向家长委员解读学校的收费管
理，以及对有特殊情况的学生，家长委
员予以家长间的帮扶与了解……

另一方面，畅通家校沟通渠道，向
家长公开校长电话，开展家长问卷调
查，及时了解家长需求关切问题，力求

把情况摸清、把问题找准、把对策提实。
与此同时，家校联动共建方面，临

江新城实验学校开展的活动更是层出
不穷。尤其关于校服征订工作，学校牵
头，由各年级家长委员会成员代表全程
参与，让他们在校服的款式与价格上全
面把关，每一个环节、每一个流程都在
他们的监控下进行。

“我们学校期待通过多种途径引
导家长更加重视家庭教育，期

待家长们多给学校一些建
议和思考，实现家校真正
意义上的携手，共助学
生的快乐成长。”雷校
长表示，今年，他们不
仅组织家长参与学生
校服征订，还让更多家
长参与食堂配送验收、

早晚护校巡逻等工作，提
升家长的参与感和责任感，

推进协同共振，形成“家校共育”
合力。同时，“携手”也有力地推动了
学校制度建设、队伍建设、考核评价、
教育教学、品牌建设、校园文化、服务
群众等问题的改进和发展，提升了学
校的办学品质。

亲子运动 家长护学

家长感谢信

跆拳道课程

融情聚心
聚焦需求导向，解决“急难愁盼”问题

阅读、画画、写题……临江新城实
验学校里，下午放学后留下的几十名学
生，聚集在候学大厅——朝夕候学室，
开始了他们的“候学”。

这是一个深受孩子和家长喜爱的地
方，亦是校长雷兴荣专门为一群特殊孩子
打造的安全舒适的等候与学习空间。原
来，学校里有一群“早六晚六”的孩子，他
们早上六点左右到校，晚上六点甚至更晚
才有家长匆匆来接。他们是这所外来务
工人员子女学校大多数学生的缩影。

“什么都好，就是孩子放学时间比
我下班时间早，很多时候都不好接。”赵
成（化名）是一名新临江人，他说作为家
长，“不好接”“接不上”的难题是从一起
问卷调查后开始转变的。

“家长没时间，那就由我们来。”雷
校长说，这两年学校对全校学生的家庭
情况进行了细致调查，并将大家的难处
和建议一一汇总。

孩子和家长面临的现实困难他看
在眼里，记在心里。针对各项问题，他
举全校之力展开行动：在校内开设了

“朝夕候学室”，开设学生暖心早餐，启

动美好家校创建等系列举措，一经实行
便好评如潮。

例如，学校每天会提供种类丰富、
营养均衡的特色早餐，除了馒头、包子、
面条、米线、馄饨等“主角”，还有玉米、
紫薯、鸡蛋、肉串等精美的早餐“搭档”，
不仅要让孩子吃饱，也要让孩子吃得
好、吃得开心。“我们事先调查了孩子们
的口味和偏好，再进行营养搭配，制定
了一份符合大多数学生口味的早餐菜
单。”雷校长表示，这样的暖心事不仅要
做，还要坚持做，更要做好。

据悉，学校地处工业园区，99％以

上生源都是新杭州人，让每一个孩子
“有学上”“上好学”，促进学生和家长融
入和扎根杭州是学校的办学目标。

对此，学校瞄准师生家长关切与需
求，开展“书记谈心谈话”“校长会客厅”

“家长问卷调查”“公开校长电话”等举
措，收集意见建议68条。今年以来，学
校设置“朝夕候学室”，开设“学生暖心
早餐”，推进校园周边交通治理，开展

“一盔一带”专项治理行动，完成校史
馆、民族馆以及教学楼外立面有机更新
等项目，大力提升学生和家长的获得
感、幸福感和融入感。

暖心早餐 书记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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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江新城实验学校：美好家校体系的构建与校本实践
■许莉莎

设置“朝夕候学室”，开设“学生暖心早餐”，推进“校园周边交通”治理……临江新城实验学校校长雷兴荣记录下学校从2023年春天以来发生的变化。学校暖心的举措
与孩子的朝气彼此映衬，再配上琅琅的读书声，“一切正好”。

临江新城实验学校地处杭州最东端，位于临江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学生来自全国各地，民族更呈多样。根据统计，2023学年，学校共有26个班级1068名学生，其中
99%以上学生是新杭州人，涵盖了14个民族。

“教育应该是两张画面，一张是孩子们灿烂的笑脸，另一张是孩子们认真的模样。笑脸的背后是幸福，认真的背后是成长。教育，让人生变得美好。”雷兴荣说，审视学校
的家长群体，由于生活方式、文化教养、职业状况、价值观念各有差异，因此导致家庭教育水平参差不齐。

于是，让每一个孩子“有学上”“上好学”，促进学生、家长融入和扎根杭州成为临江新城实验学校持续努力的方向。这两年，学校通过“美好家校”体系的构建与实践，实
施了一系列自上而下、由点及面的举措，开启了“教育的最高价值是促进人的幸福”的新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