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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教师支持计划”
征稿启事

一份为乡村教师量身定制的“支持计划”，为广大乡村教师点亮了信念之
灯，也为让广大乡村孩子“接受公平、有质量的教育”提供了无限可能性。

如何将这个宏大的“支持计划”实施好，真正让广大乡村成为教师们“下
得去”“留得住”“教得好”的地方，将是接下来全国各地政府和教育行政管理
者需要面临的挑战。

欢迎各地分享在全面提高乡村教师思想政治素质和师德水平、拓展补充
渠道、提高生活待遇、统一城乡教职工编制标准、职称评聘向乡村学校倾斜、
推动城市优秀教师向乡村学校流动、全面提升乡村教师能力素质、建立荣誉
制度等方面的举措、经验和做法，也可以分享个人建议、相关感悟。

字数要求：3000 字以内 投稿邮箱：jsgzzk@163.com

您的参与和智慧，将助力乡村教师飞翔！

教师
工作
创新榜

贵州毕节的留守儿童4兄妹自杀事件，在戳痛国人神经的同时，也触动了留守儿童教育的盲点。最近，本周刊接到了不少乡村教

师的来稿来信，其中许多都是在谈留守儿童教育问题。今天，我们刊发其中的两篇文章：一篇是一位乡村教师讲述农村学校家长会的

尴尬；另一篇是湖南省龙山县三元乡九年制学校推行“集体大走访”活动实现“家校合一”的做法。希望通过三元乡的经验，帮助那位

教师以及有类似问题的学校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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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守儿童教育，也可以这样做
———湖南省龙山县三元乡教师开展家校“深山联谊”活动侧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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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饶伟林

地处湖南省龙山县西北部的三元
乡，共有 15 个村，地广人稀，经济相对滞
后。 三元乡九年制学校在校学生共有 831
人，留守学生多达 700 余名。 由于父母外
出打工，这些学生家庭教育普遍缺失，他
们的生活和教育，基本上全靠教师指导。

学校每次召开家长会， 经常会面临
教师比家长还多的尴尬。

既然家长来不了学校， 那我们教师
就走进学生家中去———就是这样一个简
单的换位思维， 彻底改变了三元乡留守
儿童教育的被动局面，孩子的心结、教师
的纠结、家校的团结，都借此“逆流而动”
开解。

深山集体大走访
让关爱走得更近

2015 年春季开学，三元乡九年制学
校采取 “走出去 ”的思路 ，开始教师 “集
体大走访”活动 。 全校 79 名教师 ，以小
组为单位，分成 10 个小组全员行动 ，从
邻近的村子到二十多公里外的南北 、大
堡等村，教师们走进深山，遍访乡邻。 学
校对本次活动提出了非常具体的要求 ：
每个班级每个学生家庭都要访到 ，每个
小组都有具体的走访对象 ，每次走访都
必须留下不少于 800 字的访谈和观察
记录以及照片、视频资料 。 走访的主要
任务是： 对学生家庭状况进行摸底 ，向
家长传授家庭教育的方法 ，对贫困家庭
进行慰问帮扶。

“从水泥路下去，走了大约 5 里乡间
泥巴路，在下山坡时，完全得抓住藤叶树
枝才能走。 豆豆家的房子是一栋年久失
修的木屋危房。 厨房起灶的是一个黑漆
漆的三脚架，一口大铁锅，地面黄泥巴凹
凸不平，周围扎满柴草，四根歪斜的木头
支起木板用来做吃饭的桌子。 豆豆姐弟
的极度贫穷，缘于失去父母爱护 ，爷爷 、
奶奶年老病弱无经济来源， 家中往往吃
了上顿没下顿。 据左邻右舍讲，大伙儿对
豆豆家的接济都数不清了， 一家人穿的
衣服基本上是别人送的。 弟弟还有点痴
呆，小时候爷爷奶奶上山忙活，还要担心
着别出事……” 这是 3 月 21 日一位教师
写下的走访记录。

3 个多月下来， 教师们走村串户，把
“问题”学生作为走访重点，从条件最差、
习惯不良和性格怪僻的学生着手， 坚持
“不放弃一个落后生、 穷苦生和调皮生”
的原则， 已经扎扎实实走访了一半学生
家庭。 为了实现 “从改变家长来改变学
生”的设想，学校为每一个学生建立 “家
访档案”，教师们则对每一个学生的个人
信息、 家庭档案和行为变化等进行记录
整理，做得细致入微。 截至目前，教师们
已经搜集整理了 200 多名学生的家庭资
料。 从这些档案中可以看到，教师们特别
注重对家访聊天内容的记录与整理 ，平
均每篇基本都在 1000 字以上。

豆豆家的情况深深触动了全校教师
的心房，短短 3 个月，走访小组先后派出
13 位教师去她家帮忙干农活， 送去钱物
以及各种生活物品。 学校班子成员也亲
自去了豆豆家，给了全家一颗“暖心丸”：

减免一切上学费用，逢年过节看望，解决
孩子生活所需直至初中毕业。

“只有走进了学生的家庭，我们才知
道学生需要的真正关爱是什么，我们才能
真正走进学生心中。 ”一位教师在家访日
记中这样写道。

一次家访
就是一次现实版“家庭课堂”

作为乡村山区校的典型，三元乡九年
制学校面对的家长多属隔代长辈，一缺文
化、认识短浅，二无教育办法，“放养式”管
理比较多。 多数学生家长只管孩子吃穿，
疏忽行为教育。 许多孩子沉迷于网吧、游
戏，叛逆、固执与逃避现实的情况比较严
重。 但九成以上的家长都以 “管不了”、
“不好管”和“说不听”来搪塞教师的家访
问话。从该校教师记载的 257 份学生档案
分析，性格孤僻、逃学顽逆、家庭困苦、行
为偏激、甚至“在乡籍不在校”的学生占了
一多半，家长少过问、家教不彻底、简单化
情况明显。

做好乡村学生家长工作，摸透吃准学
生，学校采取“一问、二看、三查、四总”（与
家长谈心、聊家常询问家境、家教与生活；
掌握好准确数据， 进入内室查看吃穿住
用、生活用品等；与周围邻居、百姓打听，
查问学生与家庭实情；把走访资料进行分
析总结）的办法，加上一套诚信沟通的“秘
诀”，使得走访能起到实效。 每一次家访，
就是一次现实版“家庭课堂”。

四月份走访的小杰、德贵等几名三年
级走读生，坏习惯有共同之处———“不做
家庭作业、课堂纪律涣散和不按时归家”。
4 月 13 日， 第三组走访带队教师张家文
带着“空白的问卷”来到英家村小杰家后，
才知道小杰奶奶一天到晚在山上忙碌，家
里的门白天都锁着。 小杰回家后不能进

屋，只能去院子里找伙伴玩，等到天黑才
回家。 奶奶从不过问他的学习，小杰的家
庭作业也没怎么做过。 找到小杰奶奶后，
张家文老师专门对“不做家庭作业”的问
题提出“一要问作业、二要守着做作业”的
建议，并叫来小杰，在一旁指导他做家庭
作业。 为了帮助小杰，第三走访小组连续
三周去了小杰家，老师们还带来了几张小
杰在学校里关活动的照片，让小杰奶奶十
分触动。

针对小杰这样的孩子，走访小组商议
形成帮扶方案：通过重复家访提醒、联系
打工的父母，建立“三角式”固定管理。 一
个月后，这几名学生的学习习惯有了明显
变化，教师表扬几次后，孩子的学习信心
也提了起来。

为巩固走访效果，学校还要求教师每
月上报一次“重点学生”的关心办法与个
人思路，补充到校班子成员的集体跟踪走
访记录中，传递出学校的关心，带给家长
管理好孩子的信心。

深山联谊
建立乡村新型家校关系

三元乡九年制学校把“重点学生”大
致分成三类：行为习惯严重逆反生、情绪
表现曲折固执生和家庭困窘思想起伏
生，进行分类指导。

学校对“重点学生”资料收集还增加
了近亲家属家庭状况， 便于找家教 “缺
口”。 学校对这些“重点学生”会特别安排
班子成员走访、班主任特例走访，包括两
次以上“与所有家属沟通”。 周五中午 12
点半放学后到下午 3 点钟以前，学校教师
与家长开展“一对一”电话交流，落实的是
学生回家情况、在家表现和学习习惯，临
时布置好针对双休日的“联合家教”管理，
每月两次，部分学生每周都会有一次。

对于因家庭困窘而思想容易出现波
动起伏的学生， 学校着重加强励志教育
和鼓励教育。 5 月的前两周，学校 4 个小
组走访了 7 名特困生家庭后， 系统分析
了这些学生“家教疏忽 、散漫无助 、心理
困惑”的现状。 学校当即决定，6 月底以
前将这些学生集中起来，组织观看“穷且
益坚”视频故事，开展“亲子面对面”等 5
项活动， 实实在在地激发他们学习斗志
和生活意志。

与此同时，坚持举办“家校往来”家长
会， 也是三元乡九年制学校的教育法宝，
可以说屡试不爽。 具体做法是，在班主任
相邀下，请家长来校聚谈，分析孩子近期
“走向”和“行踪”，督促家长时刻“警觉”，
防患于未然， 堵住不良行为的外界濡染，
及时“扶正”心态。班主任与家长基本上每
天电话里聚焦点， 对孩子管理时刻扭紧
“发条”。 “大走访”以来，全校开展的家校
交流、 家长座谈等次数各班都不少于 10
次，共有 24 名爱上网、厌学逃课的学生得
到了彻底转变。

家校联系紧密了， 教师与家长结成
朋友，感情也深了，交往也频了。一次，一
位家长骑摩托车送孩子到校， 胡锋老师
得知家长还没吃早餐 ，主动掏 “餐票 ”请
“家长朋友”吃面，俩人一见如故。家校关
系的融洽也唤起家长对孩子的主动关注
和对家教的认识， 如何督促孩子习惯养
成、 学习成长也成为家长们交流时的常
见话题。

深入到一家一户，为每个学生建立家
庭档案；收集学生资料，为学校管理找准
“难题案例”；请家长返校“受教”，形成管
理“链条”———三元乡九年制学校通过“集
体大走访”活动，组建起一个良性家教的
运行“框架”，照亮了学校“思想管理与资
助帮扶”的前行路，开启了龙山县农村教
育“家校合一”的新局面。

教师走进学生家走访

我是一名有着 27 年教龄的农村小
学教师，农村小学教师工作生活中的酸
甜苦辣咸几乎都品尝到了。 其中最大的
痛苦来源于无法与学生家长互动，许多
家长认为把孩子交给学校、交给教师就
万事大吉，就再也不闻不问了。 就拿开
家长会来说吧。 说实话，尽管每一次家
长会几乎都不尽满意，但我还是坚持每
学期举办一两次家长会。 其实，说起家
长会的重要性， 我相信每一位学生家长
都能说出个一二来： 比如家长会是教师
与家长平等交流的平台， 有利于增强家
校之间的沟通联系； 家长会能最大限度
地消除教师与家长之间的误解； 可以帮
助家长了解并参与学校的各项改革；能
为家长们提供互相借鉴的教育方法和家
教经验……可是每每想起我所举办的几
次家长会，总觉得如鲠在喉。

我们学校是一所地处偏远、贫穷落后
的农村小学，大部分学生家长都外出打工
了， 其中的一些甚至常年难得回家一趟。
许多孩子成了留守儿童，他们或跟着爷爷
奶奶、外公外婆，或寄居在别人家生活。 这
些学生的学习成绩、 品行大多不尽如人
意，教育他们成为教师最头疼的事。

按照惯例 ，每教一个班级 ，我都要
举行家长会 ，目的很明显 ，就是为了能
最大限度地管理好 、 教育好每一个学
生。 筹备一次家长会，往往需要提前一
个多月做各种准备 ，文字 、图片以及各
项参照数据……可是几乎每一次家长
会来的家长寥寥无几，且来者大多是些
上了年纪的老人。 班主任在台上讲得口
干舌燥 ，台下却无动于衷 ，根本谈不上
什么互动。

上学期的一次家长会，班里有 40 多
个孩子，却只来了 14 位家长，其中还有
一位大婶提前开溜，我问：“您，怎么提前
走了？ ”那位大婶一副慌慌张张的表情，
低声说：“老师，实在不好意思，我家养的
猪仔该喂食了！ ”说着，三步并作两步地
匆匆离开了校园。 我呆呆地望着这位家
长渐行渐远的背影，感觉到阵阵凉意，有
一种欲哭无泪的感觉。

更有甚者，一次家长会间隙，三位家
长竟然围坐在学校的操场一角用纸牌玩
起了赌博的游戏， 校长气得差点就骂人
了……

乡村学生的家长在教育孩子上大多
存在这样的误区：孩子送到了学校，一切
都交给了教师。 其实，每一位家长都是孩
子的第一任教师。 离开了家庭教育，学校
教育变得苍白无力。 苏霍姆林斯基说过：
“如果没有整个社会首先是家庭的高度
素养，那么不管老师付出多大的努力，都
收不到完美的效果。 学校里的一切问题
都会在家庭里折射出来， 而学校复杂的
教育过程中产生的一切困难的根源都可
以追溯到家长。 ”由此可见，仅凭学校单
方面的力量是不够的，必须把家庭、学校
结合起来，形成相互协作的局面，从而共
同寻找最佳教育方法， 以达到育人的目
的。 在新形势下推进素质教育，必须赢得
家长们的大力支持！

我能理解学生家长的苦衷， 也始终
没有放弃这样的梦想： 相信在不久的将
来，我的学生不再是留守儿童，他们也能
和城里的孩子一样享受家庭的温暖，享
受父母的关爱， 我也再不会因家长会而
尴尬了。

（作者单位系江苏省徐州市铜山区
何桥镇张集小学）

尴尬家长会
□张启山

来信

山东临沭：
“三微”平台拓宽教研新思路

为提升教研质量， 山东省临沭县教体局积
极搭建“微课研训、微课视听、微信传情”的“三
微”教研平台。

据了解，临沭县教体局利用校园网络平台、
云空间平台、 校园录播室等教育资源， 开展了
“微课视听”活动。 网络微课视听、录播室微课听
评、 云空间微课展评、 期末微复习课研讨等形
式，让教师教研更直观、生动。

同时，临沭县教体局依托微博、微信、qq 群、
飞信等，把教师教研拓展到网络和移动终端上，
传递“微信息”，调度教师教研进程，反馈教师研
讨结果，让教研跟进管理更方便、更快捷。

临沭县“三微”平台的搭建，充分利用现代教
育信息技术引领教师开展教研创新活动，切点小、
时间短、效率高，促进了教研质量的快速提升。

辽宁大连：
落实农村教师集体宿舍建设

日前，大连市教育局会同该市发改委
召开农村中小学教师集体宿舍建设工作
落实会议，就农村中小学教师集体宿舍建
设项目实施方案的编制、项目申报程序及
建设标准等提出了明确要求。

会议指出，各有关地区教育行政部门
作为项目建设主体，要明确责任，按照市
里规定的建设标准，统一组织实施，切实
加强项目建设与管理。各有关地区要实事
求是确定农村中小学教师集体宿舍的建
设项目和建设规模，不得转移、侵占或者
挪用市政府投资补助资金。要严格执行有
关工程技术标准和规范，及时报告建设项
目进展情况，确保按期、保质、保量完成市
政府重点民生项目建设任务。

福建永安：
绘本教学研讨助推幼师成长

日前， 福建省永安市幼儿园现场
教研观摩第三阶段活动在市教师进修
学校举行。永安市教育局、教师进修学
校、市直幼儿园、各乡镇街道幼儿园及
民办幼儿园 200余人参加观摩活动。

观摩活动以 “我与绘本共成长
之绘本赏析”为主题，围绕分析绘本
元素、挖掘绘本教育价值、现场设计
与绘本内容相符合的游戏等三个方
面展开。 永安市教师进修学校副校
长江明清指出， 本次观摩活动体现
了“加强文本解读、注重确定阅读目
标、文道结合”思想，希望全市幼儿
教师与绘本共成长。

（解成君 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