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2.5 星期一
责编 徐婕妤 ｜ 美编 宗海东 ｜ 校对 王欣 教育 A11

孩子放寒假，家长进学校送锦旗

为暖心班主任送上
“宇宙级”夸奖

锡城中小学生兴高采烈地
开启寒假生活时，一位家长走
进无锡市南长实验中学，将一
面写有“全宇宙最暖心班主任”
的锦旗送到孩子的班主任李浩
手中。

为什么要送锦旗呢？事情
还要从一周前说起。在同事们
眼中，李浩是一位充满“爱与责
任”的班主任，一直以来以满腔
的热情和关爱对待学生，常在
说说笑笑中，缓解了学生平日
的学习压力，也抚慰着他们内心
的焦虑与沮丧。他因此深受历
届学生的喜爱与认可，经常有毕
业生回母校看望他。李浩所带
班级曾多次被评为区级、市级先
进集体，本人也在2022年被评
为区优秀班主任，撰写的德育故
事多次获得市级奖项。

李浩的真诚与用心不仅体
现在他的德育工作中，也在他
的教学工作中展现得淋漓尽
致。经过这些年的钻研与打
磨，作为一名语文教师，他练就
了扎实的教学基本功，有着独
特的教学风格，课堂教学效果
好，受到学生的广泛好评。曾
多次在各类教学比赛活动中获
奖，2020年获梁溪区中学语文

优质课比赛一等奖、无锡市中
学语文优质课比赛一等奖；
2021年获梁溪区中学语文教师
技能大赛一等奖、无锡市中学
语文教师技能大赛二等奖；
2023年被评为无锡市语文教学
新秀。

家长的锦旗是对李浩工作
的肯定，它的一端传递着家长
和孩子的感激之心，另一端则
凝结着李浩爱生如子、兢兢业
业的工作作风。同时，这面锦
旗也是南长实验中学良好教风
的见证和缩影。南长实验中学
始终坚持扎实做好德育工作，
在日常工作中对学生予以无微
不至的情感关怀和成长指导，
以真诚润成长，以进步博信任。

锦旗虽轻，情谊深厚。一
面锦旗，一句感谢，凝聚着家校
合力，是家长对教师辛勤付出
的感谢，更是对梁溪教育最好
的见证。南长实验中学负责人
表示，将继续以家长的信任与
支持作为办学动力，坚持“以生
为本”的教学理念，不断提升办
学质量，加强教师队伍建设，为
每位孩子的健康成长、全面发
展保驾护航。

（陈春贤整理）

为展示书法特色学校优秀
学生书法风采，加强与国际友
好学校的亲密交流，感受中国
传统节日的魅力与内涵，近日，
无锡市积余教育集团紧密型学
校携手国际友好交流学校马来
西亚霹雳州安顺三民独立中
学，开展了视频连线互贺新春
活动。

活动中，马来西亚三民独
立中学的老师同学们与积余师
生互赠礼物。积余师生送出了
学校书法作品集和精美文创，
三民独立中学送来了学校出版
的美术刊物和科学处学生制作
的小礼品，一副副火红的对联、
一个个饱含神韵的“福”字跃然

纸上，浓浓的情谊、真诚的祝
福，洋溢在字里行间，既有对辞
旧迎新的美好祝愿，也有对美
好生活的期盼展望。

无锡市积余教育集团紧密
型学校校长丁伟建和马来西亚
霹雳州安顺三民独立中学胡永
铭校长分别致辞。他们对两校
师生给予最真挚的祝福，愿两
校友谊长长久久，为两地教育
事业谱写新的华章。

（卞华磊）

“让”需要引导
江阴市长寿实验小学 李淑婷

楹联贺新春
云端话友谊

不久后，我接到楠楠妈妈的来电，
她用爽朗的笑声和轻松的语气表达了
对我的感谢，还分享了楠楠的改变。
现在的楠楠除了能够分享玩具、食物，
还会和妹妹讲述趣事、诉说不高兴，同
时在妹妹的成长过程中也会分担一些
力所能及的事，偶尔帮忙换尿布、喂
饭。我想：一个懂得理解、互相谦让、
共浴亲子暖暖爱意的二孩家庭不就是
花团锦簇的春天吗？

在二孩家庭中，老大的情绪,常常
是被忽略的。事实上老大经历了一种
情感的落空,他们是更需要安慰的。
二孩家庭对于孩子,更要保持耐心。
因为每一个孩子都要经历成长的过
程,而每一次的冲突,事实上也是进行
教育的机会。但不建议家长在孩子情
绪激动的当下进行教育,当孩子心情

比较好的时候,引导她认识一些道理,
会有更好的效果。沟通的关键在于不
要让孩子认为妈妈爸爸那份“本来自
己可以独占的爱”变成了“必须分割的
爱”,而是告诉她,本来这世上有两个
人爱他,现在一切都不会变,而且还多
了一个妹妹爱她。她的幸福不但没有
丢失,还多了一份。

苏霍姆林斯基说过：“教育是一种
爱，是一种信任。只有教育者之间，教
育者与儿童之间都形成信任的关系和
爱的情感，真正的教育才能实现。”在

“倾听”中理解孩子的内心，在“共情”
中给予感受上的支持，在“夸赞”中鼓
励孩子的行动。我们坚信二孩家庭的
矛盾可以靠家校智慧解决，我们也期
待二孩家庭的暖意能够孕育出一个芬
芳四溢的春天。

家访反思：“让”爱多一点

安静片刻后，我给楠楠父母分享
了《小小大姊姊》中的一个片段，视频
里是女孩对二孩家长偏心的哭诉。一
看完视频，妈妈抢先一步倒育儿的苦
水，感慨生活的不易，但是话语中多了
对楠楠的愧疚。

“你们承担养家育娃的双重压力，
体力和精力在透支，妹妹的日常成了
家庭生活的主旋律，确实容易对大宝
没那么有耐心，对楠楠‘让妹妹’的高
要求是希望楠楠能缓解家里育儿的压
力。”我对家长的不容易表示十足的理
解。也就是在这一刻，我和楠楠父母
距离更近了，我不再是一个局外的教
育者，而是一个可以真诚交谈的朋
友。“老师，你说我们该怎么做？”一直
沉默的爸爸干脆地抛出问题，真心实
意地想听听我的想法，也想做到公平
对待两个孩子。

“真正想要一碗水端平确实不易，
但这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你们
要意识到这个问题，正确引导楠楠和
妹妹相处。”话音刚落，爸爸立马反驳
道：“谁知道她说的真话假话？”他的语
气有点激动。我问：“如果今天楠楠真
没欺负妹妹，你给她解释的机会了
吗？”

爸爸数落起以前楠楠抢妹妹玩
具、吵妹妹睡觉、弄哭妹妹的事，意在
告诉我今天这事肯定也是楠楠欺负妹
妹。我接过爸爸的话，家长在处理矛
盾的时候,要把孩子看成平等的个
体。老大尽管与妹妹相比已经是大孩
子了,可实际上她还是个儿童,自我控
制能力依然较弱,很多道理她知道但
做不到,所以家长要允许孩子犯错,不
要苛责,不要把长子、责任、谦让挂在
嘴边。

欣慰的是，楠楠父母表示接下来
会用“刚才你和妹妹发生什么了？”“你
觉得妹妹其实想和你做些什么？”这样
的话语和楠楠进行沟通交流，多听听
孩子的解释和感受，给楠楠一个抒发
情绪的途径，给彼此一次互相信任的
机会。共情下的换位思考，成功让楠
楠拥有了来自父母满满的支持和安全
感，她也试着学习如何关爱妹妹。这
时的楠楠正在尝试一点点卸去身上的
尖刺，用柔软的一面来和家人相处。

最后，我提议大家用爱的名义拍
摄一张全家福，用相机记录此刻美好
和谐的一幕。当爸爸妈妈用拥抱裹住
两个孩子时，楠楠的笑容如怒放的向
日葵定格在炎热的夏夜里。

家访沟通：“让”，需要正确引导

暑假伊始，我如约到了楠楠家。
一进门，妹妹带着哭声给我一个“下马
威”，疲惫的楠楠父母围着妹妹转，站
在门边的楠楠满脸尴尬。

寒暄两句，楠楠去卧室照顾妹妹，
妈妈先给我“告状”：两个女儿的个性
不大一样。大女儿性格原本挺温和
的，小女儿急了点儿。但是慢慢的大
女儿脾气变大了，作为姐姐不让着妹
妹。在她看来，“让”是楠楠的义务。
我感受出妈妈对亲情的错误引导，这

也难怪楠楠会不服气。
与此同时，卧室里响起了妹妹的

哭声，爸爸的说话声紧接其后：“你比
妹妹大，你要让着她。”“她小不懂事，
你也不懂事吗？”这些让楠楠愈发委
屈和不服气。站在一旁的楠楠用满
是倔强的眼眸掩盖自己内心深处的
失落，紧咬牙关。这一刻我明白了，

“让”字让楠楠觉得父母的爱被分走
了很多，这也是楠楠发生变化的真正
原因。

家访初衷：“让”，她不服气

在我的认知里楠楠像茉莉一样温
柔。四年的相处，她如春风化人心扉，
即使受点委屈也只是腼腆地笑笑。

但是，五年级的时候，她变了。同
学间起了摩擦，她寸步不让地吼道：

“你再动下试试！”作为班里的老好人，
从不发脾气的她因为一句玩笑话，得
理不让人，生气地抓住对方的衣襟，让

人一脸错愕。她的变化让大家渐渐开
始疏远她，楠楠也变得越发地容易生
气。她就像一朵野玫瑰，竖起全身的
尖刺，让人望而却步。

在和楠楠的沟通中得知：因为家
中妹妹处处都有“让”的特权，分走了
父母的爱，这一切让她有些不服气。
于是，我约了家访。

家访所见：“让”，她怼亲情

家访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