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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从来不是一方的独角戏，而是家校社的多向奔赴。成长也并非是一段孤独的旅程，而是家校社
的同频共振。笔者所在的学校充分挖掘、融汇、培育家庭教育资源，构建协同育人机制，近年来依托校内
机构“家道院”，推出了“共扬家道，同铸基因”家校共育系列活动，深入探索“诵读名家训”“传承好家教”

“项目式家书”“共营好家庭”等家校互融的育人模式，获得了家长、社区、同行高度认可，为少年儿童的
健康成长搭建了具备共情力、延伸力和生命力的家校共育好平台。

家校社共扬好家道，齐赋能培元同生长

互动共生：建设好家庭，扬家道自强

“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
为之”“传家无别法，非耕即读；裕后
有良图，惟俭与勤。”传世名家家训深
蕴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将形、神、
魂根植于文学、哲学和伦理之中，具
有极高的借鉴和教育意义。镇安小学
通过参与式、传承式、创立式等途径

不断活化现代式家风家训内容体系，
让传统文化与时代精神交相辉映，为
学生的精神成长护航。学校将《诫子
书》《颜氏家训》等名家家训和学生自
己创作的传家宝整合成家校共育的
校本教材《传家有道》，还印制了方便
携带的口袋书，师生共读，亲子互读，

经典诵传，慢慢浸润，幻化于心。
学校组织低年级的学生进行“写

家训、创家训、说家训、评家训”活动，
高年级的学生则是通过经典诵读、戏
剧展演、图文创作等形式展示“浙里
是我家”的风采。活动之前，学校发动
并邀请全体家长与学生一起参与到

班级预赛、年级复赛和全校决赛中，
评选出了“有礼有节，有胆有识，有情
有义，有勇有谋”“读书明理，修身养
性，薄财重义，俭以养德”等100余条
优秀家训。如今，这里的学子和家庭，
户户有家训传家宝，家家都扎扎实实
地践行家训。

几年的探索与实践证明，学校以“家道院”为载体的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实践新路子可操作、可复制、可延展，逐渐形成了“深度

研究、专业引领、实践创新”的品牌定位、“普及宣传、咨询指导、合作共育”的功能定位。近年来，“家道院”累计开展讲座50余场，参与

家长超5万人次。依托这个平台，学校家庭教育指导进社区、进校园、进楼宇、进家庭，不断扩大学校片区家庭教育的覆盖面和影响力。

未来，家道文化也定将引导全体师生、家长，以更加自信、更加自强的姿态，创造更加美好的教育生态。

学校充分发挥评价的“指挥棒”
作用，以家长评价为杠杆，撬动协同
育人的支点，用评价整体推动家庭教
育改革。

学校努力让家长做决策的制定
者、传播者、贯彻者和执行者。一是施
以“推力”：家长评教师。研究院对修
满一定学分的家长给予一定特权，给
予家长听课权利，并对听课的孩子班
级任课老师的教学情况进行评价；二

是施以“助力”：学校评家长。近年来，
校方主持的评家长活动越来越丰富，
设立了“仁爱之星”“慈孝之星”“悦读
之星”等先进荣誉。又对“镇安好父
母”的形象做了具象描绘，出台了便
于操作的《星级家长评价表》，从优良
家风、家校合作、课程学习、亲子陪
伴、教育有方这五个维度，例举4个

“有”、5个“一”、6个“主动”、7个“乐
于”、8个“不”，共30条细则，分别指

向家长的家庭建设、教育理念、教育
行为等核心素养，将家庭教育内容具
体化、序列化、明晰化，引导家长从思
想品质、身体素质、生活技能、文化修
养、行为习惯等方面共同蓄力，培元
赋能，促进孩子全面健康成长。

为了激发家长对“家道文化”项
目的兴趣、认同和重视，提高家长教
育孩子的水平和能力，“家道院”特别
策划了三期“走进身边的好家庭”系

列活动。在白鹤街道妇联等社会力量
的帮助下，学校邀请了获得省级“五
好家庭”“家庭工作先进个人”等称号
的家庭代表来到学校，与家长面对面
沟通交流，探讨关于家风建设、家庭
团结、子女教育等方面的话题。近年
来，镇安好家庭建设成果不断涌现，
累计颁出各类好家庭300余户，还有
优秀毕业校友林茂华获评为“最美宁
波人”、全国“文明家庭”。

不同的时代，具有不同的时代主
旋律。家道院结合时代精神，从人的
核心素养培育角度出发，选取了四个
德育实践项目，作为家庭成员共谱的
家书蓝图，以家道滋养灵魂，让品性
浸润飞扬。

红巷之旅，践行家门口的思政课。
“家道院”充分挖掘并整合周边

资源优势，以学校自身“红色基因”为
圆心，大致以学校三个校区3公里为
半径，挖掘出一个“家门口的红色
圈”，形成“连红色文化点为红色路，
串红色故事为红色文化带”，形成思
政了教育的“一带一路”，开展“可见
式”的家门口红色教育，为家庭研学
提供了知行合一的实践平台。家道院
给新生家长学员发放了“家门口的红

色之旅”打卡手册，要求家长带领孩
子在毕业前完成手册内的研学实践
活动。

悦读之声，记录一家人的好时光。
“家道院”利用之江汇家校平台、

微信公众号、为你读诗APP等小程
序开展“悦读之声”亲子共读计划，记
录家庭成员的阅读轨迹。德育处规
定，每个孩子每学期要精读一本名
著，家道院也是一样，这个名著阅读
计划是和孩子同步进行的，即在镇安
毕业的孩子和家庭至少精读12本名
著。家道院组织的好书推荐微视频、
阅读班会、图文摘记、爸爸妈妈下午
茶等经常成为亲子阅读体验和心得
交流的热闹平台。

奉献之曲，书写义工百业之光彩。

学校从2010起取消了班干部机
制，跟孩子们一样，“家道院”里也是
不设家委会主任这样的职务的，所有
家长都是义工。家长义工课是一门实
践课，内容主要包括日常的上学放学
护苗义工，周末的图书馆义工，学校
大型活动比如体艺节、社会实践等活
动中的助勤义工，以及班级(校级）层
面的助教、助勤义工等。在家长义工
百业课上，不同家长担任不同的职
业，家长们用自己职业领域的专业知
识来给孩子们授课，极大地拓宽了孩
子们的视野，增长了见识，给校园生
活增加了乐趣。家长百业课已成为最
受孩子们喜爱的一门特色课程。另
外，家长义工组织的校外德育实践活
动，是家长百业课的校外组织形式，

也广受欢迎。
劳动之歌，共谱进阶式家务

清单。
劳动品质是当代学生不可或缺

的基本品质之一。“家道院”制定了小
学生进阶式家务劳动任务清单，将家
务劳动分成生活小当家、创意小达
人、家庭小帮手三部分，每个部分的
任务按不同的年级做了细化和分配。
这份劳动任务清单的落实也是家长
学员的重要功课。通过劳动锻炼，孩
子们不仅只是简单地学会洗衣、做
饭、打扫卫生，更大价值还在于让孩
子体会父母的辛苦，懂得幸福生活的
来之不易，能够在芜杂的生活中轻松
地找到头绪，从劳动中感受创造美好
生活的能力。

“家道院”把新时期家长需要学
习和了解的各种知识、咨询、经验方
法等整理设计成系统性、进阶性的课
程体系。

这些内容，被分成四大板块，分
别命名为“四道”，即“命、学、修、行”。
命之道：是让家长了解孩子的生命特
征和年龄规律的一些科普类的课程，
旨在帮助家长更科学地养育孩子，关
注孩子的生命成长；学之道：是一些

促进孩子学业成长的教学方法和策
略，如阅读分享、习惯培养、课业辅
导、沟通艺术等方面的课程；修之道：
通过开设思政教育、传统国学、情绪
管理等子项目来提升家长的精神修
为和人格涵养；行之道：结合学校对
学生开展的各类安全法制、节能环
保、劳动教育等内容进行同步设计的
各种生活实践课程。

同时，学校用数字赋能教育，以之

江汇基地校为突破点，探索远程家庭教
育服务网络，构建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的
立体化平台，形成了线上线下、多形式、
多平台、全覆盖的家校共育大空间。丰
富的指导内容涵盖科学养育、学业指
导、传统文化、修生养性、家国情怀教育
等，这种“多时段、多专题”的授课模式
及课程内容可以供家长们自主选择，满
足家长教育学习“时时学、处处学、针对
学”的多样化需求，实现了家庭教育指

导工作的灵活性与实效性。
近几年，家道院的课程也随着时

代的发展和变化，在不断更新、迭代和
完善中。如针对家庭关系中“亲子关系
紧张”的问题，开设沟通艺术大咖课
《如何跟有情绪的孩子说话》、《青春期
的孩子，叛逆了怎么办？》等，再如家居
生活科普类课程《家庭急救知识和意
外伤害处理》《学龄期儿童体质识辩和
中医调理》等课程都深受好评。

因需定制：家训传家久，为家道筑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