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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现代金报 | 甬派 记者
马亭亭 通讯员 胡维）12月10日至11
日，宁波市2024年学校思政课建设专
题培训暨德育工作论坛在镇海蛟川书
院举行。宁波各区（县、市）德育教研
员、思政学科教研员、学校德育工作领
导、各学段思政教师代表、名班主任工
作室成员等230余人参加活动。

本次活动有省市知名德育专家作
专题讲座和专家点评，分享思政学科
的前沿理论；有来自宁波中小学名优
教师的优质课例展示，在教学实践中
呈现思政课堂教学细节；还有优秀德
育案例和成果分享，共同交流展示铸
魂育人的智慧。

浙江省初中道德与法治优质课一

等奖获得者、海曙外国语学校的教师
林云现场上了一堂七年级的《在劳动
中创造人生价值》。“你们想做一根烧
火棍还是一根栋梁？”“在未来，AI会和
人类抢饭碗吗？”林云老师以全国劳动
模范、宁波舟山港竺士杰为例，通过探
究“烧火棍成长记”，让学生理解了劳
动创造人生价值。

如何在班会课上给学生讲亲子沟
通？学生怎样向“PUA”说不？每一个
课例展示都是经过精心打磨的优质
课程，涉及道德与法治课（思想政治
课）、心理健康教育课、班会课等内
容。课后的专家即时点评，既有实践
细节又有理论提升，引发在场教师的
深入思考。

“思政教师要致力于打造‘情思交
融、情理共生’的思政课堂，让学生由
被动习得者变为主动习得者，由个体
学习者变为协同合作者，由结论获得
者变为过程体验者。”省特级教师、正
高级教师、宁波市教育局教研室教研
员郑乐安以《素养导向下思政课学习
新样态思考》为题作点评。

专家讲座环节，3位省市知名德育
专家围绕劳动教育、大中小学思政课
一体化、整体性涉及思政教学体系等
话题，为在场教师带来了一场前沿理
论盛宴。

“作为一名农村思政教师，我很荣
幸能参加这次专题培训，收获颇丰，接
触到了许多新的理念、知识和技能。”

镇海区九龙湖中心学校老师戚英晖表
示，六堂生动的课例展示聚焦真实生
活，落实精准个性化教学，推动思维进
阶。小学以多样的活动串联提升，中学
则更多给予留白助力思考。“每堂课后
的专家点评让我体悟到教学设计的严
密逻辑和育人价值。”

“精彩的一体化课例展示，高屋建
瓴的专家点评和论坛，让我们体验着
情理交融的思政课堂和共生共长的
德育魅力。”慈溪市文锦书院副书记、
校长黄慧玲表示，思政一体化建设有
助于实现方向协同、循序渐进的育人
目标，是对青少年成才规律、教育教
学规律、思政课建设规律三者的准确
把握。

交流是相互的。当孩子们体会
到交流方式的重要性时，陈之勤老
师放出了一个“大招”。

他以“和孩子吵架后，你会后悔
吗”为题，采访了学生家长，并制作
成了视频。

“你很努力，很辛苦，但是那天
妈妈脾气上来了，事后我也觉得后
悔，你能原谅妈妈吗？妈妈想跟你说
一声对不起。”一位妈妈在视频中哽
咽地说。

还有一位爸爸，在奔波的上班
路上特意拍了一段Vlog。他说：“儿
子，其实每次跟你吵完架拌完嘴之
后，我心里都非常非常难受。我每次
想起，我曾经那个那么可爱的儿子，
天天黏着我的儿子，我去上班的时
候哭着嚷着爸爸你不要去上班的儿
子，心里特别不是滋味。”

“我们相处的方式可能有一
些不对的地方。我处理问题的方
法，也可能有些不对。不过我们也
一直在尝试着慢慢地改变。毕竟
你也知道我也是第一次当爸，我
也不知道怎么才能和你相处得更
好。但我想说其实爸爸妈妈都是
非常非常爱你的。如果我们有什
么做得不好的地方，希望彼此都
耐心一点，多给对方一些时间，好
不好？”有家长表示。

父母的真情流露，打动了孩子
们。有个女生，还悄悄抹了抹眼泪。

“听完感觉挺感动的。我自己也有做
得不好的地方，也想对我的妈妈说
声对不起。”一位学生说。

那有没有好的办法，可以减少
和父母之间的冲突？陈之勤老师提
出了“三明治法则”，就是将批评或
者建议夹在表扬和期待之间，从而
使得受批评者更容易接受。他引导
学生用“我知道您_____，不过我
_____，下回_____，好吗？”的句
式，和父母说说心里话。

“爸爸妈妈，之前您常说让我多
穿点，其实我知道您是为我身体着
想。不过我已经长大，有自己把握冷
热的能力，我希望今后给对方空间，
让我自己独立自主地考虑身体状
况，增添衣物，可以吗？”

“妈妈，之前您常说你能多喝点
水吗？其实我知道您当时是在体贴
我，关心我，不过我希望您的语气能
不能不要太强硬，我今后一定会自
己记住多喝水的，好吗？”

陈之勤老师在征得学生同意
后，将孩子们的话用微信转发给了
家长。一位妈妈收到后回复说：“看
他开心呢，也挺有意思的。说明还是
希望得到认可的小朋友。我以后还
是要注意方式方法。”

当发生亲子冲突，怎么破？
这堂班会课有笑有泪有方法

初中阶段的学生正处于青春期，许多学生不愿意听取父

母的意见，亲子双方的矛盾日益凸显。

12月11日，宁波市镇海蛟川书院初二（9）班，举行了一堂

特殊的主题班会。班会上有活灵活现的情景再现，也有家长的

真情流露，更有改善沟通的办法。 □现代金报 | 甬派 记者 张志龙

亲子冲突时
近九成学生认为自己正确

主题班会上，陈之勤老师还设
计了一个情景短剧。

“期中成绩发了，为什么会退
步？都这个分数还能好到哪里去？”

“人家比我差的还很多。”
“总是向下看。不是叫你别和

小明一起玩，天天在网上讨论杂七
杂八的内容。你看现在怎么样？”

父亲的严厉责骂，孩子呐喊辩解，
母亲句句补刀，情景剧表演一结束，收
获了台下的一片掌声。为什么一次简
单的询问会演变成冲突呢？

“首先父母没有经过孩子的同
意去翻这个试卷，侵犯了孩子隐
私。其次爸爸问考试成绩为什么考
这么差的时候，孩子用敷衍、无所

谓的态度回答爸爸，爸爸非常生
气。父母认为孩子学习差，是因为
喜欢漫画和交的一些朋友，觉得这
些影响到他的学习。但孩子觉得学
习成绩可能跟自己的兴趣、社交没
有太大关系。”有同学表示。

“双方都没有很好地控制自己
的情绪。我觉得他们双方如果都可
以控制一下，有可能矛盾不会这么
激烈。孩子期中考试成绩考差了，
自己也会难过伤心。但是父母只是
指责他考试的成绩，没有关心他。”
有同学补充。

在陈之勤老师的引导下，孩子
们总结出了与父母交流要彼此尊
重、注意情绪、相互理解、注重方式。

一次简单的询问
为何会演变成冲突？

交流方式很重要
老师给出“三明治法则”

“作业在做没有呐？快点呐！”
“东摸摸西摸摸，手上在摸啥了
啦？”“你是不是又在玩手机？”主题
班会一开始，班主任陈之勤播放了
一段由家长们录制的“唠叨”。

当家长们熟悉的话语响起，
班里很多学生情不自禁地相视
一笑。

“我觉得非常烦。”一位男生干
脆地说。也有同学表示，每次遇到
这样的情况，他就回答“好的、马
上”，其实心里想着应付一下算了。

家长的唠叨声和催促声，往
往会引起孩子的烦闷无奈。班会
开始前，陈之勤老师做了一个面
向家长和学生的匿名小调查。

当发生亲子冲突时，56.1%的
学生选择“不说话，慢慢就好了”，
26.83%的学生选择“积极沟通尝
试解决”，17.07%学生选择“持续
争吵父母服软”。而在家长这边，

64%的人选择“积极沟通尝试解
决”，32%的人选择“不说话，慢慢
就好了”，只有4%的家长选择“持
续争吵孩子服软”。

当发生冲突时，谁更正确？
86%的学生选择了自己正确，家长
的比例为68%。

一位女生说：“我们在争吵中
都认为自己这一方是比较正确
的。所以当父母尝试跟我们沟通
时，我们没有耐心听父母的解释，
会选择沉默，自己消化。”

学生们之所以不愿和父母继续
沟通，主要是担心会激化矛盾。还有
人说双方都不能相互理解，继续沟通
也没有必要了。

陈之勤老师说，家长和孩子发
生矛盾，主要集中在学习和生活习
惯两个方面。而父母很多沟通方式
可能学生并不接受，这往往更容易
引起矛盾。

被动习得者如何变为主动习得者？

这场思政教师培训“干货满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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