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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教育缺失催生家校合作

我在家校合作上的探索要从十

几年前说起。2002 年我在白云小

学任教，刚撤并设立的白云小学为

适应当时教育环境，采取了寄宿

制。到了 2011 年，学校取消寄宿

制，本以为这只是教育模式的一次

调整，却没想到带来了新的问题。

家长们潜意识里觉得教育是学校的

事情，对家庭教育的重要性认识不

足，导致许多家庭的教育严重缺失。

当时，白云小学校长敏锐察觉

到这种情况不利于学生成长，为了

改变现状，该校邀请了专业讲师举

办《父母课堂》，让家长们意识到他

们在孩子成长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那次课程效果出乎意料地好，从那

时起，我与学校的其他几位老师开

始一起探索家校合作。

2013 年，我着手构建家校合作

课程，做好整体规划，通过研究一个

个课题，带动老师提升对家校合作

的认知。老师们不再局限于传统教

学思维，开始深入思考如何将学校

教育与家庭教育有机结合。

起初，家校合作课程只针对教

师，到了2015年，经过探索和实践，

学校有了系统性的理念，开始开设

针对家长的家校合作课程。我的课

程是基于学校教学过程中发现的较

多问题而设置的，比如“爸爸”角色

缺失、“二胎”家庭出现的教育问题

等。虽然这些课程解决了部分实际

问题，但由于课程较为零散，受益面

相对较窄，无法满足更多家庭需求。

创新打造系统化课程

2019 年是我探索家校合作课

程发展的转折点。我把系统类课程

归为专业课，主题类课程归为通识

课。那一年，我们根据各年级学生

特点制定了专业课，二者结合发

展。这种课程体系更加系统化、针

对性更强，能够覆盖学生不同成长

阶段需求。

为了让课程更加生动、贴近家

庭生活，我们向家长征集善育故事，

并拍成情景剧小视频。这些小视频

以真实的家庭故事为蓝本，让家长

们在观看过程中更易产生共鸣，也

为他们提供了可借鉴的教育方法。

在众多受益家庭中，小吴同学

的故事令我印象深刻。小吴表现一

直很好，然而到了四年级，他突然开

始“摆烂”，学习态度和行为举止发

生很大变化。通过与小吴家庭深入

沟通，我了解到，他的姐姐曾因家里

溺爱，养成了不好的生活习惯，所以

小吴妈妈对他的教育十分严格，希

望他不要重蹈姐姐的覆辙。但小吴

对妈妈的严格教育很抵触。

发现这一问题后，我在家长课堂

上专门讲了如何“读懂孩子”的课

程，向小吴家长推荐相关图书，让他

们了解孩子心理特点，并建议小吴爸

爸多与小吴沟通，通过亲子互动增

进父子感情，让家庭关系更加融洽。

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小吴逐渐不

再抵触学习，性格也开朗起来了。

随着家校合作工作不断深入，

我市成立了家校合作研究指导中

心，组建家庭教育指导师队伍，并从

中选拔骨干力量组成“家庭教育讲

师团”。凭借多年丰富经验和对家

校合作的深刻理解，在考试合格后，

我成了该中心的一名讲师。这不仅

是对我多年工作的肯定，也意味着

肩负更重要的使命——将优质的家

校合作课程推广到更广阔的领域。

《幸福的童年，从亲子阅读开

始》《让你的孩子成为时间的主人》

《如何培养孩子的时间管理能力》是

我的部分家校合作课程。其中，亲

子阅读主题课深受家长们欢迎。

现在，家长们学习热情很高，获

取资源渠道也很广，但如何评估学习

质量却成了一个难题。未来，我希望

能探索出合适的评价机制，让课程的

效果能更好体现出来，从而不断优化

课程内容和教学方法，让孩子们在家

庭和学校的共同呵护下健康成长。

记者第一次见到陈淑洵老师，是她在芝英社区学校为

球川小学送课时，她与几位校长围绕着家长教育侃侃而谈，尽显教育拓

荒者的热忱。在当下教育环境中，家校合作虽已是老生常谈的话题，但

像陈老师一样早在十几年前便以先行者姿态深耕家校协同育人领域，

这份坚守与远见足以令人动容。

口述/陈淑洵 整理/融媒记者 何悦

记者旁白：

在时代变迁中坚守匠心

在象珠镇雅吕村，时年 81 岁的吕成献，大半辈子与竹编打交道。竹篾
之间的沙沙声，是他生命里最动听的旋律。从青葱少年到白发老人，那份与
竹编的羁绊从未褪色，反而在时光的打磨下愈发熠熠生辉。

一竹一编一世界
吕成献

“精益求精”贯穿竹编生涯

以前竹编生意很好，因为各家

各户农活干得多，农具消耗得也快。

但是时代会变，我 40 多岁时，用箩

筐、晒谷席、簸箕等老式农具的人越

来越少，我的很多同行都改了行。

当时，我也犹豫要不要随波逐流放

弃这门手艺，可仔细想想，这门手艺

学起来不容易，就这么丢了太可惜。

我索性不再做那些粗笨的农

具，开始专注做栲栳、凉笼之类的精

细活。而且越是繁杂的纹样，做起

来越觉得有意思，我便越来越放不

下这门手艺了。

随着时代的变迁，竹编产品从

最开始的实用性工具转变为现如今

的观赏性装饰品，越来越多的人把

竹编当艺术品收藏。我的竹编也卖

到了东阳、缙云、义乌等周边地区。

很多外地客户来雅吕村找我定做或

者批发竹编，也有人来

村里游玩时，看到喜欢

的竹编就直接买回去。

我记得有一位缙云的顾

客，在网上看到有人宣传

我的手艺，便抱着“随便看

看”的心态过来找我。开始

他还担心竹编的质量不好，

结果摸到实物后，对我的作

品赞不绝口，一口气买了好几

个带回去。后来，又来了一位

缙云的顾客，就是他介绍来的。

现在永康做竹编的人越来越

少了，我偶尔会拿着竹篾发呆，担心

没有接班人。我不知道这门手艺还

会流传多久，但只要我的手还能动，

我就会一直编下去。因为对我来

说，竹编不仅是一门手艺，更是我的

毕生追求。

我从 15 岁开始学习竹编手艺，

跟着我们雅吕村的一位师爷入了

门，当时就是为了混口饭吃。不过，

师爷只是引我进了门，学艺还要靠

个人。当时我的手艺算不上特别精

湛，反倒是同门的吕三弟，成了我学

艺路上最重要的老师和伙伴。

偶然一次，我和吕三弟一起做竹

编，他的天赋与实力让我惊叹，我也

第一次尝到了技不如人的滋味。此

后两年，我便把他当成目标，日夜

苦练。可惜，我还是没能超越这位

“竹编天才”。不过在追赶的过程

中，也并非一无所获，我的竹编手艺

也有了质的飞跃。也正是因为他，我

才真正懂得了什么是“精益求精”。

后来，每当和他一起做活时，

哪怕我手上在忙别的，眼睛也会不

自觉地关注他的手法，学习他的技

巧。看在眼里，记在心里，慢慢地，

我的水平也越来越高。有一次，我

编竹篮，快到最后的收口环节了，

可竹篮转角处的编织弧度怎么看

都不满意，我就毫不犹豫地拆掉，

重新再做。连我自己都不知道，

“精益求精”这个概念是在什么时

候渗透到我脑海里的，或许是在追

赶吕三弟的过程中，也或许是在

第一次拆掉重做的时候。

60岁后，我基本在家里做竹

编，往门口一坐就是10个小时，

这一坐又是 20 年。每天不紧

不慢地打磨，选材、破篾、分

层、刮青、编织⋯⋯每道工序

我都坚持使用老方法。就如

上色，竹篾都

得 先 放

锅里煮，

火 候 也

得 掌 握

好，再用

水 浸 泡

三天，直

到 竹 篾

放 清 水

里 打 转

完 全 不

会褪色，

才 算 完

成上色。

社会·讲述2025年6月5日 星期四

融媒编辑：应美君03 YONGKANG DAILY

“我来订两个栲栳。”“可以，8月份再帮你做，现在的毛竹还太嫩

⋯⋯”记者刚到吕成献家时，恰逢一位村民前来预定竹编产品。采访的过程中，吕

成献的手在不停地编织，速度很快，竹篾翻飞间，仿佛时光也被编织进了细密的纹

路里。看着眼前专注竹编的老人，恍惚间，记者好像看到了25岁的他。青竹不老，

匠心永存，吕成献用一生的坚守，让后人触摸到那些正在消逝，却永恒珍贵的文化

记忆，这份匠心精神也将在每一位触摸者的指尖流转。

口述/吕成献 整理/融媒记者 陈可睿

记者旁白：

在教育中，家庭学校是两股不同但都不可或缺的力量，共同推动学生成
长。家校合作研究指导中心讲师陈淑洵是一位家校合作领域的探索者，她
默默耕耘多年，用智慧和汗水创新推出多个课程，帮助家长成为更好的教育
者，为学生成长保驾护航。

讲述人：吕成献 竹编手艺人 讲述人：陈淑洵 家校合作研究指导中心讲师

▲吕成献

在编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