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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学生健全人格的培育，尤其需要家庭教育和学校教

育共同形成合力，提供成长良好的生态环境。自 2016 年我校初中心理健康教育

办公室升级为学生成长指导中心至今，一直致力于让每一位学生都拥有来自自

己、同伴、学校和家庭的坚实支持系统，给学生健康成长和幸福生活奠定基础。

这 4年来，我中心从家校课程着手，搭建家校共育生态圈，目前形成了学生课程

和家长课程一体化，以及家长线上和线下课程一体化，疫情后还开发出家校线上

共读共学营这样新的家长课程类型，并于 2020 年 3 月出版了《青春成长路》学

生心理读本和《青春期养育微课》家长养育读本，在预防青春期频发的亲子冲突，

以及鼓励爸爸参与青春期养育等方面，取得显著成果。

一、学生课程和家长课程一体化，全方位助力学生成长

课程一直是心理健康教育的主阵地。我校初一初二心理课是必修课，每两周

一节。这对宣传心理健康教育知识起到重要作用。但是存在着课时少，练习少，

学生难以将课堂所学运用到生活的问题。同时，家长有两个缺乏，一是缺乏适合

时代发展和学生心理发展的青春期养育知识和技能，二是成长过程中缺乏心理健

康知识的学习与获得。

为了解决以上三个问题，我们中心着力于进行学生心理课程和家长养育课程

一体化的建设。主要通过三个步骤进行。

（一）分析各年级学生心理发展特点，确定课程目标。

通过分析近三年学生心理测评的结果，确定了各年级学生心理发展的主要



特点，确定了各年级学生课程和家长课程的主题与目标：

初一课程以学校适应为主，旨在帮助学生从心态上适应学校的学习生活，帮

助家长理解学生适应中遇到的心理挑战，从而可以恰当地帮助学生度过适应期；

初二课程以情绪情感教育为主，旨在帮助学生，增强情绪觉察、认知与调节

的能力，从而促进人际沟通良好发展，帮助家长了解自己和孩子的情绪发展特点，

能在人际沟通中起到情绪调节的示范作用，化解青春期的焦虑与亲子冲突；

初三课程以考试积极心态培育为主，旨在帮助学生和家长调节应考各阶段心

态，化解应考中容易出现的过度紧张与焦虑。

（二）基于脑科学最新成果和正面管教理论，开发课程内容。

我中心两位专职老师，均为美国正面管教协会认证的家长讲师，同时学习

了 P.E.T.和游戏力等家庭教育课程，还是儿童正念大脑开发课程讲师，通过正面

管教学校课程，结合已有心理课程，进行本土化实践，形成具有我校特色的社会

情感课程。我们确定了初中各年级的 18节学生课程和 21节家长课程。

年级 课程主题 学生课程内容 家长课程内容

初一 学校适应 1、省实心游记

2、从陌生到熟悉

3、尽我所能

4、我爱我家

5、成长思维带我飞

6、交友雷区你别踩

1、心苑对你说——初一，孩子仍然需要你

2、陪伴孩子度过适应心理关——落差感

3、陪伴孩子度过适应心理关—孤独感

4、陪伴孩子度过适应心理关——自我管理

5、激发和保护孩子进取心的原则

6、激发和保护孩子进取心——自主感的保护

7、激发和保护孩子的进取心——效能感的强

化

8、激发和保护孩子进取心—归属感的营造

初二 情绪情感 1、善用压力调节器

2、做自己情绪的知

心人

3、面对爱的唠叨

4、探索爱情岛异动

1、心苑对你说——初二，成为孩子的益友和

顾问

2、青春期孩子情绪管理的误区

3、情绪管理黄金原则

4、青春期孩子消极情绪的疏导途径



5、不远不近，刚刚

好

6、喜欢这件小事

5、青春期孩子积极情绪的发展途径

6、做孩子的心理咨询师——从倾听开始

7、做孩子的心理咨询师——用共情联结

8、做孩子的心理咨询师——清晰自我表达

9、做孩子的心理咨询师——允许分离

10、做孩子的心理咨询师——守护秘密

初三 应考心态 1.广州市内，我有哪

些升学路径？

2.我要如何接近我

的目标？

3.高效每一天

4.跳出“分心”的旋

涡

5.一想到考试，我的

心就砰砰跳……

6.考后如何面对成

绩

1、心苑对你说——初三，给孩子恰如其分的

支持

2、家有考生——太紧张，怎么办？

3、家有考生——太放松，怎么办？

4、家有考生——没信心，怎么办？

（三）出版《青春成长路》学生心理读本和《青春

期养育微课》家长养育读本，线上线下实践课程。

2020年 3 月，学生心理读本《青春成长路》和

家长养育读本《青春期养育微课》出版并投入使用。

初一初二的学生课程，利用两周一节的心理课，由

专职老师实施；初三的学生课程每周五提供在“省

初心苑”公众号的“中考助力站”栏目，班主任可

根据自己班需求使用素材。家长课程每周二更新于

“省初心苑”公众号，并转发到各个班群，供家长

学习。



二、家长课程线上线下一体化，全面支持家长养育

从 2017年实践线上家长微课开始至今，我校已形成家长课程线上线下一体

化。每一位在校学生家长，都能从线上家长微课、专家讲座、家校共读共学营，

线下沙龙与家长咨询五个途径，获得青春期养育思维方式、情感支持、技能实践

的全方位支持。

（一）线上家长微课，从思维方式，指引积极养育理念

每周二家长课程，在“省初心苑”微信公众号上，仅从 2019 年 9 月至今一

年的时间，原创或转载就达到 29节家长微课，阅读点击量总计达到 3 万多人次。

在疫情期间和复学后的半年里，每周六我们还在公众号上推出“亲子时光”，

共 11节，指导家庭进行亲子活动。

（二）线上家校共读共学营，从情感氛围，营造家长学习互助氛围

线上家校共读共学营，是我们在疫情后开发的一个新型家校课程。这个营的

运营，既突破了线上家长微课被动听课的局限，调动了爸爸妈妈们参与的热情，

又在线上课走到线下实践之间搭起了一起座联结之桥，在营里爸爸妈妈们通过共

学、打卡和讨论分享，加深对新知识新技能的学习，形成家长学习互助氛围，极

大的调动了爸爸参与青春期养育，极大化解了家长们的养育焦虑。

家校共读共学营，采用以下三个步骤来运营：

1、专家讲座，面向全体初一初二全体家长，启动共读共学营招募

共读共学营，得到年级德育团队极大的支持，共读共学营的启动仪式上，每

个年级邀请了《陪孩子走过青春期》的作者周励老师，面向全体家长，做了专家

讲座，讲座结束后，从级主任等级领导讲话、心理老师宣布共读共学营安排、家

长代表发言号召大家一起加入学习，三个层面全面启动家校共读共学营的招募。

在启动仪式上，年级正式聘请了初一一共 14位家长，初二一共 34位家长为

家长营长，负责共读共学营的运营。



家长营长聘任仪式

2、年级任命家长营长，心理老师提供运营指导，家长营长运营共读共学社群。

采用年级老师和心理老师给家长营长提供支持，家长营长给家长营员提供支

持的社群运营思路。

年级高度重视共读共学营活动，从级主任到班主任，纷纷加入家校共读共学

营，成为家长共读共学的见证人。

心理老师根据共读书籍内容，开发出每日知识卡，共学内容，以及亲子共读

流程，提供给家长营长，支持家长营长运营。

家长营长负责营员招募，发布共读共学通知，营造社群内共读共学氛围。

家长营长工作会议
家长营长工作分工和流程



3、家长营员通过读书打卡、参与共学和亲子共读三步走，完成社群任务。

在开营仪式上，家长营员了解

了参营共读共学任务，并在当天邀

请孩子成为“陪读家长”，监督自

己完成每周的共读共学任务。

每天早上 9 点，家长营员都会

在群里接收到一张日签和一张知

识卡，每周任意时间，家长营员按

照阅读心得模板，在群内分享阅读心得 2 篇，每周五晚上 8 点，统一参加共学，

共学后，获得亲子共读流程指引，在周六或周日安排 1个小时进行亲子共读。

完成以上任务，会获得相应奖励。14 天的家校共读营，仅初二一个年级，

家长打卡共 2112 人次，共学共有 2099人次参与，满意度达到 95.1%,236位爸爸

参与了共读共学任务。

未来，我们中心将继续深化共读共学营活动，开发出各类线上训练营。

（三）家长线下沙龙，从行动方面，体验实践养育技能

我们还形成了以下 6个线下沙龙，供需要深造的家长选择。分别是正面管教

家长沙龙、基于 p.e.t.理论的激发和保护孩子进取心沙龙、基于游戏力养育理论

的亲子倾听、设限、轻推沙龙、与孩子“谈性说爱”家长沙龙、家长一日工作坊。

初一第一期《正面管教》

共读共学营结营仪式



我中心在 2020 年 12 月 10 日成立了家校

共育研究中心，今后将在探索家校共育机制与

实践的路上继续坚实地走下去。

家长线下沙龙

家校共育研究中心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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