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疫情之下， 上海家长学校
“蹿红”

在姚爱芳看来，身处抗疫的大背景下，

上海家长学校的“出圈”，是偶然更是必然。

2019年 1月 18日， 教育部部长陈宝
生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要加
强对家庭教育工作的支持，通过家委会、家
长学校、家长课堂、购买服务等形式，形成
政府、家庭、学校、社会联动的家庭教育工
作体系。 ”

今年 1月 21日，在上海市教卫工作党
委、上海市教委的指导下，上海家长学校依
托上海开放大学正式挂牌成立。原本，家长
学校的讲课及访谈活动都将在新学期开学
后通过线下进行。不料疫情来袭，主办者随
即转变思路，以“抗疫”为活教材，邀来名师
专家， 与家长和孩子共同探讨特殊时期的
相处之道。

3月 2日，上海 143.5万中小学生通过
“空中课堂”，开启线上学习模式。 当晚，上
海家长学校也在线上直播平台正式 “开
学”。 复旦附中语文特级教师、复旦五浦汇
实验学校校长黄玉峰以 《疫情下的人生教
育》为主题，给家长们上了第一课。

后台数据显示， 这堂并未做过多宣传
的直播课， 吸引了来自包括湖北在内的全
国 22个省市近万名家长同时在线收看。不
少家长课后留言点赞称，这样的在线课堂，

能让全国各地的家长隔着屏幕听课、互动，

既打破了线下家长课堂的固有模式， 也突
破了时空壁垒。

停课不停学，父母该怎样陪伴孩子？

读书日，如何让家庭阅读陪伴成长？ 迎
接开学， 怎样才能不焦虑？ ……在这个
超长的宅家寒假，一个个经调研后精心
设计的主题，不仅屡屡击中家长们内心
深处的焦虑点，也让上海家长学校逐渐

在家长圈中声名鹊起。

今年五一劳动节前， 以家庭劳动教育
为主题的直播课，开始前就涌入了 62万多
的观众。 如今，这堂课的观看人次，已悄然
突破 72万：“很多家长可能错过了直播，但
其实他们会在有空时通过网络平台进行各
堂课的回看。 每位家长在平台上学了哪些
课，每节课学了多少时间，哪些内容最受家
长欢迎，我们都会进行复盘。 ”姚爱芳说。

在上海开放大学副校长王伯军看来，

作为一所学历教育、非学历教育、社区教育
融通的新型大学， 包括家长学校在内的开
放大学教育体系， 在特大型城市社会治理
中始终承担着源头建设的功能，“家是最小
国，国是千万家。 特殊时期，守护好每个小
家庭同样是在为抗疫做贡献。”在疫情期间
受到欢迎的上海家长学校， 正努力帮助每
位父母，成为孩子最好的陪伴者、支持者、

抚慰者。

直面“焦虑”，助力智慧父母终
身学习

其实，上海家长学校能在短时间内“蹿

红”， 正是上海开放大学助力家长终身学
习，服务全民终身教育学习体系构建、建设
学习型社会的一个重要缩影。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构建服务
全民终身学习的教育体系，构建覆盖城乡
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 注重发挥家
庭、 家教、 家风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作
用。 在举办上海家长学校之前，上海开放
大学已在积极探索家庭教育的普及推进。

2019 年 9 月 19 日，上海托幼工作现场推
进会上提出， 要推动 0-3 岁幼儿托育服
务实现从“多元参与”向“体系构建”的转
变，进一步完善“政府引导、家庭为主、多
方参与”的托育服务体系。 上海开放大学
随即响应政府、 呼应民意、 顺应市场，积
极打造了“幼有善育”培训品牌，并精心
谋划“上海智慧父母成长课堂”。

2019年 10月 13日，“幼有善育、科学
育儿”的首期讲座原计划容纳 80位“学生”

的现场，竟涌入了 150多人。 不仅如此，讲
座还通过上海广播电视台 “教子有方”栏
目，让更多家长通过电波一同学习受益。

“当时我们就在想，除了为这些 0-3岁

的幼儿家长做好托育指导服务， 是否能创
造条件帮助更多年龄段的家长构建起和
谐、快乐、轻松、愉快的家庭生态系统呢？ ”

上海开放大学非学历教育部常务副部长王
松华告诉笔者。 这个思考源于上海开放大
学曾做过这样一份调查， 参与的 1万 2千
多名家长中， 有近 58.7%的家长存在一定
程度的子女教育、亲子关系等方面问题，家
庭教育特别是亲子关系的处理已是沪上家
长的主要“焦虑点”。

为进一步舒缓家长的焦虑， 形成良
好的家庭教育社会氛围， 构建学校教育
与家庭教育的联动体系， 上海开放大学
秉承“助力孩子健康成长，促进家庭教育
发展”的理念，在成立上海家长学校的同
时， 还成立了上海家庭教育服务指导中
心。 该中心致力于家庭教育的社会服务
与业务推进，推动家庭、学校和社会的三
方联动和共建共享。

“我们聘请了于漪、李玫瑾等知名专
家作为中心首批顾问，并在浦东、长宁、

杨浦、静安、奉贤五个区设立了分中心，

通过联动上海开放大学分校系统构建市

级指导中心、区级分中心、街镇家长学校
的三级网络。 ”王松华介绍说，去年 12月
2日，中心的首场专题报告请来了全国知
名家庭教育专家、 中国公安大学二级教
授李玫瑾，500多位闻讯而来的家长把上
海开放大学报告厅挤得水泄不通：“这些
火爆的活动背后， 恰恰反映着家长强烈
的家庭教育需求。 ”

据了解， 除了目前已经推出的这些
线上讲座， 上海家长学校今年还将走进
学校、社区、家庭、企业以及培训机构，举
办各类线下活动， 多管齐下为广大家长
“排忧解难”。

结合实际，提供“优质、便捷、

个性化”教育服务
身为上海最早的“网校”，成立 60 年

的上海开放大学， 始终将市民的学习需
求和学校的办学特色紧密结合。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 计算机产业成为
上海经济发展的十大支柱产业之一。“上海
市民计算机应用能力考核” 项目随即被列
入“九十年代上海紧缺人才培训工程”中。

1994年，上海开放大学的前身上海电视大
学承担了“上海市民计算机应用能力考核”

项目实施， 首场考试便吸引了 1.6万名市
民参加，社会上迅速掀起“电脑热”，计算机
应用能力考核证书成为当时求职的 “硬通
货”。 多年来，上海开放大学共为近 500万
人次提供了考核服务。

2010 年， 上海电视大学更名为上海

开放大学后， 学校更加紧跟上海城市建
设发展步伐，配合政府有关部门，实施了
一系列针对不同社会群体的学习培训项
目，“百万进城务工人员技能文化培训”、

“百万在岗人员学力提升培训”、“上海村
居干部 ‘3+X’ 培训”、“初级工商管理
（EBA）培训”……30 多万学习者在这里
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学习路径， 赢得了人
生出彩机会。

共青团十八大代表、 曾经的 “打工
妹”安徽金寨姑娘周玉梅，就是上海进城
务工人员技能文化培训的受益者之一。

2013 年， 她被评为 “上海市优秀青年标
兵”和“上海市农民工先进个人”。 回到老
家后，周玉梅更是全情投身公益，帮助当
地贫困学生， 用实际行动让孩子们明白
学习的重要性。

在上海开放大学党委书记楼军江看
来，上海开放大学始终深深扎根在上海，

是一所真正没有“围墙”的大学，开放是
学校的天然基因， 向所有学习者敞开大
门，为他们提供优质、便捷、个性化的开
放教育服务，是学校践行“为了一切学习
者，一切为了学习者”办学宗旨的具体实
践，在新时代的机遇和挑战下，上海开放
大学将全面加快一流开放大学建设步
伐， 紧紧围绕服务学习者个性化的终身
学习需求，强化供给侧改革，努力为每一
位有意愿、有能力，渴望通过学习提升生
活品质，实现美好人生的学习者，提供更
加优质的教育机会和教育服务。

“尊重、理解、接纳———让儿童更快乐。 ”

六一儿童节前的周末， 上海家长学校请来三
位教育专家，为全国各地的家长，奉上了一场
高质量的家庭教育网络直播。 课后，满怀感谢
之意的家长留言一次次刷屏。

屏幕那端， 上海开放大学非学历教育部
副部长姚爱芳深感欣慰：“这是我们的第十二

堂课。 目前这些课程的在线观看总人次，已突
破 150万，留言近万条，课程的受众群，从最
初以妈妈为主，到爷爷奶奶、外公外婆逐渐加
入， 再到如今不少爸爸也一同现身，‘全家总
动员’来到家长学校的线上课堂共同学习。 ”

成立不久的上海家长学校， 究竟为何能
在短短三个多月内迅速“吸粉”呢？

好好学习，要从父母抓起
这所上海最早的“网校”，给家长们辟了间“教室”

图①：上海家长学校在上海开放大学开讲新春第一课。图②：上海家庭服
务指导中心成立，李玫瑾教授做首场专题报告。 图③：上海家长学校 2020 在
线课堂-劳动节专题讲座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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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七件事，无忧去上学
低幼学生今开学，儿科医生给家长们开出“健康贴士”：

今天，上海的幼儿园和低年级的小

学生也将返校复学。 开学的日子里，这

些低龄小朋友如何做好个人防护？他们

要做的与大哥哥、大姐姐有什么不一样

呢？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儿科副主任医师肖园给家长们开出“健

康贴士”：做好七件事，无忧去上学。

这七件事包括 “四项准备、 三项

配合”。

首先，准备好规律的作息时间。 休

息好是保证孩子免疫力正常发挥的“不

二法门”。有史以来的最长寒假和网课，

让部分“小神兽”的作息时间出现明显

变化。 开学在即，家长要尽快将孩子的

“时差”调整好，按照孩子日常上学的时

间督促他们早睡早起， 睡前远离手机、

平板等电子屏幕。

其次，准备好合理的营养搭配。 正

值初夏，随着天气转热，人体消化功能

会减弱。 家长给孩子准备饮食，应以清

淡 、富有营养 、易消化为佳 ，忌过饱过

饥、暴饮暴食、凉热失当。

蛋白质要丰富，但烹制过程中要少油

少盐，避免浓油赤酱、过甜和黏腻的饮食。

日常膳食中，瓜果蔬菜必不可少，尤

其是含钾丰富的蔬果能补充随汗水丢失

的钾盐，比如橙子、香蕉、葡萄、西红柿和

各种绿叶蔬菜。 花色搭配上最好多种多

样，以提振暑热导致的食欲不振。

剧烈运动后需及时补充水分，但忌

大量饮用冷饮和含糖饮料，避免胃肠不

适以及电解质紊乱。

肖园说， 第三项准备是帮助孩子准

备好健康的心理状态。长期宅家人容易懒

散，入学入园前，家长要仔细观察孩子心

理活动，可通过一起完成手工劳动、参与

老师布置的作业等活动， 与孩子充分沟

通，掌握其心理状态，排除入学前的焦虑

和紧张，避免出现入学后心理上的不适应。

第四，肖园还建议，家长要准备好帮

孩子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 不妨在家与

孩子一起重新“温习”入学入园后要掌握

的新卫生习惯，例如：正确佩戴口罩、勤

洗手、注意打喷嚏的正确姿势、不乱揉

眼睛和鼻子、餐具水杯专人专用等。

对幼儿来说，长时间佩戴口罩是一

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因此手卫生是需

要重点培养的好习惯。 对预防传染病而

言，最好的仍然是经常用清水洗手，而非

手部消毒。因为，反复免洗手消毒会给幼

儿的皮肤带来刺激， 可能会诱发湿疹等

皮肤病，其次，免洗手消毒并不能完全消

灭各种病原，比如常见的诺如病毒。 “流

动清水+肥皂” 洗手不仅温和刺激小，也

是预防各类传染病最有效的方法。

这些情况需要洗手：进食前、碰触

伤口或口鼻前、如厕前后、外出回来后、

和宠物玩耍后、打喷嚏、擤鼻涕后。

肖园特地提醒，家长还要注意“三

个配合”。

首先配合全市的疫情防控管理。根

据相关规定，每天要向学校如实上报孩

子和同住亲人的健康状况，早晨离家上

学前给孩子做好体温监测。若出现疾病

表现，如发热、咳嗽、头痛、乏力等，不隐

瞒病情，如实向所在学校老师反映。

其次，配合学校的防疫工作。根据所

在学校的作息时间和规定， 分批接送孩

子，避免聚集等候、放学串门、在外闲逛

等现象。 休息日在家，避免聚餐、去外地

游玩等活动，不去人员密集的公共场所。

如孩子出现发热的病症， 需要向学校通

报，并立刻赴指定医院的发热门诊就诊。

第三，孩子若有症状，应配合医生诊

治。由于前期疫情防控得当，目前孩子发

生新冠感染的机会极低。 开学后一旦孩

子出现头痛脑热、腹痛腹泻等不适，不要

讳疾忌医，应去医院寻求医生帮助。

■本报记者 王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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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首席记者 唐闻佳

手执画笔，画出心中健康生活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启动儿童青少年绘画大赛

本报讯 （记者李晨琰）昨天，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门诊

大厅挂上了二十余幅画作， 这些充满想象力的作品全部出自

七年来曾在儿科医院住院的患儿之手。同一时间，儿科医院的

“童心·童梦———我的健康生活”儿童青少年绘画大赛启动。医

护人员与小患儿们一起手执画笔，画出他们心中的健康生活。

绘画是打开儿童心灵的窗户。 只要给孩子一支笔、 一张

纸，他们就会用稚嫩的小手，描绘出理想的世界。 儿科医院住

院部肾脏科，小患儿们一边聚精会神地绘画，一边听上海美术

学院国画系研究生导师李戈晔的精彩授课，“孩子们都有丰富

的想象力，只要稍加指点绘画技巧，他们便能通过画笔描绘出

自己对健康的理解，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期待”。

通过“沪鄂童心守护”微信公众号平台，李戈晔的绘画课

程同步直播。 之后的小小心愿活动、绘画作品展示、优秀作品

评选等也都将搬至线上。

“孩子或许不知道什么是冷色调，什么是暖色调，但是他

们通过绘画把自己的内心和对世界的理解表达出来， 每一幅

画、每一张明信片，都散发着最炽热的生命温度！”复旦大学附

属儿科医院党委书记徐虹教授告诉记者。

据悉，经专家评审选出的参赛作品，将编入《童心·童梦》

画册，优秀作品将获推荐参加第 51 届世界儿童画大赛，送往

日本开启全球巡展。 只要给孩子一支笔、一张纸，他们就会用稚嫩的小手，描绘出理想的世界。 （院方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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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们的节日昨天如期而至。围绕“尊重、理解、接纳———让

儿童更快乐！ ”的主题，日前，上海家长学校邀请专家在线与 5.5

万人次家长分享如何让孩子健康快乐成长的智慧。

认为孩子快乐指数60分及以下的家长
只有4.4%

上海家长学校的抽样调查显示 ， 如果以100分为满分 ，

23.3%的家长认为孩子的快乐指数在91分至100分之间，53.2%

的家长认为是71分至90分之间， 认为孩子快乐指数60分及以下

的家长只有4.4%。 同时，经常对孩子发火的家长约占34.1%，从

不发火的家长仅占2%左右。

调查显示，家长对孩子平时“心情不好”的原因认识得比较

清楚，最主要原因是学习和考试的压力、老师严厉的教育和父母

的打骂、缺乏发展兴趣的自由、父母的攀比心和急功近利的教育

方式。虽然如此，家长却无法控制自己的焦虑。调查同时显示，家

长焦虑的最重要原因是孩子学习效果不佳，其次是独立性差、抗

压能力低、身心不健康、人际交往能力弱等。

上海开放大学学前教育专业副教授董丽敏指出：“孩子不快

乐是因为他们的生活只有学习， 家长为他们安排好了学习之外

的一切，却忽略他们的情绪和感受。 ”

建议家长们采用“三比”的方法

在专家眼里，现在的孩子有“四怕”。“一怕发卷子，二怕公布

分数，三怕返校，四怕开家长会。尤其是开完家长会，父母回来后

的各种指责。 ”主持人韩旭直言不讳。

“要知道，现在的孩子们还有一个共同的‘宿敌’，那就是所

谓‘别人家的孩子’。很多家长总拿‘别人家的孩子’作为标杆，这

样只会衬出自家孩子的不完美，让他越来越自惭形秽，负能量越

积越多。 ”董丽敏指出。

那该如何让家长改变？ 董丽敏分享了一个案例。

一个多动症孩子的家长，到幼儿园第一次开家长会，老师告

诉家长，你这个孩子有多动症，家长回去后，孩子问妈妈老师说

什么，妈妈镇定地说“老师说你很好，现在都能坐满 3 分钟了”。

就这样一点点鼓励，把这个孩子一直鼓励到高中毕业。

董丽敏建议家长们采用“三比”的方法：自己跟自己比，今天

跟昨天比，这次跟上次比。“在比较的过程中，孩子只要有一点点

进步，就要肯定孩子，让他充满自信。 也可以通过召开家庭会议

的方式，听取孩子的心声，与孩子坦诚交流。 ”

家长不能故意忽视孩子的“秘密”

“学习是儿童的权利，有一个快乐的童年也是儿童的权利。”

上海市终身教育研究会家庭教育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孙传远建

议，家长要放平“管教和爱护”这把“水平尺”，对孩子要尊重而不

迁就，保护而不溺爱。 他分享了一个案例：有一个 7 岁的孩子特

别喜欢画画，尤其爱画他爱吃的东西，比如汉堡、鸡腿等，但每次

都会遭到妈妈训斥：“你总画吃的，丢人，不要再画了！”于是这个

孩子改画飞机、大炮，可妈妈还是不高兴，对他吼：“你就会画这

些，美丽的风景不会画吗？ ”再到后来，孩子干脆再也不画画了。

“其实不只是画画，家长不假思索的评判标准或干涉，就可能

扼杀孩子的创造力，消除他们的兴趣和快乐，甚至改变他们的人生

轨迹。 ”孙传远坦言，很多家长不了解或故意忽视孩子的“秘密”，要

知道，孩子最大的“秘密”就是儿童的天性，即童真、童趣、童心。

专家给家长五个“不要”作为建议：不要期望孩子对我们俯首

帖耳，但愿他们能够尊重我们；不要期望孩子获得多大的成就，但愿

他们善于学习；不要期望孩子一定获得成功，但愿他们度过有意义

的人生；不要期望孩子做我们的傀儡，但愿他们能够成为我们的精

神伙伴；不要期望孩子永远顺利，但愿他们有勇气从头再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