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师说新语

84　　　 　　2020年6月上旬第16期

浅析学校教育如何化解家庭教育的负面影响
◎ 徐　涛　陈志红 ／重庆市工贸高级技工学校　重庆　401329

　　摘要：中职学生的成长历程的坎坷的，学校教育、家庭教
育、社会教育的缺失都会导致中职学生走上歧路。中职学生的

家庭烙印太重，很多来自原生家庭的负面影响，导致学生为人

做事出现很多偏差。在他们走向社会以前，需要学校教育予以

纠正和规劝，为学生们打造一条康庄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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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的成长是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的结合，任何

一方的缺失都会导致孩子成长之路变得崎岖坎坷。中职学生

是一个特殊的学生群体，他们属于义务教育中的漏网者。他们

所受到的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校教育是失败的，而导致他们没有

成功的接受学校教育的根源来自于家庭教育。因为父母是孩

子的第一任老师，第一步就被带上了崎岖小道，往后有何来康

庄大道。

我们以2018年9月我参与处理的一例校园欺凌事件为例
进行分析家庭教育对中职学生的负面影响。

事件发生在2018年9月18级新生入学刚军训一周左右。
幼儿教育专业崔某负责当日寝室清洁卫生，同寝室王某一直拖

拖拉拉不出勤，导致清洁一直无法完成，崔某就一边拖地一边

语言谩骂王某。过后王某就向同班不同寝马某抱怨，觉得崔某

这种人欠收拾，并邀约马某一起去收拾崔某。于是马某叫上旅

游专业刘某、魏某一起，当天下午四点左右在寝室对崔某进行

拳打脚踢、谩骂侮辱，勒索钱财并威胁崔某不得告诉老师，否则

后果更严重。当晚魏某、刘某回寝后一身烟酒味和粗俗语言刺

激同寝室一女孩心脏病发作，致使东窗事发。事后涉事人员王

某、马某、刘某、魏某皆被开除。

事件调查过程中，我们对几个女孩的家庭情况和家庭教育

进行调查和分析。

受害者崔某，来自重庆石柱农村。从小父亲在外务工，母

亲多病在家务农。母亲是典型的农村妇女，没什么文化，语言

粗俗，勤劳而絮叨。每天总在控诉生活的不易、命运的不公、子

女的不听话。女孩从小和母亲在一起，潜移默化的受到母亲的

影响，日常生活中就带了几分母亲的影子。也是这种习惯给崔

某带来了此次祸事。母亲的“控诉式教育”养成了女孩逆来顺

受的性格。使得她在受欺负的时候选择默默承受，不敢反抗也

不敢告发同学的暴行。

王某，父亲是退伍军人，脾气暴躁而独断。家里是父亲的

一言堂，从小和哥哥都在父亲的“棍棒教育”下长大。这样的成

长环境让王某习惯用拳头解决问题。据调查该学生初中时期

多次参与校园打架而导致初三没毕业就提前离校。

马某，生活在再婚家庭，父母离婚各自再成家，都另有小

孩。孩子跟着爷爷奶奶长大，父母唯一补偿孩子的方式就是给

钱。完全“放养式”成长，隔代教育的溺爱和父爱、母爱的缺失

使得孩子桀骜不驯、恣意放纵。做事我行我素不计后果。钱财

上的富足让其初中开始抽烟、喝酒、化妆、纹身，染上浓厚的社

会气息。

魏某、刘某来自同一所初中，人生际遇比较相似.再婚家庭
跟父亲后妈生活在一起，父亲做建筑行业，跟着工地常年不在

家，孩子跟着后妈生活，这种模式属于“养而不教”。为了能在

后妈手里拿到生活费和日常想要的东西，必备的技能是讨巧卖

乖，但内里未必服气。所以养成了表里不一，两面三刀的性格

特征。她们会讨好给她带来“利益”的人。例如马某能够带着

她们抽烟、喝酒，会给她们分享零食化妆品。所以会以马某“马

首是瞻”而不辨是非。

从此次事件中我们可以看出，不管是崔某的“控诉式教

育”，王某的“棍棒式教育”，马某的“放养式教育”“隔代教

育”，刘、魏二人“养而不教”，都属于失败的教育方式。他们是

中职学校学生的一个缩影。每个学生都能在里面找到自己的

影子。

中职学校要如何去扭转形势，淡化来自原生家庭的烙印，

改变错误的家庭教育的负面影响。

1　爱的教育
中职学生来自离异家庭、留守家庭的学生占多数，父爱、母

爱的缺失，他们需要被爱和温暖。学校需要给学生营造一种有

爱的氛围，在这样的氛围里，重塑他们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

观。只有爱和鼓励，才能让这群曾经受伤的学生痊愈，才能有

健康的心理，健全的人格。没有爱，就没有教育。教师怀着一

颗深厚博大的爱心为学生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

1.1　班主任　班主任是学生在学校接触最多的老师，是
他们在学校的第一责任人，是他们的依靠，也是他们的引路人。

班主任要做妈妈，关注学生的衣食冷暖；要做朋友，关心学生的

心路历程；要做领路人，引领学生健康成长。要用自己的一颗

心去换另一颗真心，方才能走进学生的内心世界，让他们敞开

心扉。学生们心门打开了，阳光照射进他们的心底，驱散他们

内心的阴霾，开出灿烂的花朵。

1.2　任课老师　任课老师需要在课堂上多鼓励孩子，要
让他们在课堂上找到存在感，给予他们正面而积极的引导，调

动学生的积极性。真正的因材施教，有教无类。

中职学生本就自卑而敏感，稍有不慎学生就会将老师关在

心门之外。曾经班上有位心理学老师在课堂上最常说的一句

话是：“我讲的你们也听不懂，给你们上课就是浪费时间。”据

学生反应全班同学都不喜欢这位老师，觉得老师对他们是不屑

和鄙夷的，他那种高高在上的神态，让他们很难堪。如果老师

将学生推到了对立面，那么教育就是失败的。

2　精神教育
长期受到原生家庭负面影响的中职学生精神世界是匮乏

的，内心世界不平衡、不稳定，面临着诸多的内心冲突。曾经有

个贵州农村来的学生问我：“我知道现在的我就像一个废人，我

想改变，可我什么都不会，我该怎么改变？”他们想要挣脱现有

的束缚，可又无能为力。所以他们迫切的希望学校能够有一个

途径和机会改变。忙碌是精神丰富的开始，所以学校要让每一

个中职学生忙起来。

2.1　专业技能的培养，实训能力的提升　中职教育的目
的就是培养高素质的劳动者和技能型人才。扎实的理论和过

硬的技术是他们将来的立身之本。中职学校专业知识的培养

不容忽视。通过参与精心组织、周密安排的实训活动让学生有

事可做，有料可学。不让学生发出“学不到东西”、“在学校就

是混日子”的感叹。

2.2　主流价值观的弘扬　学校通过主题课堂、书刊、现代
传媒手段，增强社会责任感，提高知法守法的（下转第86页）



●　师说新语

86　　　 　　2020年6月上旬第16期

用为主；另一种则是根据微课程学习内容来选择微课程的类

型。例如，在学习计算机组装内容的知识点时，微课程的类型

应该选择拍摄式；在学习与电子表格相关的内容时，所选择微

课程视频类型应该以录屏式为主。只有将所选择的知识点与

微课程的类型一一对应，才能够更好地提升教学效果。

3.1.3　微课程教学目标的分析　微课程教学目标是指学
生在微课程学习过程中，能够达到何种学习程度。在微课程教

学目标的引领下，教学活动才能够有效的进行。将信息技术与

微课程进行整合，学生不仅获取基本的计算机知识，掌握计算

机技能，还要具备终身学习的能力以及数字处理问题能力。在

设计微课程教学目标的时候，应该在理解信息核心素养的基础

上，与信息技术课程标准进行对接，从而保证微课程教学目标

的合理性。

3.1.4　微课程教学环境分析　教学环境直接影响着教学
效率。在网络教学模式逐渐普及的今天，微课程教学需要搭建

信息化教学环境。一方面，录制设备以及资源共享平台。教师

制作微视频需要应用到一些软件，录制好的微视频要分享到某

些学习网站。这些内容在现今时代已经具备。学生需要具备

电脑、收集等设备，能够满足微课程的学习。另一方面，随着信

息技术的不断进步，微课程的设计以及开发也要进行创新，尤

其是要与各个学校的教学条件相适应，将微课程的灵活性凸现

出来。

3.2　设计阶段，资源整合
3.2.1　设计教案　微课程并非只是一个简单的微视频，

而是一套完整的教学资源。包括微教案、微课件、微练习。微

教学案是教师根据课程的大纲以及学生学情，设计出有助于教

学活动顺利进行的辅导性资料。微课程讲究小而精。教师要

保证教学知识点的精炼，这比较考验他们的教学经验。微课程

教师不仅需要具备充足的知识储备，还要善于将知识进行整

合、凝练。

3.2.2　脚本设计　脚本设计是指根据微课程进行的顺
序，将所讲解的知识点罗列出来。在微课程脚本的辅助下，知

识点以及课程安排思路清晰。在脚本设计中，教师要注重突出

重难点，从而给予学生学习的侧重点。

3.2.3　教学资源设计与整合　微课程除了教材中的知识
点外，还需要其他类型的素材、资源进行支撑。例如，常见的资

源包括图片、视频、图片等等。这些内容的确定需要考虑学生

的学情，根据学生的学习动机来选择。同时，还需要考虑到教

学的主题。从这两方面，能够让教学资源更加精炼。

3.3　开发阶段，讲解类型　将前期的准备工作做好之后，
便是来到了教师得心应手的一个步骤，即微课程的讲解与录

制。这两项内容是同时进行的。一般来讲，微视频的讲解与录

制主要存在以下几种。

3.3.1　多媒体讲解　此种类型主要是利用 PPT进行讲
解，讲解与录制是同时进行的。其声音与画面是同步的，但是

受到录制设备的影响，其画面清晰程度一般，制作的成本较低。

经过后期的加工制作，添加上开头和结尾，从而完成微课视频

的制作。

3.3.2　拍摄型　此种类型使用摄像机将整个教学过程中
录制下来，通过后期的剪辑，来确定成微课程。这种方法一般

与运用到画图、标记等方式的内容相结合。其主要的目的是在

讲解知识的同时，传授给学生们分析问题的具体方法以及相关

教学工具的使用。

3.3.3　动画讲解型　此方法主要是讲解一些文本、图像、
表格等内容。这些东西比较抽象，逻辑性强。通过动画的方

式，可以更为形象生动地展现在学生的面前，吸引学生的注意

力。不过此方法需要专业的动画制作人员来完成，对于教师的

信息技术水平要求较高。

3.4　实施阶段，上传平台　教师将已经录制的微课程视
频上传到教学平台，供学生下载浏览、学习。学生根据自己的

需要，随时随地地进行学习。

4　结论
信息时代的到来促进了微课程的普及，但是我国目前对于

微课程的设计以及开发尚且处于正在探索的阶段，对于中职信

息教育专业来讲，微课程的开发既要满足信息学科的特点，还

要凸显职业教育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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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组织学生参与社会活动，开阔视野增加阅历　开展多
种形式的社会实践活动，引导学生走出校门，了解社会。如学生

到养老院为老人做一下力所能及的事情，到福利院和特殊教育

学校与孤残儿童做游戏、为孩子们表演节目，参与交通协勤、社

区建设等既丰富学生的生活，开阔视野，增加社会阅历，又能利

用职业学校的专业优势服务社会，在助人中得到快乐，在奉献中

体现自身价值，尽一份公民的责任和义务。

2.4　科学规划人生，职业生涯指导促成长　如果把一个人
的职业生涯比作一次旅行，那么出发之前最好先设定旅游线路，

这样既不会错过梦想已久的地方，也不会千辛万苦却去到并不

喜欢的景点。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职业生涯规划的作用在

于引导学生正确认识自身的个性特质、现有与潜在的资源优势，

帮助学生重新对自己的价值进行定位并使其持续增值；使学生

树立明确的职业发展目标与职业理想；科学客观地职业定位，采

取可行的步骤与措施，不断增强职业竞争力，实现自己的职业目

标与理想。“一艘没有航行目标的船，任何方向的风都是逆风”。

因此，有了明确的目标，才能激励学生克服前进路上的困难，见

山开路、遇水搭桥，以良好的心态迎接各种挑战。

如果把每一个学生比作一棵树苗，家庭教育是土壤，学校教

育就是养分和阳光。土壤让树苗扎根发芽，阳光和养分决定了

树苗最终是废材还是栋梁。贫瘠的家庭教育需要更多的学校教

育去填补，才能让每个学生茁壮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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