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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专家李镇西曾说：“学校教
育很重要，但无论多么重要，都只是
家庭教育的重要补充。”家庭是最好
的课堂，父母是最好的老师。“优生”
不全是教师教育出来的，“差生”也
不全是学校培养的。教育路上，教
师是传道授业的人，父母是孩子一
生的榜样，相互信任，彼此搭档，才
能相互成就。

好教育不能只靠老师

教育部部长陈宝生说过：“家庭教
育不到位，学校教育做得再好也无济
于事。”父母是孩子一辈子的老师，父
母对于孩子的影响力，远大于老师。
学校教孩子的是文化知识，而孩子良
好的品行、优秀的习惯、读书的兴趣、
坚强的意志、长久的幸福感，都来源于
父母与家庭。

总有家长问：“同一个班级，同一
个老师，为什么孩子的差异这么大？”
孩子之所以取得优秀成绩，除了凭借
天分与努力，更多的是依靠自控力、

专注力和求知欲。这些素质大部分
有赖于家庭的培养。同一班级中孩
子之间的竞争，说到底，是背后家长
的综合素质和付出心力的竞争。再
负责任的老师，如果缺少家长的配合
与支持，也很难真正把孩子教育到
位。老师在学校教授的文化知识，需
要父母在家帮助孩子巩固。父母在
家给孩子培养的良好品德，需要老师
在校帮助孩子落实与发扬。好的教
育，应该是家庭、学校和社会形成教
育合力，为了孩子一起发力。老师和
孩子虽然没有半点血缘关系，但他们
把每一个孩子看成自己的孩子，把自
己的知识无私地教给孩子。所以家
长应该配合老师合二为一，这样的教
育才是最有效的。多一份宽容与理
解，少一份计较与责怪，老师与家长
靠得更紧，是孩子最大的幸运。

父母是孩子一生的榜样

老师选择了教育作为一生的事
业，必定心怀对教育的深情。然而

一个好老师或许能影响孩子三五
年，但父母的影响却是一辈子的。
父母的教育就好比植物的根茎，根
茎茁壮，树苗才能枝繁叶茂，开花结
果。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父母要
多陪伴、多教导，舍得投入精力，担
当起教育孩子的责任。父母从来不
是孤军奋战，父母的身边，还有始终
肩并肩的“盟友”——老师。在教育
路上，老师和家长一直站在同一阵
线上。一切为了孩子，家校合作才
能共赢。教育好孩子，是父母和老
师一生最重要的事业。

每位家长都希望自家孩子学习成
绩优异，能够拥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于是有些家长对老师充满期待，期待
自己的孩子交到老师手上，就能脱胎
换骨。但教育孩子这件事不能单靠老
师，老师的任务就是传授知识、传授学
业、解答疑难，提高学生的学习成绩。
其他的要靠家长来培养，孩子的品行、
习惯、兴趣和意志等都远比成绩重
要。家庭是孩子成长的港湾，父母是
孩子的终身老师。

配合越好教育越成功

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曾说：“两个
教育者——学校和家庭，不仅要一致行
动，要向孩子提出同样的要求，而且要
志同道合，抱着一致的信念，始终从同
一原则出发，无论在教育的目的上、过
程上，还是手段上，都不要发生分歧。”
身为老师，要懂得寻求家长的支持；身
为家长，要懂得配合老师的工作；家校
一致性，对宝贝的成长至关重要。

教育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家长信
任老师，支持老师，孩子才会更加信服
老师。老师尊重家长，靠近家长，孩子
一定更加努力学习。“养不教，父之过；
教不严，师之惰。”教育是一项极其严
肃的事业，不管老师还是父母都要对
孩子严格，对孩子的未来负责。在教
育路上，老师和家长最应该成为最好
的搭档。身为老师，要主动寻求家长
的支持；身为父母，要积极配合老师的
工作。家长和老师越合拍，孩子就越
容易成才；为了孩子的未来，老师与家
长更应该紧密团结。

实验材料：一次性杯子、曲
别针、硬币、水。

实验步骤：1. 将一次性杯子
装满水；2. 用手将曲别针或硬
币放到水面，观察其是否会沉
入水中；3. 将曲别针折成“L”状
小工具，托住曲别针或硬币，再
次将曲别针或硬币放入水中，
观察其是否会沉入水中。

解密时刻：没有使用工具，
曲别针或硬币在入水时难以保
持平衡，水的表面张力被破坏，
于是曲别针或硬币沉入水中。
当使用曲别针制作的小工具
时，比较利于保持平衡，水的表
面张力托住了曲别针，于是就
漂浮在水面。

本报讯 （通讯员 敖永春）近
日，教育部公布了2020年度教育部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年度项目立项名
单。重庆邮电大学获准立项 13 项，
其中规划基金项目4项，青年基金项
目 9 项。立项率为 29％，超过全国
平均立项率（9%）20个百分点，立项
数位居全国第38位，与西南政法大
学并列重庆市属高校第一，位列在
渝高校第二，获准立项数及立项率
再创历史新高。

2020年度获准立项项目主要涉
及大数据与隐私、大数据与思政教
育、智能时代创新、核心技术创新等

学术热点问题和研究领域。近年
来，在学校深化综合改革，大力推进

“双一流”建设，鼓励和支持科研创
新的指引下，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
究依托信息科学的优势，坚持特色
社会科学发展之路，构建和完善项
目“申报培育、申报服务、监督管理”
三大体系，把好“选题论证”和“项目
设计论证”关，关注重点对象，积极
组织选题策划，聚焦交叉学科研究
培育，激励广大教师积极承担高水
平研究任务的热情，营造良好的学
术研究氛围，整体呈现稳定向好的
高质量发展态势。

重庆邮电大学获13项
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立项

漂浮的硬币

3月25日，山西省静乐县第一中学
316 班班主任在讲返校后的第一课。
李彦昀的“超长寒假”结束了。她和同

学们回到阔别71天的校园，为将于74
天后来临的高考做最后冲刺。

新华社记者 曹阳 摄

教育路上家长和老师是最好的搭档
■ 野 草

科学
小实验

新华社北京电（记者 施雨岑）
近日，教育部启动实施高校银龄教师
支援西部计划，面向西部地区行业、产
业、企业急需的紧缺专业，遴选组织一
批高校优秀退休教师支教、支研。
2020年将从部分部属高校招募120至
140名退休教师支援中国石油大学（北
京）克拉玛依校区、塔里木大学、滇西
应用技术大学。首批援派教师拟于
2020年春季学期到位。

据介绍，援派教师工作以课程教
学、教学指导、课题研究、团队建设指
导为主，短期授课、远程教育、同步课
堂、学术讲座（报告）为辅，采取传、帮、
带的方式，指导受援高校教师做好教
学和科研工作，把先进教学方法和科

研理念传授给受援高校教师。长期援
派教师，支援服务时间原则上不少于1
学年，每学年承担不少于64课时的教
学工作，参与指导1项课题研究，通过
传、帮、带方式指导青年教师，组织开
展若干学术讲座、教研等活动；短期和
远程支援教师，按照“突出实效、形式
多样、时间灵活”的原则，根据受援高
校需求，认真做好支教、支研工作。

教育部表示，希望通过持续实施
高校银龄教师支援西部计划，号召更
多高校优秀退休教师，继续发挥自己
的政治优势、经验优势和专业优势，助
力西部高校提升立德树人、队伍建设
和科研创新的能力，推动西部地区高
校“双一流”建设。

银龄教师助力补齐
西部高等教育短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