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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郑洁 通讯员 马运 摄影
报道）为进一步加强家校联系，推进学校、
家庭、社会教育的有机结合，让学生全面
发展，健康成长，日前，淮师附小本部校区
举行“同心相连聚附小，家校共育筑未来”
2023-2024 学年第二期家长学校活动，全
校一至六年级家长参与，共同探寻协同育
人新途径。

专家讲座 助力提升家长情绪力
学校特邀淮南师范学院心理学教授

董文为全体家长带来“我的情绪我做
主——走进情绪的世界”主题讲座。活动
以“现场讲授+校园直播”的方式开展，全
校1900余名家长参加。

讲座中，董教授从“什么是情绪”“儿
童情绪的特点”和“如何进行情绪管理”三
个方面进行了细致地读与指导，并通过视
频播放、实例分析等多种方式，将科学管

理情绪的理念传播给家长，并强调父母自
身的情绪以及情绪调控的能力对孩子的
情绪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让在座的家
长们深刻地认识到情绪虽无好坏之分，但
是情绪引发的行为是有好坏之分的，帮助
孩子有效地管理自己的情绪尤为重要。

家长们纷纷表示，在以后的生活中，要
用学到的科学方法进行情绪管理，提升个
人情绪管理能力，全力呵护孩子健康成长。

主题沙龙 开启育人智慧锦囊
活动中，各班班主任从班级情况简

介、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书香校园”建设
背景下学校开展的丰富阅读活动等方面
向家长们进行了详细的介绍。从班主任
的阐述和课件呈现出的活动场景中，家长
们充分了解学生们的精彩校园生活。

随后，部分优秀家长代表从亲子陪
伴、养成良好学习习惯和提高专注力等方

面进行了经验介绍和分享。通过交流分
享，家长们充分认识到家庭教育中“陪伴”

“聆听”“尊重”“平等”和“民主”的重要性。
本次“同心相连聚附小，家校共育筑

未来”家长学校活动，让全校家长们在轻
松愉悦的氛围中，共赴了一场爱的“约
会”。活动拓宽了家校沟通的渠道，提升
了家长们教育的理念，增进了家校协同共
育的效能。

据悉，淮师附小本部校区定期召开家
长会，通过不同的方式与家长进行沟通、
交流；各年级还开设了“家长进课堂”特色
校本课程，通过多种方式积极营造出家校
共育的良好教育生态。该校相关负责人
表示，今后将持续开展“家长学校”系列活
动，坚持构建学校、家庭、社会紧密协助的
育人模式，家校携手同心同行，共促学生
全面发展健康成长。

携手同心共成长 家校共育筑未来

绘本是用图文结合的形式传达故事、知识、
趣味和情感的艺术。在家庭中，父母与孩子共
同阅读绘本，叫“亲子共读”；到了小学，绘本进
入课堂，成为学生学习知识的好帮手。用绘本
形式讲述甲骨文故事，是让当代儿童了解华夏
文明之源的绝佳方式。

甲骨文是汉字的源头，是中华民族的文化
根脉。这种 3000 多年前的文字，既是图，又是
文，如果单纯给今天的孩子讲解文字，未免显得
艰深、晦涩。而绘本图文结合的艺术特色恰恰
契合甲骨文图文一体的表意本旨。

但甲骨文绘本并不好做。作为大众，我们
平时接触到的甲骨文普及读物，多是从过去的
文字怎样对应今天的文字来解读，就像对着一
个成年人去辨认他小时候的照片，觉得“真像”
时，皆大欢喜；感觉“不像”时，就只好感慨时间
的力量。但文字的发展演变要复杂得多，这种

“古今对照法”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我们对甲骨文
的认知，更何况已经发现的甲骨文中本身就有
大量尚未解读，难以与今天的汉字相对照。甲
骨文的有趣，就在于它不仅是“汉字小时候”的
模样，更是一个自洽的文字体系。字之道在于
用，辨认一个甲骨文怎么写、怎么读，要了解它
背后的文化背景、社会背景、政治背景，这些都
在《甲骨文绘本》（青岛出版社）中显现出来。这
套书如同一幅徐徐展开的殷人生活“浮世长
卷”，给我们或惊艳、或喜悦、或震撼的感受。

绘本是视觉艺术，在绘制《甲骨文绘本》的
过程中，中央美术学院绘本创作工作室的师生
要将每个甲骨文字的解读文稿变为绘本画面，
工作量非常大。为生动表现殷商时代人们的生
活面貌，从宫殿屋宇的规格、制式，到服装服饰
的款形、搭配，再到器物用品的形制、样貌，师生
们查找资料、求教专家。殷人留下的视觉资料
太少了，大到隆重的祭祀场面的重现，小到一饮
一酌的细节表现，甚至人物的面貌和精神气质，
都不得不在有限的考据材料之外再加上理解与
想象，反反复复进行推敲。相信小读者能从书
中感受到绘制的用心。

《甲骨文绘本》让孩子认识甲骨文，探究文
字之妙，了解文字之用，体察文字之美。

来源：人民网

让孩子认识“汉字小时候”
——读《甲骨文绘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