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家校共育助力孩子成长



讲师简介

刘一凡

• 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

• 灵性催眠治疗师

• 性心理/多元性别心理咨询师

• 知子花教育机构高级讲师

• 临床心理学硕士

• 德国莱比锡大学、耶拿大学访问学者



讲师简介

• 曾为北京中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理工

大学，清华附中，朝阳外国语学校，山东、陕

西、四川、浙江、山西、沈阳、内蒙古等多地

中小学；部队武警公安，街道社区，监狱服刑

人员等政府部门；保险集团，首汽约车，公交

集团等企业提供 1000 多场心理学专题讲座。

• 陕西卫视《超级老师》“金牌超级老师”。

•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都市之声》特邀嘉宾。

• 马云基金会大咖ing特邀心理专家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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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时代的家校共育

第一章



1.1 人工智能时代教育环境的变化

人工智能的发展改变了人的思维方式
人工智能时代造成一种“伪亲密”
沟通方式的转变让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变得简单又敏感



智能产品涌入我们的视野中

1.1 人工智能时代教育环境的变化

每个现代人都可媲美古代君王

这是一个张扬个性的时代

不管大人还是孩子，都有极大的表达自我的空间



大数据时代给学校提供更精准了解学生的可能

学校能根据学生的表现预测和分析出学生的家教背景

1.1 人工智能时代教育环境的变化

大数据时代下的精准分析与定位



1 网络教学

2 教辅材料

3 家教培训

中国的教育在智能的发展上只是传统教育的

简单延伸。但实际上，就算有再好的网校、再好的

家教、做再多的习题，孩子还只是在做应试教育的牺

牲品。

1.2 人工智能时代教育的未来展望



投入≠产出

大量调查研究表明，目前小学生（二年级）以上，大约有45%左右有
不同程度的厌学心理。其中20%左右的学生有较严重的厌学心理。

1.2 人工智能时代教育的未来展望



美国大学

录取人才的标准
学习
能力

批判
思维

积极
心智

少数派



智能时代教育更需要合力培养
从19世纪开始，人类的教育方式就没有发生过巨大的变化。人工智能技术真正挑战的，其实是人类对自我的教育。

家庭教育：动力、心智模式学校教育：学习能力



家校共育的终极目标

第二章



家校共育的终极目标

适应未来社会

拥有人类机器智商

著名未来科技投资人王煜全



2.1  家校共育的终极目标——知

知：通“智”，人类机器智商就是人类理解机器的能力。

未来人类知识储备远远比不上机器人，
但是家长现在却极力想把孩子培养成为机器人。



2.2   家校共育的终极目标——情（仁）

什么能力是“AI无我有”的?

一、探索和创造的精神：比起“大数据”更重要的是“未知”

职业可能性：研究、开发、创新、创意、探索者

二、感受美的能力：“主观体验”是人类独特的

职业可能性：艺术家、审美师、体验师、美丽生活者

三、综合理解的能力：从知识变为常识、赋予意义、知识迁移

职业可能性：讲述者、分析师、策略官、咨询师

四、自我主动性：Alphago下棋很厉害，但不会选择下棋

职业可能性：创业者、领导人、管理者

五、情感与交流：人对精神共鸣的向往、对群体的归属感

职业可能性：陪伴者：老人、孩子、孤独者、压力者

社交者：团队组织、活动、俱乐部

沟通者：谈判、协商、中介、关系服务

媒介者：媒体、宣传、演说、影像制作



2.3   家校共育的终极目标——意（勇）

意志、勇气是一种能量

能量守恒定律

心理平和的人，被损耗的意志能量少，多
做事的能量就更多

缺少行动力或者有行为问题的孩子，能量
用在了内耗上



Placer layer kami laser salon 
asker awoke mule lion 
powerful sustention Santo 
skin question as a

Placer layer kami laser salon 
asker awoke mule lion 
powerful sustention Santo 
skin question as a

Placer layer kami laser salon 
asker awoke mule lion 
powerful sustention Santo 
skin question as a智能

时代
教育

智能学习方式 情感意志培养

学校教学（本） 家庭教育（根）



家校共育的终极目标

培 养 智 仁 勇 的 新 心 人 类



高情商家长的修炼技术

第三章



情 绪

➢这是一个视听被极度刺

激与满足的时代

➢这是一个情绪被不断刺

激和点燃的时代

➢这是一个情绪被互相影

响和爆炸的时代

➢ 所以我们今天教育
好孩子，父母回归
理性，培养理性、
平和、自尊、自信、
积极向上的态度至
关重要。



消极情绪来
了怎么办



3.2消极情绪来了怎么办——引导孩子表达愤怒

首先不要压抑自己和孩子的情绪。
别哭了、别闹了、哭闹是没有用的……都是在压抑孩子的情绪。



焦虑——50%以上妈妈焦虑

努力一点点.mp4


焦虑

➢ 父母焦虑会直接传递给孩子，并成为孩子压

力的来源。

➢ 焦虑程度越低的家长，他们孩子的语言能力

发展越好，尤其是表达性的语言。因为焦虑

程度高的家长，可能会让孩子说话的机会变

少，这样孩子的表达性语言发展就会

受到阻碍。



家校共育的四大原则

第四章



原则一 做建设者，不做破坏者

家校共育的四大原则

只有内心足够强大的人，才会在对峙中示弱。

用谦卑的态度去达成共识，赢得合作。

放下自尊才能收获自尊！

矛盾冲突
炫耀

公开

打别人孩子

推卸责任
......

对孩子
二次伤害

孩子自尊受损
被孤立、另类
人际关系问题
攻击对抗叛逆
自卑逃避厌学



原则二 不要期望用短期利益换取长期利益

家校共育的四大原则

情绪化

（第一反应）

报辅导班

见效快

及时满足

快速宣泄

副作用大

反噬

关注心智培养

注重家庭教育

理性沟通问题

见效慢

不能快速宣泄

对孩子影响深远

静水深流

反哺

短
期
利
益

长
期
利
益



原则三 个人利益不能凌驾于集体利益之上

家校共育的四大原则

学校培养共性，家庭塑造个性！

自我中心会导致人际联结断裂

在集体中塑造孩子的个性

唯我独尊的心态最终会让孩子陷入孤立的状态



原则四 自制的家长才能更好的保护孩子

家校共育的四大原则

自知者明，自胜者强，知足者富，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寿。

——老子《道德经》

自制是一种理智，不盲从、不跟风、不冲动



好的木材并不在顺境中生长；

风越强，树越壮。



积极创造幸福——积极心理学在小学中的应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