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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力合作，建立和谐
的家校关系

“对家长而言，明确自己和教

师在孩子教育过程中的定位是提

高家校沟通效率的重要前提。”具

有近10年带班经验的四川天府新

区德育骨干班成员、天府新区优

秀班主任林松表示，家长需要明

确自己在孩子的教育过程中所扮

演的角色和应承担的责任，不能

把所有问题都丢给老师，这样才

能做好本职工作，建立起良好的

家校关系。

在林松看来，家校之间应该

是一种合作关系，双方的共同目

标是将孩子培养成健康向上的独

立个体。因此，家长在与老师沟

通时，不能“急于求成”，或采取讨

好、迎合的方式。“事实上，多数老

师都能恪守职业道德，对老师最

大的尊重就是信任和配合。”林松

说。

家长也需要注意，老师并非

“万能”的，家庭教育中出现问题

或困惑，家长可以同老师沟通交

流，适当寻求老师的帮助，但有些

家庭矛盾还需在家庭内部解决，

老师并不能全程参与。

林松曾遇到一位家长求助，

孩子过度沉迷手机游戏，家长要

求老师把孩子的手机没收甚至砸

毁。实际上，老师并没有权限没

收孩子的手机、砸毁他们的财

物。“作为班主任，我们可以给孩

子做思想工作，给他说明沉迷游

戏的坏处，也可以指导家长如何

和孩子‘约法三章’，合理使用手

机，但具体操作还需要家长在家

庭场域内进行。老师直接干预可

能会扰乱家庭教育的秩序。”林松

说。

此外，家长还应理解，老师同

样拥有“拒绝的权利”。一般来

说，老师主要承担教育教学和德

育方面的工作，与学生生活起居

相关的事务，老师并无管理的责

任和义务。

例如，有些家长会将孩子生

活自理能力差、人际交往有障碍

等问题全部交由老师处理。林松

表示，出现此类问题，家长可以

适当向老师求助，请老师协助自

己帮孩子养成好习惯、解决问

题，但有些情况下，当老师说

“不”时，家长也需理性对待，理

解教师的苦衷。若确实存在老师

不负责的问题，可以向有关部门

反映，寻求专业帮助。

直面问题，让家校沟
通事半功倍

不少老师都遇到过打开手机

就被动辄几百字的家长信息“轰

炸”的情况。对此，有老师在社交

平台表示：面对多条大篇幅的消

息，实在应接不暇。

“家长想与老师沟通的意愿

强和积极性高，这是值得提倡

的。但部分家长在与老师沟通

时，会讲述大量与所述问题无关

的信息，加大教师辨别关键信息

的难度。”林松说，老师每天需要

处理班级内大量学生事务，只有

将问题直接呈现，才能避免关键

问题被忽略。

因此，要让家校沟通实现高

质、高效，家长就要掌握合适的方

式方法。其中，“直面问题，直击

要害”尤为关键。

怎样才算是直面问题？林松

举例，不少家长在寻求老师帮助

时，常常会形容自己的孩子“习惯

不好”，需要老师出面教育。但

“习惯不好”是个宽泛的概念，究

竟是学习习惯不好，还是生活习

惯不好，家长并未表述清楚。

直面问题，家长首先要弄清孩

子具体存在哪些方面的问题，需要

老师提供怎样的帮助。例如：“我

家孩子学习习惯不好，在家中无法

按时完成课后作业，希望老师可以

多给予关注。”这样，老师就能清楚

地知道家长的诉求，从而更好地提

供帮助和指导。

值得注意的是，直面问题不

能以偏概全。“我们希望家长能够

实事求是地同老师交流。有些家

长在和老师沟通时只提孩子的缺

点，向教师抱怨孩子的种种不是，

却不提孩子的优点和进步，这样

无法让老师了解孩子的全貌。”林

松说。

事实上，直面问题不是只关注

结果，还需对问题的本质进行分

析。林松建议，家长要向老师展示

一个“完整的孩子”，可以使用“3+1

模式”：向老师介绍孩子的3个优

点，再提出1个自己认为孩子需要

加强的地方。这样既能让老师全

面了解孩子的性格特质，又能直击

问题，让老师能更加精准地为孩子

提供帮助。

放平心态，客观看待
校园事

在校门口，我们常常会看到

家长三五成群，还没到放学时间

就早早聚在一起“拉家常”。“家长

之间过多的交流，常常会不自觉

地相互比较，这容易让家长产生

焦虑情绪。”拥有6年家委会工作

经验的学生家长唐良波发现，很

多时候，家长对老师的不满，来自

于家长之间的“横向对比”，这样

片面的交流容易让家长对老师和

班级内部关系产生误读。

“一些时候，家长之间的交流

会带入成年人的对比观念，但孩

子的世界要单纯很多，倘若用成

人社会化的立场去解读班级内发

生的问题，轻则会影响班级内部

和谐，重则会扰乱班级秩序，挫伤

学生学习和教师教学的积极性。”

唐良波说。

当然，这种对比也可能是纵

向的。有些家长会将孩子不同学

龄段时，老师对孩子的态度进行

对比。例如，孩子上小学时更受

老师关注，到了初中，老师对孩子

的关注度没那么高了，孩子的表

现也受到了影响。

“不同学段学情不同，对学生

能力培养的侧重点也不同，家长

要用更长远的眼光看待问题，跟

上孩子变化的脚步。”唐良波说，

小学老师可能更侧重于关注学生

学习习惯的养成和学习能力的培

养，到了初高中，老师则可能更关

注于课堂教学。老师的风格有变

化是很正常的，针对不同的学生，

老师也会采取不同的教学策略和

方式，家长可以先观察，再做判

断。

适当放手，给老师多
一些信任

“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可能

会和同学、老师发生摩擦，这时

候，家长不能代替孩子与同学、老

师沟通，即便家长认为自己比孩

子更成熟，能更好地处理问题，但

很多事情还需要交给孩子自己解

决。”唐良波建议，当孩子面对校

园冲突时，家长要根据实际情况，

适当“放手”。

唐良波以自己孩子曾遇到的

一次校园纠纷举例：他的孩子上

初中时，曾因琐事和同学发生了

口角。在问清缘由后，唐良波判

断，该冲突属于双方之间的误会，

可以让孩子自己与同学沟通解

决，家长和老师不宜出面干涉。

于是，唐良波和老师沟通后，一致

决定放手，只给孩子划定处理问

题的底线。

果然，两个孩子经过心平气

和的交流很快解除了误会，双方

也从这次冲突中汲取了教训。唐

良波认为，只有让孩子亲身经历，

才能更好地培养他们的人际交往

能力，这时候，家长和老师一定要

坚定地站在一起，同向而行。

当然，家长和老师教育观念

不一致的情况也时有发生。出现

这种情况时，家长需要先理性分

析，再做判断，尤其是对老师的教

学工作，家长一定不能随意插手。

教学是一件专业的事，需要

经过长期的学习和研究才能掌握

科学的方法。家长过度干预老师

的教学工作，不仅会扰乱老师的

情绪，更可能会让孩子无法对知

识形成系统认识，跟不上学习的

节奏。对此，唐良波建议家长，

要对老师多一些信任，尊重学校

的管理，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

事，立足本职工作，努力为孩子

提供良好的家庭教育环境，和教

师携起手来，为孩子的成长保驾

护航。

“长大了就不用写作业了。”

视频中，小朋友期待着有一天可

以摆脱作业的束缚，憧憬着自己

成为一个自由自在的大人。一

旁的卢昱晓却告诉他，“作业”并

非专属于小朋友的负担，大人也

要“写作业”，只是“每个年龄所

写的作业不一样”。她认为，面

对“作业”无需逃避，它其实是通

往游乐园的一张门票。

近日，演员卢昱晓和小朋友

之间的这段对话引发了大众对

教育的思考。

小时候，我们总盼望着长大，

可真长成了大人，才发现最无忧

无虑的时光，是回不去的童年。

面对小朋友“长大就能轻松玩耍”

的片面认知，卢昱晓并没有敷衍

与欺骗，她的做法值得家长学习

与借鉴。

不用“美好未来”给孩子“画

饼”，而是认真地向孩子解释成人

世界的运作方式。人生的各个阶

段都有需要完成的任务和需要承

担的责任。“作业”可能不再出现

在习题册上、作业本里，但它会以

各种各样的形式出现在我们升

学、就业、生活的过程中。为了让

社会认可自己的价值，从事不同

行业的大人们，每天也在发挥所

长，做着各种“作业”。如果只是

一味地关注孩子的学习成绩，孩

子就像被任务驱动的机器，不去

思考自己为什么而学、为什么辛

苦，逐渐清晰可见的未来可能会

给他们当头一棒。

所以，认识到“作业”的存在

是一件不能逃避的事情，对孩子

而言并非坏事。如何让“作业”

的存在变成一件不那么痛苦的

事？卢昱晓提供了一种更加积

极的心态，即“作业是通往游乐

园的门票”。

许多网友表示被这一观点

治愈，因为有这样心态，压力与

快乐便不再处于对立的两端，而

是被放在了一个和谐统一的层

面。付出努力也不是为了以后

再也不努力，而是为了看到自己

的进步，品尝成长的果实。“作

业”不再象征着压力、折磨或阻

碍，而是快乐到来前的铺垫和获

得成功的必要过程。如果以更

加积极的视角看待每个人所肩

负的职责与任务，完成“作业”也

是一种个人能力与价值的体现，

不断收获对自我的认可才能更

好地爱自己、完善自己。

让孩子学会积极面对成长

路上的各种“作业”，也需要家长

多锻炼他们“延迟满足”的能力，

帮助他们学会等待与忍耐。“延

迟满足”能力强的孩子更容易拒

绝短期诱惑，期待长期收益。这

是一个“先苦后甜”的过程，孩子

得在想要懈怠时战胜自己，克服

懒惰、直面挑战，用自控力主导

行为，不轻言放弃，下定决心朝

前走，才能做好真正想做的事。

同时，量变的积累才能引起质变，孩

子每一次的坚持都值得鼓励和嘉奖。家

长可以帮助孩子把宏大的目标细化成可

行的小目标，把长期目标切分成不同阶段

的短期目标，让他们能够在一步步行进的

过程中，不断达成目标，持续更新自己。

人生就像爬山，爬完一座，抬头还有

一座，不断地翻山越岭才能看到更多、更

好的风景。

“等你长大了，作业就不重了。”视频

中，卢昱晓这样宽慰小朋友。因为曾经做

过的“作业”都化作了内在的能量，回头看

时，“轻舟已过万重山”。

问题一：老师，我家孩子最近

在学校表现怎么样？

教师观点：这是班主任老师

常被问到的问题。这一问题说明

家长十分关心孩子在学校的表

现，但这样的提问方式没有将问

题具象化，没有说清家长想了解

孩子哪方面的情况，究竟是想了

解学习、生活上的表现，还是人际

交往情况？

家长应该明确自己具体想了

解孩子在哪方面的表现，然后具

体提问：“老师，最近我观察到孩

子和同学之间的联系没有那么频

繁了，他在学校与同学交往是否

融洽？您认为是否有需要加强或

改进的地方？”

问题二：老师，我家孩子最近

在学校有没有犯错？有没有捣

乱？

教师观点：此类问题往往隐

含潜台词，即家长在家中观察到

孩子存在较以往更为顽皮的情

况。实际上，很多时候，家长眼中

的顽皮并未到“捣乱”的程度，更

多是儿童天性的展示，并无大

碍。当然，如果孩子出现顶撞父

母等较为叛逆的行为，家长则可

以同老师及时沟通，分析其表现

背后的原因。

如果家长想了解孩子在校的

表现，需要“正反结合”，即不要只

问孩子在学校的负面表现，还要了

解孩子在学校的积极表现，这样才

能全面掌握孩子在校的情况。家

长可以这样提问：“相较以往的表

现，我家孩子最近有哪些进步？有

哪些方面需要改进？”

问题三：老师，孩子就交给您

了，您要帮我把他管住。

教师观点：提出此类问题的

家长实际上非常信任教师，通常

也非常配合班级管理工作。但

是，教育教学工作仅仅依靠教师

和学校还不够，需要家长与老师

通力合作才能更好地完成。大多

数老师都会竭尽所能为家长提供

帮助，但老师无法照顾到每个孩

子学习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家

长也要尽到自己的职责，做好“教

育合伙人”。

当家长希望和老师形成教育

合力，共同解决孩子的问题时，可

以这样表达：“老师，最近我们发

现孩子在某些方面存在需要改进

的地方，您是否可以在学校中多

观察一下孩子的表现，帮助我们

一起及时纠正他的问题？”

问题四：老师，最近我家孩子

的学习积极性下降了，请您想想

办法。

教师观点：此类问题常出现

在高学段，随着学情的变化，孩子

可能会在某个阶段产生懈怠情

绪。面对此类情况，家长不必太

过焦虑，孩子偶尔“开个小差”属

于正常情况，家长可以多观察一

段时间，看孩子学习积极性下降

是偶发性的，还是持续性的，再采

取相应的措施。

当然，遇到这样的情况，家长

可以积极和班主任交流，并适当

补充一些班主任“看不见”的关键

信息，比如孩子作业完成情况怎

么样，周围的生活环境是否有变

化等。

（本报记者 张玥）

高效沟通高效沟通高效沟通
让家校共育走上让家校共育走上让家校共育走上“““快车道快车道快车道”””

近日近日，，有媒体报道了一则班主任因处理家校有媒体报道了一则班主任因处理家校

沟通事务工作至深夜的新闻沟通事务工作至深夜的新闻，，文中提到文中提到，，据调查显据调查显

示示，，超五成的班主任表示一周超五成的班主任表示一周 77 天都要处理家校天都要处理家校

沟通沟通、、个别学生问题等事务个别学生问题等事务，，过多无效的过多无效的““沟通沟通””给给

教师带来了繁重的工作负担教师带来了繁重的工作负担。。

作为家长作为家长，，如何提高家校沟通效率如何提高家校沟通效率，，让家校联让家校联

结更紧密结更紧密，，让教师把更多精力投入到教育教学工让教师把更多精力投入到教育教学工

作中作中，，更好地助力孩子成长更好地助力孩子成长？？我们邀请到具有多我们邀请到具有多

年带班经验的一线班主任和长期担任家委会会长年带班经验的一线班主任和长期担任家委会会长

的家长的家长，，一起探讨实现高效沟通的一起探讨实现高效沟通的““秘笈秘笈”。”。

■ 本报记者 张玥

家校沟通，这样提问更有效
家校沟通中，如何有效提问是一门“学问”。针对这一问题，我们邀请到具有16年班主任经验的电子科技大学附属实验小学华泰校区语文教师刘相东，为家长答疑解惑。

班 主 任

支 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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