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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暴眼中的家长群”系列评论①
“我就退出家长群，怎么了？！”日前，一位江苏家长口出“狂言”，在短视频中质疑老师要求家长批改作业、辅导功课的做法，

并吐槽道：“教是我教，改是我改，之后还要昧着良心说老师辛苦了，到底谁辛苦？”
一时之间，舆论场炸开了锅，引无数家长竞点赞。家长群再度成为大伙口诛笔伐的对象，相关话题也迅速冲上热搜。
本应劲往一处使的家长和老师，为何成了对立方？本报特邀家长、老师、学校多方人士，听听他们是怎么说的。

错的不是“作业”是“变形”的家校配合
傅俐俐（江北实验小学 校长）

一句“我就退出家长群怎么了”，矛头直
指家长群，直指教师，直指教育，引起广泛讨
论，甚至引发人民日报的报道。教师，师德，又
被推上了风口浪尖。

众声喧哗中，我很认同人民日报的评论：
“家校关系没有理顺”“家长与老师的角色没
有摆正”。作业没有错，家长群也没有错，错的
是关系，错的是角色，错的是“错误的配合”。

从教育专业化视角来看，作业是一种评
价，是教学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和组
成部分，伴随着学习的整个过程。作业的批改
和评定，则是对学生学习成效的监测和评估，
目的在于帮助老师和学生知晓教与学的目标
达成度，便于老师和学生对接下来的教与学
进一步调整、改进，因此，毋需辩论，学科教师
在教学中实施布置的作业，涉及到的批改，一
定是这位老师日常教学工作的常规任务之
一，是作为一名教师必须坚守的教学工作底
线。

每个学期的期中教学检查中，许多学校
都通过教导处、教研组这个层面进行“作业
批改”检查。检查中发现的亮点长处集体分
享，存在的疏漏问题提醒改进。我所在的学
校亦年年通过检查的方式，不断提升作业批
改质量，并引领教师从促进学生学习的角度
来对待这件传统而常规的工作。

今年十一长假，学校教科室、教研组从学
科素养培养的要求出发，研制和实施《中国，
我为你自豪》的生活化“大作业”。通过《寻找
城市特色建筑》《我为家乡设计桥》《童心唱
家乡》等作业，引导学生利用国庆长假，收集
相关信息，链接实际生活，链接新旧知识能
力，进行跨学科综合性的运用和创造，用写、
画、诵、唱、说等丰富多彩的形式呈现“大作
业”。这样的作业不需要批改，只需要欣赏，
欣赏孩子的能力，欣赏孩子的创造，欣赏孩
子的成长！因此我们觉得作业需要改革，凸
显四个字。第一个字“精”，课堂精讲，作业精

选，练得恰到好处；第二个字“新”，避免
重复、反复、累赘，能在形式上、内容上凸
显 新 意 ，使 学 生 乐 于 去 做 ；第 三 个 字

“量”，作业需适当，太多也会引发学生的
厌烦情绪；第四个字“趣”，与实践相配
合，边玩边做，还能解决一些实际问题，
这也是孩子感兴趣的。当然小学起步阶
段，需要家长更多的陪伴，促进孩子养成
认真作业的好习惯，达到家校共育携手
同行。

对我们而言，他人的问题和教训，
是一种警示，一面镜子。唯有敬畏教师
这 个 职 业 ，凭 良 心 做 事 ，才 能 赢 得 家
长、百姓的口碑！同时，也特别希望当
问题、矛盾出现的时候，我们可以用更
好的方式和姿态进行有艺术的沟通，
有实质的改进，我想这一定更能赢得
彼此的尊重，获得社会的认可，促进教
育的发展！

老师和家长，就像两支船桨，只有
双方朝着同一个方向共同努力，才能
让孩子向着我们期望的方向驶去，顺
利到达胜利的彼岸。

但是自江苏“家长退群”事件发生
以来，社会上引发一波波关于家校共
育下，家长和教师各自责任的探讨。此
事件中，同为孩子成长路上的引路人，
家长和教师俨然成了两个对立阵营。

家长与教师如果心存芥蒂，受伤
最大的就是孩子。出现这种紧张关系，
固然有多方原因，但个人认为，是家校
沟通出现了问题，爱与信任彼此缺失。

事件中的家长，应该是积“怨”已久：老师经
常在群里布置各种任务给家长，今天拍孩子
视频，明天帮孩子听写英语单词，最后竟让家
长批改作业……如果一开始，家长开诚布公
地与老师进行沟通，合理建议。老师收到反馈
信息，及时调整工作方法，也许就不会有此类
事件的发生。

家校关系，本应是劲往一处使。首先，家
长、教师各司其职、各安其位。老师让家长批
改作业，是老师的“越位”；家长认为教育孩
子是学校的事，事不关己，是家长的“缺位”。
其次，家长、教师互相支持、彼此配合。家长
用心教育，老师严格引导，孩子专心学习，所

有的教育都需要彼此共同出力。
都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我曾目睹一位

母亲陪着孩子做作业。“不对不对，下笔太重
了！”“停下停下，写字姿势不对。”“注意注意，眼
睛看哪儿了？”……过度的干预和打扰，不仅会
让孩子变得缺乏主见，感到茫然，也在无形中破
坏了孩子的专注力。这时，教师的适当介入支持
对孩子的成长就非常必要。我们一起讨论“如何
更好地陪伴”：多关注孩子作业的态度与习惯；
为孩子创设良好的家庭“学习场”；发现孩子学
习上的弱项，帮助其一起攻克等等。

教育孩子这条路，注定任重而道远，让爱与
信任，助力孩子沐浴更多的风雨阳光。

“越位”和“缺位”都要不得
张亚明（潘天寿小学 教师）

毋庸讳言，不少人都对家长群啧有怨言。
上述这位娃他爸的“揭竿而起”，之所以能让
人为之拍手称快，无非是说出了很多家长想
说而不敢说的“狠话”，成就了很多家长想干
而不敢干的“壮举”——揆诸现实，吐槽、叫
好者虽众，但真要冲冠一怒愤而退群，大抵
很多家长都没这胆儿。

情绪宣泄也好，切实行动也罢，不平则
鸣，原本无可厚非。要说对家长群的切肤之
痛，这一届的家长们满腹牢骚，老师们可能
也一腔苦水呢。退群之举被热议的背后，实
际上是对家校关系异化的关切。各种各样的
家长群，只是其缩影和投射。

当下的家校教育权责边界，果真就理不
清、剪还乱吗？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本为育
人的一体两翼，学校做好授业解惑传道，家
庭负责行为习惯养成，已成普遍共识；而教
书育人、批改作业是老师的本职工作、分内
之事，这点也不应有争议。

家校共育是本好经，现实中念歪了的情
景却比比皆是，有些事情还超脱了常理。笔

者有次跟所在城市 TOP3 小学的一老师聊
天，惊悉他们班的孩子们如果犯了错，其家
长就要受到牵连，下学后帮忙打扫卫生；对
此，该老师言谈中还颇有自得之色。

不独名校如此。我们身边的家长朋友，有
几人没有去学校门口维护过交通秩序，没有
去学校教室里拖过地抹过桌子？是学校没有
足够经费多聘几名保安或保洁人员吗？恐怕
未必。更别说拍照、录视频、做手工、画海报、
操练 PPT 这些稀松平常的活了。一言以蔽
之：家校关系中，处于弱势地位的家长群体，
确乎自愿或不自愿地、隐忍顺从地，承担了
一些额外的任务。

何以至此？当家校关系畸变，板子不能只
打在学校和老师身上。学校是否承接了过多
行政事务，老师是否担负了过多的非教育工
作，教育主管部门有无及时叫停纠偏，家长
们有没有急功近利失衡偏激？凡此种种，都
需要我们理性反思。

行有不得，反求诸己。作为一名家长，我
们改变不了整体生态，但可以尝试着改变个

体心态。“不写作业母慈子孝，一写作业
鸡飞狗跳”的背后，是不是我们太过着急
浮躁？家长会后的失望崩溃，是不是我们
的焦虑感和虚荣心在隐隐作祟？各种兴趣
班培训班补习班的重压之下，是不是我们
期望过高干预过度？

望子成龙，世人皆然。但应试教育之
外，生活教育、生命教育也不容忽视。不管
是否愿意，我们都要承认：孩子不会是完美
的孩子，父母也远不是完美的父母；天才毕
竟寥寥，大多数都只是平常之人。或许，比
起那一纸成绩单，我们更应关注和内省的，
是TA成长的路上，我们作为父母，有没有
缺位，有没有错位，有没有越位，有没有亲
密的陪伴、平等的对话、智慧的引导。

最近，冒出个流行词“内卷”，折射出
竞争加剧处境下的大众焦虑。社会竞争当
然避无可避，但作为成年人，把心态放
平，把姿态摆正，不为环境所裹挟，不被
焦虑所主导，就至少能不让家长群压垮我
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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