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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评价这件事 师、生、家长应是合作方
陶志琼（宁波大学教师教育学院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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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厘清家校共育责任边界是关键
俞洲（慈溪市开发小学 校长）

一石激起千重浪。
家长“到底谁辛苦”这一“灵魂拷问”，成

为全民关注热点，直击亿万网友心扉。多数
家长对此感同身受，认为他说出了自己想说
而不敢说的话。

本应是信息时代家校联系桥梁的“家长
群”，何以会成为引发家校矛盾的一大诱因？
究其根源，恐怕在于混淆了家庭教育与学校
教育的功能定位，导致责任边界模糊。

俗话说：养不教，父之过。家校携手、协
同共育，让孩子能健康成长，对家长来说本
属天经地义，但不应成为一些学校和老师绑
架家庭教育、推卸应尽职责，强令家长批改
作业、辅导功课的的理由和借口。“退群”家
长的“灵魂拷问”之所以引发亿万网友共情
共鸣，恰恰佐证了类似这样将学生作业变成

家长作业、家长承包孩子作业批改等不正常
现象在现实生活中已是司空见惯、屡见不
鲜。

作为一线教师，需要指出的是，承担知
识教化功能、完成教育教学任务既是教师应
当承担的责任，不能也不应随意转嫁给家
长。作为课堂教学效果的第一手反馈信息，
作业批改如由家长包干，甘当“甩手掌柜”的
教师又将从何了解学生知识点掌握情况，并
针对学生学情认真反思教学得失、合理调整
教学进度？如此做法，显然有悖于家校共育、
形成全力的教育理想，其中出现的失职失责
问题应引起相关行政部门的警觉。

另一方面，有必要坚决摒弃将学校和教
师教育职责边界无限扩大和反复延伸的错
误做法。在相当数量的家长和社会有关部门

领导心中，学校和教师的教书育人责任
往往与监护者的无限责任相混同，背负
了越来越多、难以承受的过多责任，让学
校和教师身心疲惫，工作压力急剧上升；
久而久之，这些压力难免也会传导和转
移到家长身上，引发社会不满。更有少数
家长缺失责任心，将孩子的教育事务一
股脑儿地推给学校和老师；而一旦出现
问题，又不顾责任边际的合理划分，无限
追责，过度维权，损害了学校和教师教育
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厘清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之间的权
责边界和角色站位，让家校双方各尽其
责，互信合作，才能在促进学生健康成长
的前提下，回归教育本位，增进融通、体
谅和互益，发挥更大更好的育人合力。

作为一名普通一线教师，同时又
是一位学生家长来说，看到“家长退出
班级群”的消息屡屡被推上热搜，用

“一声叹息”来形容我的心情，最贴切
不过了。

当时看到此消息的第一反应是：
崩了！什么崩了呢？此事件中，家长和
老师就好比是两根绳，因为孩子偶然
联结在一起。于是，以孩子为连结点，
两根绳都想着努力地拽着孩子向着共
同的方向跑。虽然目标一致，可毕竟是
两根绳哪！这两根绳牵制的两股力量
若能平衡且恰到好处，那么孩子四平
八稳顺顺利利被拉着往前方跑；若是
不平衡，一方用力过猛，一方又不肯多
使力，那么大概就出现了所谓的“拖后
腿”；若两股力量都过猛，那么连结处
就“崩了”。我的第一反应“崩了”，就是
这一种情况。

此事件，至少给我这样拥有双重
身份的人如下启示：怎样才能让家长
和老师拧成一股绳呢？窃以为：

平心静气，多一点柔和少一点“硬刚”。
当家长将孩子送进学校交给老师的那一

刻起，老师和家长这两根原先毫无关联的绳
子已经连接在了一起。如果在接下来的磨合
过程中，两条绳子可以多一点柔和，就能多
一点相融。如教师有时在教育教学上需要家
长配合时，少一点“必须”多一点“建议”，少
一点“命令”多一点“委婉”……而作为家长，
遇事时能否少一点情绪，少一点硬刚，多一
点理解，多一点信任，双方都能柔软下来，不
要硬碰硬，这样才能达成良好的合作氛围。

其实，孩子的事情，没有那么多明晰的条
条框框，有些时候缓一点柔一点，反而会有更
多收获。就如上述事件中，老师在抓教学质量
的时候，多关注个体，多一些弹性，不要那么
多的一刀切，相信家长不会这样激动。反过
来，家长如果对老师多一点理解，平时和老师
多一点真诚的沟通，及时消除误会，不让情绪
牵着走，相信也不至于只能用这种“硬刚”的
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意见。教师和家长，双方一
定不是对立面，而是合作伙伴，需要双方努
力，调整再调整，融合再融合。这样才能拧成

一股绳，发挥出最大的最理想的力量。
与时俱进，多一点智慧少一点“套路”。
时代在变，人也在变。现在的孩子，不是以

前的孩子了，同样，现在的家长也不是以前的家
长了。作为一名教师，站在老师的角度思考，我
觉得：陈旧的、粗暴的那些教育教学上的“套
路”，真的该丢弃了。新时代的教育教学，更需要
智慧的老师——他们懂得用合适的有效的方式
来教学，明白死抓硬抓有时其实是一种伤害；他
们懂得智慧地化解家校矛盾，有时放过别人就
是放过自己。而假如我站在家长的角度来思考，
我觉得：老师跟普普通通的凡人一样，也会出
错，也会有情绪，我们应该少用固有的所谓的

“套路”来跟老师打交道，纯粹地用一种合作伙
伴的眼光来看待老师，相互搭台相互成就，相信
能收获美好的合作经历。

曾经在《人民教育》上看到过这样一段文字：
真正有价值的教育依赖“综合环境”的熏陶，不是
训练，而是感染；不是说教，而是身教。而我们所
能把控的“综合环境”，就是家校合育，越是合作，
越是有力。家校最好的合作，就是拧成一股绳，彼
此信任彼此扶持，成就孩子最美好的未来。

家校拧成一股绳，才能成就孩子未来
任伟波（宁波华茂外国语学校 教师）

对于家有小学生的家长而言，家长需要
加入班级家校联系群（或微信群、或QQ群、
或钉钉群），这已成为常态。老师每天对孩子
有什么任务要求，需要家长知晓并督促其完
成的，就发到家校联系群里。要求家长督促
完成家庭作业，并对家庭作业进行检查（相
当于提前批改）然后签字，是众多家长被动
领受的单向任务。面对此任务，有的家长认
为应该，有的家长觉得无可奈何只好默默忍
受，有的家长则发出抱怨甚至抗议。

孩子自查作业、家长检查孩子作业、老
师批改作业，都涉及到一个问题，那就是作
业评价的问题。

家长对老师要求自己检查孩子作业表
示不满，恐怕与其观念有关：批改评价作业

是老师的事，不是家长的事。
事实上，在现代教育评价观中，怎样评

价学生作业最有效，涉及到多元评价主体
的问题。评价就是“值得珍视和尊重”，就是

“进行鉴定和衡量”。评价孩子的作业就是
对其作业值得珍视和尊重的方面进行鉴定
和衡量。当我们家长带着珍视和尊重的心
态去“检查”孩子作业时，或许会给孩子提
供更多的欣赏、鼓励与支持，而不是批评、
指责。如果家长对于孩子作业，总体看到的
是光明，一些小瑕疵就引导孩子自查处理，
就既不伤亲子的和气，又能培养孩子的自
我责任感。

孩子是作业评价的伙伴，老师是作业评
价的专家，家长是作业评价的参与者而非旁

观者。对于孩子的作业，孩子、教师、家长
组成评价共同体，各自发挥其在评价中
的协作作用，评价效果才最为显著。

所以说，退群并非解决确保孩子家
庭作业质量的办法。无论什么形式的家
庭作业，其实质是要家长对孩子的家庭
作业负起自己的一份责任，提醒家长对
孩子的学习要上心。在我看来，家长可以
借检查孩子的家庭作业之机，了解孩子
的学习状态，确定自己是否需要提供支
持（比如辅导、提醒、纠正）。

由此说来，家长不妨换种心态看待
检查孩子作业的事情，多些心平气和，多
些家校沟通，心生喜悦、心安理得地参与
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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