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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升初”磨合期
一些学生有些放飞自我

潘建丰当了10多年班主任，平时对
学生“严字当头”,但也有细腻一面。上学
期，他新接手了初一年级，不少孩子面对
全新的学习和生活环境，“磨合”过程没
有想象中顺利。

“小升初的过渡期，老师教学节奏加
快，更注重培养学生独立、自觉的意识。
一些学生在脱离‘保姆式’关爱的家庭环
境，进入寄宿制学校，就有些放飞自我。”
潘建丰在开学后没多久就注意到，在课
上，学生有跷二郎腿的，斜着身子耷拉脑
袋的，上课随意插话等情况。下了课，班
级课桌常常是连着一片乱作一团，书笔
到处丢。

再加上“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班
级情况有了明显变化。潘建丰统计了下，
上一届一个班48人中很少有学生来自
二孩家庭，而这一届差不多一半的学生
有兄弟姐妹。

“万丈高楼平地起”，初一阶段培养
良好的学习节奏、学习习惯，对于整个初
中三年的学习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家庭
教育的方向和重点在哪儿，家长和班主
任又该注意什么，这些问题都是需要反
复、深刻思考的。

教育无小事，小细节往往决定大成
败。作为班主任，潘建丰从新生开学第一
周起，未雨绸缪计划先行。平时就喜欢记
记写写的他决定，每周写一封信给学生
家长。每周五晚，以电子版的形式，发到
家长群里。

“学科内容千差万别，需要不同的方法突破”
“‘定计划容易，关键是执行’这话既对也不对”
“对孩子们的关心，绝不是妈妈们的专利”

32周近25000字
这位老师每周给家长写信

每周五晚上，余姚实验学校
713班的家长们都会不约而同地做
一件事：打开手机，查看班级群信
息。因为这个时间，群里就会有一
封电子信件，发送者是该班的班主
任老师潘建丰。

每封信件七八百字，篇幅不算
长，但句句发自肺腑。令家长动容
的是，这位老师已坚持半年多，周
周不落下，寒假期间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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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教育对于学生的发展起着很大
的作用。”潘建丰说，写信给家长，一方面是
真实记录班级每一周的情况以及班主任想
法，让家长们及时了解；另一方面也是想搭
建老师、学生、家长三方的沟通平台，配合
得越好，教育的效果也越大。

这一封封信，因为是和家长交流，厘清
问题脉络是关键。潘建丰一般从星期二开
始酝酿主题，到了周四打一个腹稿，周五晚
饭过后坐在电脑前一气呵成写好，发送出
去。

第十四周：“对我们初中生而言，学习
涉及到多门学科，语文、英语、数学、科学
……各学科内容千差万别，也就需要不同
的方法去学习和突破。”“我们可能觉得学
习上优秀的学生不会有很多问题，而一个
学习力弱的人应该有不少问题需要去向别
人请教。遗憾的是，我们了解到的事实却不
是这样，甚至相反。学习优秀的同学往往会
对问题持续地研究，而在不断地探究中会
遇到很多他们难以解决的问题，反而更会
刺激他们不断地深入探究，正是这种绝不
罢休的精神慢慢‘培养’出了他们的学习
力。”

第十六周：“家长朋友们，教室不仅仅
提供了孩子们平时上课学习的场所，更是
他们三年中不断成长、自我教育的重要载
体。教室环境的布置、座椅的摆放、教室地
面的干净程度，甚至到各类资料通知在墙
面上的张贴都是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好多家长朋友们关心孩子的成绩，我更关
心的是‘习惯’；他们关心的是一次次成绩
的发送，我期待的是一次一次孩子态度和
习惯的转变。”

第十八周：“今天是 2020 年的最后一
天，我们 713 班同学用他们一学期的进步，
赢得了我对他们的尊重。”“有人说，定计划
容易，关键是执行。这话说对也对，说不对
也不对。我们要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制定
切实可行的计划，这就需要我们好好想想
自己面临的现状，逐条制定自己阶段任务，
心里确定自己必能做到，否则这些计划就
如同废纸。”“希望各位家长在这个周末再
跟孩子做一次深入交流，好好聊聊新一年
孩子能达到的目标，必须改正的不好习惯，
如何真正落实在行动上。”

至今，潘建丰的家长信已经写到32周
了，近25000字，文字里满满的真情实录。

因为是第一次做这件事，潘建丰有时
也会自我怀疑，花这么多精力到底值不值？
能不能坚持下去？这时，越来越多家长的支
持声给了他坚定做下去的信心。

“潘老师每天这么忙，还给我们写信，
如果再不配合的话，那就太说不过去了”

“每封信都收藏在手机里了，一有时间就读
一读，配合潘老师工作……”每次信发出
来，群里的家长开始活跃。

很长一段时间，班级开家长会，几乎都
是“妈妈聚会”。爸爸忙于事业分身乏术，便
将教育子女的责任推到一旁。为此，潘建丰
特别写了一封信致班级里所有“爸爸”。

“作为班主任，真心希望，无论各位爸
爸每天忙到什么程度，也请你们务必同各
位妈妈一起关注班级各方面的信息，定期
和孩子进行一些深入地沟通。”潘建丰在信
中提到，“对孩子学习、生活的关心绝不是
妈妈们的专利。一个‘成功’的爸爸绝不只
是赚了很多钱，而是他无论有多忙，仍能挤
出时间陪伴孩子，那才是真正成功的爸爸，
也是孩子现在需要的爸爸。”

潘建丰建议，爸爸们人生事业中经历
过的人和事，尤其是事业上毫不畏惧迎难
而上去解决问题的精神，和作为男人的格
局，可能是妈妈们的完美补充。他在信的
最后还附上一段语重心长的话：“孩子越
长大，越需要爸爸。在孩子这么重要的初
中三年的成长岁月里，如果您，作为爸爸，
对孩子学习的关心和教育是缺席的，我相
信，您以后失去的可能远比现在‘得到’的
更多。”

当晚，一位家长就给潘老师打电话表
示感谢：“老师说的这番话，让我的心一下
子揪了起来。女儿从小到大都很乖，总觉得
有妈妈在身边就够了，我的作用可能没那
么重要。但现在不这样理解了，孩子的成长
过程中，爸爸妈妈各自的角色无法替代，我
必须参与进来。”并且，很多家长平时不知
道怎么和孩子沟通，这些信就成了很好的
交流内容，教育更有针对性和贴近性。

“通过家校共育，为孩子成长保驾护
航！”令潘建丰欣慰的是，到初一下半学期
了，班级面貌有了很大改变，班里井然有
序，学习气氛也变浓了。学生自我约束能力
更强了，会通过班会课、日行一善思考本，
试着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他说，这件事
做得值得，自己要继续坚持下去。

“对孩子的关心
绝不是妈妈们的专利”

写了32周近25000字
从学习方法到习惯养成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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