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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话题可继续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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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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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晋弘

进入12月，天气转冷，我没法再像

以前那样趿着拖鞋出门了。更让我心里

感到寒意的，却是上个月的家长会。

“老师，我这次考差了，你会不会骂

我？”有学生在我的办公桌上留下纸条。

也有一些学生跑来求我：“老师，我

没考好，你可不可以不向我爸妈告状？”

从期中考试结束到开家长会之前的

那一周，空气中充满着恐慌与不安。学

生们感到不安，不是因为没考好，而是怕

开家长会。对他们来说，家长会相当于

“羞辱会”。

学校先召集教师开质量分析会，然

后各班召开家长会。教师通常会在家长

会上出示各种数据，把自己的班级跟别

的班级比，让家长把自己的孩子跟别的

孩子比。

之前，学生们已经在各自的班里被

“羞辱”过了，他们知道到了家长会那一

天，还要当着父母的面再被公开“羞辱”

一遍。

因此，11月对很多教师和学生来说

很是难熬。

要说我们学校的家长会，环节挺多

样的，内容也挺丰富的。先由班主任公

布本班的各科平均分，再告知最近一年

的中考分数线。让家长们看看，自家孩

子的成绩跟班级平均水平差多少，跟理

想的学校分数线差多少。

接着，揭示班级目前存在的一些问

题，情真意切地恳请家长再使使劲，多多

“关注”自己的孩子。

然后就到了展示环节：请学生上台

表演节目，或播放事先录制的视频，内容

大抵是励志或感恩；也有可能请优秀学

生家长分享经验，让家长们都来比较一

下，为啥人家的孩子那么优秀？

最后是总结致辞，重申“一切都是为

了孩子”，倡议进一步加强家校合作。家

长会到此圆满结束。

一场围绕着学生召开的会议，唯独

看不到学生作为“人”的感受是如何的：

在学校过得开不开心？食堂的饭菜好不

好吃？休息的时间是否足够？作业量布

置得是不是恰到好处？活动是否真正满

足了需求？新的知识学得累不累？……

这些似乎全都不重要，此时的学生

不再是一个个活生生的孩子，而是变成

“平均分”“及格率”“失分点”“重高

线”……数据被展现在幻灯片上，被一群

大人认真审视着、打量着……而学生作

为“人”的尊严与感受荡然无存。

其实，教师也害怕参加质量分析会，

因为那是一场针对他们的“羞辱会”。

在质量分析会上，学校领导将每个

班级的总平均分、单科平均分公布出来，

有时还会把个别教师的名字打出来，将

该教师与其他教师作对比，批评他“拖了

后腿”，甚至还会以“要善于反思”之名让

他回去写反思文章。

之后，领导再作一番宽慰：大环境不

好，社会竞争激烈，各校都在抢生源……

恳请大家继续努力，以更饱满的姿态投

入工作，以更勤勉的态度对学生负责、让

家长满意。

此刻，教师正如家长会上坐在家长

身边的学生（我们学校的家长会，学生也

要参加），只有少数优秀者在享受会议，

而大多数人作为“人”的尊严与感受同样

荡然无存。

教师作为“人”，平时和学生生活在

同一片校园里，他们和学生聊天，聊亲情、

聊美食、聊异性、聊喜欢的偶像；他们会和

学生一起打篮球、打羽毛球，会和学生分

享零食，会关心学生的学习状态……

但这些都不重要，没人在乎，因为对

出成绩没有帮助。

教师要对每一个学生负责，“负责”

的标准是什么？是当学生没有掌握知识

点时，教师负责利用休息时间督促学生

背到过关；是当学生没有完成作业时，负

责把学生留下来陪他补完作业。至于学

生为什么没有掌握知识点、为什么没有

完成作业，不需要知道，因为不重要。

“负责”是不管大考小考，教师都应

该负责把学生叫到办公室谈话，帮学生

分析失分点；是当学生成绩落后时，负责

帮他制订提分计划，并监督他好好落

实。至于学生没考好的原因、学生近期

的健康和心理有无异常，以及成绩的进

退起伏是否在正常范围，不需要知道，因

为不重要。

“负责”是当学生多次没有完成学习

任务，或完成得较为敷衍时，教师就应该

负责把家长请到学校，让他们知悉孩子

最近的作业与背诵情况，并对学生作一

番语重心长的教诲。至于学生为什么甘

冒批评的风险，也不愿做其他学生都能

做到的事，不需要知道，因为不重要。

在学生还是孩子的时候，大人们就

已经在用冠冕堂皇的话语给他们洗脑：

你的感受一点不重要，成绩不好一切都

完，落后会被嫌弃，“菜就是原罪”。

2021年，儿童医疗类纪录片《你好，

儿科医生》在各大网络平台播出。该片

记录了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医生们

的工作、生活、挑战、专业和坚持。

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今年播出的第三

季中的一个故事。一个7岁女孩的检查

结果显示心脏出现小部分梗阻，心胸外

科主任医师陈欣欣判断女孩需要做一个

小手术。

然而，女孩父母的第一反应不是“一

个简单的小手术就能解决”的轻松，而是

“孩子做手术耽误了功课怎么办”的沉重。

得知手术加上休养需要一两个月，

家长开始询问陈医生能不能等寒假再来

做手术。陈医生说寒假时间很短，做手

术前后也要住院，孩子要好好休息，身体

健康最重要。

这对父母依旧充满犹豫。过了一会

儿，女孩的父亲问出了一个让我震惊的问

题：“可不可以等到暑假再来做手术？”

如果观看前不知道这是纪录片，我

会以为这是电视剧里才出现的情节。

不，恐怕连剧本都不敢这么编。

面对自己的亲生骨肉，这对父母首

先关心的不是手术风险问题、术后的恢

复问题，而是如何尽量缩短孩子返回“战

场”的时间。

经过陈医生的疏导，这对父母表示，

还是等到寒假再带孩子来做手术。陈医

生无奈地表示“尊重家长的决定”。至于

到了寒假，他们会不会兑现承诺，还是把

孩子送去补习班实现“弯道超车”，就不

得而知了。

和医生纠结孩子是学习重要还是手

术重要的父母、对着家长分析成绩浮动

幅度的教师、对着教师用成绩评判办学

成败的领导……都像极了那些围着风烛

残年的老人争论财产分割的子孙。

而学生们呢？他们孤独惶恐地站在

最外圈，不是被看成有血有肉的、有自己

喜怒哀乐的生命体，而是被当成数据。

每个人的数据都汇聚到数据旋涡中，维

持着一个宏大系统的运转和发展。

学生在接受9年、12年、15年这样

的教育后，是能保有人的基本情感，还是

会有更多的戾气呢？不把人当人，把人

数据化，“菜就是原罪”的观念才能大行

其道，分数至上、绩效至上、学历至上的

观念才会大行其道。

从小就没感受过爱，自然也不会爱

人，更不会爱自己。因此，教育中传递的

最重要的东西应该不是知识，而是爱：是

父母对孩子心甘情愿的爱、儿女对父母

依恋与敬仰的爱、兄弟姐妹之间手足情

深的爱、夫妻之间风雨同舟的爱、朋友之

间彼此祝福的爱、陌生人之间喜乐温柔

的爱……

童抒雯（楼主）
有网友认为，“青春期情窦初开

是件美好的事情，家长要做的就是正

确引导，而不是用暴力制止”；但也有

人认为，“什么年纪干什么事”，未成

年人要把学习放在第一位。“早恋”是

个老话题，但随着时代的发展、认知

的改变，对青春期“早恋”现象，你的

看法是怎样的呢？

一介武夫
在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心智尚

未成熟，过早地恋爱可能会影响他们

的学习和人际交往能力的发展。教

师和家长在这个过程中扮演着重要

的角色，通过适当的引导帮助学生树

立正确的价值观，并将注意力集中在

个人兴趣的培养、学业成绩的提升和

社交技能的学习上。

对于青春期的学生来说，学习相

关课程是非常必要的。这不仅有助

于他们更好地了解自己身体和心理

的变化，而且能教会他们在面对情感

问题时如何作出正确的决定。同时，

通过这样的教育还能减少因为缺乏

知识而产生的误解或不当行为。

zmh3652
在少男少女的交往中，“早恋”是一个无法回

避的话题，尤其是高中阶段的学生，产生恋爱关系

是很正常的现象。我的一个同事提到，他上高一

的女儿所在的寝室里6个人中就有5人正在谈恋

爱。面对高中生“早恋”的情况，我个人认为没有

必要禁和堵；棒打鸳鸯，效果适得其反。有时候，

“早恋”能够促进双方在学习上相互帮助。对于那

些来自单亲家庭的学生来说，这种关系可能会让

他们感受到家一般的温暖。

当然，当教师发现学生存在“早恋”现象时，进

行正面引导是十分必要的，特别是要教育学生如

何自我保护。

杨铁金
“早恋”这个词通常是从成人的视角去描

述中小学生甚至幼儿园小朋友之间的感情问

题。其实，恋与爱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感情，这

样理解的话，我们就能更加宽容地看待这种纯

真的情感。

宋国萍
疑似“早恋”的学生通常有一对特别忙碌的父

母，或者更确切地说，家长是因为忙碌而忽视了孩

子的正常情感需求。面对这种情况，可以采取以

下两种方法来引导学生：

第一种：大方承认朦胧情感的合法性。教师

大方地承认：“我们在同一个班级里，本身就是一

种缘分。你们都很热情，乐于助人；你们长得可

爱，心灵阳光。谁喜欢谁都是很自然的事情。”

第二种：利用课程进行人文熏陶。比如，在上

四年级课文《海的女儿》时，通过深入探讨文本，让

学生们懂得：“真正爱一个人并不一定要说出来。”

“爱一个人就是远远地守护她，看着她幸福。”“爱，

就是不打扰对方的幸福……”在第二课时，可以坦

诚地转换角度，通过对比原文，让学生们发现，小

人鱼只是迷恋王子的外貌和那双明亮的眼睛，这

是一种非常浅薄的爱。而且，王子只有好看的外

表，读不懂小人鱼的眼神，也搞不清楚到底是谁救

了自己。

龙泉许东宝
“什么年纪干什么事”是比较合适的建议。14

岁的少年，思考问题往往比较简单，还不具备为他

人负责的能力。过早地恋爱，可能会分散学习的注

意力。

宋国萍
利用晨会的时间，我特地和学生讨论“人生伴

侣”的话题：“如果你喜欢的人确实非常优秀，那么

你也应该问问自己是否足够优秀，是否有值得对

方喜欢的地方。希望大家都会喜欢比自己优秀的

人，并朝着那个方向努力，这样你也会变得越来越

优秀。”

“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灵魂万里挑

一。‘喜欢’是乍见之欢，而‘爱’则是久处不厌。

仅有好看的外表只能让我们瞬间心动，唯有美好

的心灵、良好的习惯、健康的性格才能确保共同

生活的日子充满幸福。我们要拥有真善美的心

灵，还需要一双慧眼，长大后才能找到与自己灵

魂契合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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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把“人”看成数据

□江山市城北实验幼儿园
刘群安

“老师，我去推床。”“老师，我去拉

窗帘。”午休时间到了，幼儿们开始忙碌

起来。

在大班幼儿们上床的第一时间，我

给他们每个人的额头上都贴了一个奖

贴。两年半的幼儿园生活经验让他们清

晰地知道，这个奖贴是我预存在他们额

头上的。如果整个午休时间没有睡着，

就得还给我。

刚开始午休的10分钟，伴随着窸窸

窣窣的声音，幼儿们陆续上床。20分钟

后，他们也还能保持安静。40分钟后，妙

妙和小希隔着通道开启闲聊模式。

虽然他们压着喉咙，用气声说话，可

我还是能听到。“嘘，刘老师听到喽，该睡

觉了。”我开启第一次温柔的提醒。

可没过3分钟，小希朝着妙妙挥手，

妙妙竟然坐了起来。

“嗯嗯，这可是睡觉时间！”我明显严

厉了起来。妙妙闻声迅速躺了下去。“不

睡觉的话，把奖贴还给我。”我明显有点

生气。

他们用被子把自己的脸藏起来，这方

法奏效，妙妙很快就睡着了。但小希还是

翻来覆去，直到午休结束都没有睡着。

幼儿们起床后，我坐在凳子上，一边

给女孩子梳着头发，一边说：“午休没睡

着的小朋友，奖贴可得还给我。”小希乖

乖地把奖贴从额头上撕下来，放在我身

旁的桌上。

奖励贴花可以正向强化幼儿的良好

行为、增加活动的趣味性和参与度，而在

幼儿违反规定时收回奖励，有几个好处：

一是有助于幼儿建立起自己的行为与结

果之间的联系，更快地明白什么行为是

被鼓励的、什么行为是不被接受的；二是

会更加注意自己的行为，以避免失去奖

励的情况发生；三是懂得维护奖励需要

持续的努力，有助于从小培养他们的责

任感。

□绍兴市上虞区张杰中学
梁四君 郑杨樱

微信在家校联系中扮演着越来

越重要的角色，但若使用不当，效果

则可能适得其反，引起不必要的麻

烦。因此，班主任通过微信与家长沟

通时，应注意“三适”原则。

一是适时。

与家长用微信交流，应适时而

言，不要太随意。当学生在校期间出

现问题，需与家长沟通时，教师首先

应做好充分准备，明确要讨论的内

容、表达方式以及希望家长如何配合

等细节。

没有考虑清楚就直接联系家长，

可能会导致信息传递不完整，无法触

及问题核心，让家长感到唐突，从而

达不到沟通的目的。

其次，考虑到沟通的实际效果，

一发现问题就立即通知家长，并不总

是最佳时机，大家往往束手无策；同

样，事过境迁再告知家长也未必有

效，此时学生可能已经自行解决了问

题，或意识到了错误。

通常情况下，在发现学生问题

后的一至两天内联系家长最为适

宜。这时，教师已对问题有了初步

了解并构思了应对方案；学生也对自

己的行为有所反思，并可能已经向家

长透露了一些情况；同时，师生之间

也进行了必要的对话。在此基础上，

教师与家长的微信交流将更加有针

对性，双方可以顺势而为，说话就会

落到点子上。

最后，家长并非随时待命，如果

在对方忙碌或不便之时发起对话，不

仅难以获得家长的有效响应，还可能

让家长感到尴尬或反感。

二是适量。

在与家长通过微信沟通时，内容

和时间应适量，确保能够突出重点。

虽然教师可以成为家长的好友，

但是区别于朋友圈一般的朋友，这种

关系主要基于工作联系。因此，应注

意以下几点：

首先，避免过度频繁的联系。关于

学校及班级的通知、各类考试成绩等信

息，建议统一发布在班级公共平台

上。除非学生在校遇到重大问题，否

则教师一般不主动联系家长；对于教

师有能力独立解决的问题，也无须麻

烦家长。当确实需要告知家长孩子

的情况时，应实事求是，不宜过分渲染。

其次，保持微信交流简洁高效。

鉴于大家时间宝贵，无论是发送信息

还是接收回复都应力求精练准确，双

方以解决问题为最终目标。若遇到

家长在微信上长篇大论，教师应懂得

用委婉的方法阻断家长，巧妙地引导

对话回归主题，或者提议稍后再进行

深入讨论。对于较为复杂的问题，建

议家长到校面谈，以减少误解。

最后，尽量避免涉及过多个人话

题，以免触及学生不愿透露的隐私。

当家长想要倾诉时，教师应以倾听为

主，适当回应，不要轻易作出评价。

向家长汇报情况时，要抓住重点，不

要拖泥带水。必要时，在聊天结束前

重申对方的观点，让家长的态度趋向

明确。

三是适当。

微信内容的分寸感至关重要。

教师必须明确哪些话题可以讨论，哪

些则应避免提及，以保持恰当的距

离。在一段时间的交流后，如遇一些

家长提出宴请、送礼或给学生特殊辅

导等超出教师工作范围的要求，教师

应当礼貌地拒绝。

首先，教师需要向家长清晰地表

达哪些可为、哪些不可为，并希望得

到家长的体谅。对于特别坚持的家

长，教师可以引用学校或相关部门的

规定作为挡箭牌。如遇同事或朋友

提出类似请求，教师可以采用温和的

拖延策略，比如提议在学生期末考试

成绩进步后再聚餐，或是高考结束后

再安排聚会。一段时间过去，家长可

能就忘了，教师也就避免了麻烦。

其次，在回应家长的需求时，教

师应给予明确且具体的答复，以防产

生误会。如家长要求特殊关注自己

的孩子，教师可以提出可行性建议，

征得家长同意后立即采取行动。同

时，及时向家长反馈进展，让家长看

到教师积极的态度和行动。

最后，应避免讨论可能导致误会

的内容。例如，个人家庭生活中的需

求、对其他任课教师的评价、学生的

隐私及家庭条件等敏感信息都不宜

透露。

总之，家校之间的微信沟通应主

要围绕学生成长、班级团结及学校发

展等主题展开，确保交流主题鲜明、

内容健康，从而达到最佳效果。

临时奖贴

“微”家长应有“三适”

近日，在杭州市长寿桥
小学的劳动教研中，一年级
学生参与了劳动实践教育项
目“选种水培植物”。课上，
学生们充分运用劳动材料
包，选种水培吊兰；课后，他
们对吊兰进行日照、换水、
修剪等养护工作。
（本报通讯员 蓝海燕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