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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火索

被要求批作业
家长怒喊退群
最近两天，家长群在网上火了。
微博热搜上，“压垮成年人只需

要一个家长群”“家长群有必要存在
吗”等话题，轻轻松松几亿的阅读
量。
此次热搜由一条短视频发酵而

来。短视频中，一位江苏的学生家长，
发出了退群宣言：“你们上课不用心
教，下课叫我帮忙批改作业，那我要
你们干什么，我就退出家长群怎么
了？”
伴着这则视频的，是老师家长群

内要求家长协助检查批改作业的内
容：
“前天的报纸，只有这几位家长
认真批改了，你们配合我们的工作，
自然我们也会更加在意你家孩子。其
他没批改的家长，或者没完全批改完
的家长，以为这是老师的工作？”
“某某妈妈，你看看你孩子的作
业，标点符号都打错了，你当家长的
不对孩子负责，不认真检查作业，想
全部指望老师吗？”
在老师们要求家长配合的背后，

是部分家长的无奈：
“小孩班里一个家长，为了辅导
小孩作业，自己的工作报告做到凌晨
三点才写完。”
“今年五月开始加班，断断续续
持续到现在还没结束，回家又要开一
个小时的车，回到家都十点多了，实

在是没有多余的精力教孩子学习。”

家长

十几个微信群
随时担心有状况
“我真是太烦了，我真希望能从
所有家长群里退出来。”马女士的孩
子在岛城一所初中上初二，她曾经以
为孩子上初中，就能独立了，不需要
像小学一样整天盯着家长群，但她发
现自己想得太简单。
马女士的手机里，和孩子相关的

微信群有十几个。有老师的班级大
群、没有老师的家长大群、收费群；语
文、数学、英语各有一个学科大群；语
文、数学、英语还各有一个小组群；物
理、生物、政治、历史、地理各有一个
群。
这十几个群，都有让马女士头疼

的地方。
她最怕班级大群里的老师点名。

老师会经常在群里点名批评学生，然
后@家长。“我就是赶紧先跟老师道
歉，但也不知道该怎么解决。”马女士
说，每次看到大群里有消息，她都要
先祈祷千万别是自家孩子又有啥事
儿。
各学科群最让马女士头疼的，是

晚上突然而至的各种作业。“经常晚
上7点之后，各学科老师开始一个接
一个在群里发作业，背诵的、默写的，
有的还需要家长上传孩子作业。”马
女士这两年工作很忙，经常要加班，
忙起来有时会遗漏老师晚上的作业，

不能及时告诉孩子，第二天孩子就会
挨批。
“学校不让学生用手机，那晚上
就得家长全程帮学生盯着才行。”马
女士感到疑惑的是，孩子已经上初二
了，为什么老师不能在学校里给孩子
们把作业全布置利索，“这种布置作
业的方式，就是为了让家长不得不监
督孩子吗？”
更让马女士感到烦恼的是，老师

经常会有意无意地提及，班里某个学
习成绩优异的孩子，妈妈辞职专门照
顾孩子、辅导孩子功课，“难道为了孩
子，家长非要牺牲自己的事业？那老
师的作用又体现在哪里？”

老师

希望5+2大于等于7
而不是等于0
“关于家长群的热搜，我看了，说
实话，看完心里五味杂陈。”肖老师担
任小学班主任多年，在她看来，网上
关于家长群极端的声音太多，而这种
极端的声音并不会利于家校关系的
缓和。
在肖老师看来，家长群的问题反

应如此激烈，主要出现在卡不上点的
家长和老师身上。
卡不上点的家长，主要指那些没

有时间、没有精力、没有习惯管孩子
或者管也管不到点儿的家长。这部分
家长有的工作忙，有的没有能力辅
导，特别是今年不少家长工作压力很
大，一看到群里老师有任务，就会心

烦意乱。
“其实老师群里经常提及让家长
多关注的孩子，往往也是老师付出更
多的孩子。”肖老师说，有些很省心的
孩子，老师是不需要额外多管的，但
那些问题比较多的孩子，老师希望家
长能多配合，但家长不理解不配合，
就形成了相互埋怨的结果，最后吃亏
的还是孩子。
而谈到卡不上点的老师，肖老师

坦承，确实有部分老师很不自觉，啥
事儿都不想管，群里把作业一布置，
让家长完成去吧。“但这样的老师是
很少一部分，我身边的老师，更多还
是有职业责任感的。”肖老师不希望
这一小部分人，把老师和家长的关
系，搞到对立面上。
“网上很多人说，自己当年上学
的时候，爸妈什么都不管，不也过来
了，怎么现在就什么都要家长管。”肖
老师以老师兼家长的身份很严肃地
表示：“现在的教育，和几十年前真不
一样。”
肖老师举了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就是大学本科毕业的家长，如果不再
专门研究，小学高年级的语文阅读理
解做起来就会有些吃力，到了初中的
数学题，也很容易被难倒，孩子们现
在的课程难度确实更大了。而且现在
学校的课程丰富程度，也不是几十年
前能比的。
“我们经常说学校教育是5，家
庭教育是2。”肖老师说，从老师们的
角度，大家是希望5加2可以大于等
于7，而不是老师和家长闹矛盾，让
这个结果等于0。

“就没有什么彻底的解决办法
吗？”当家长群问题在网上热议时，不
少家长发出了这样的疑问。
而源于家校矛盾的家长群问题，

确实很难有一劳永逸的解决之道。
以青岛为例，早在2017年，在青

岛市的减轻中小学生课业负担工作
会议上，就明确提出：要从教研入手，
提高课堂教学质量。减少布置机械、
重复的作业，作业批改要及时、准确，
书面作业要全批全改。
此次会议上还重点强调：禁止通

过网络布置作业增加家长负担，禁止
给学生家长布置作业或让学生家长
代为批改作业。

而这样的一纸禁令，明显并未起
到立竿见影的效果。记者采访中，从
小学到初中，老师群里要求家长批改
作业的行为并不少见，部分批改作业
不到位的家长，还会在群里被老师点
名批评。
“因为家长不敢拿孩子的前途来
赌。”于先生属于想迫切逃离家长群、
但也只敢想想的人，“老师在群里给
家长布置任务，让家长批改作业，你
再不愿意，也得做，因为你不能随便
换老师，如果不配合老师，那你孩子
就要吃亏。”
“一个家长群的问题，其实就是
家校关系的问题。”市北区一位小学

校长表示，而家校关系，很多时候是
日久见人心。排除极个别的老师，时
间长了，老师对孩子是什么样，家长
都会清楚明白，真是为孩子好的老
师，家长慢慢也就不会有问题了，相
反后面会越来越配合。
对于家长群折射出的家校矛盾，

记者采访中，有教育界人士表示，老
师用家长群给家长布置任务、让家长
批改作业引发部分家长反感，这只是
家长群的表面负作用，更深负作用是
对于孩子的影响。
“幼儿园的孩子，或者小学低年级
的孩子，老师通过家长群布置任务，请
家长们配合，都还比较正常。”这位教

育界人士表示，从实际情况来看，现在
很多孩子独立得越来越晚，即使在一
些高中家长群里，老师们仍然需要在
一些诸如吃零食、按时完成作业等事
情上，要求家长协助监督孩子。
这位教育界人士最担心的是，如

果老师过于依赖家长群的功能，真会
剥夺孩子更早独立的机会。

是什么让家长群变了味？
“退出家长群”在网上火了，听听岛城家长和老师们的心声

延伸 解决矛盾，一纸禁令难一劳永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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