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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要有群规。”一位家长
表示，家长群方便快捷、交互
性好，但要明确规则才能更
好地发挥作用。

如北京市教委 2019 年发
布通知，规定群内不得发布
学生成绩、排名，不得发布与
教育教学无关信息。要尊重
学生隐私，不刷屏问候、点赞
等。北京一位家长表示，目
前群内老师发布通知后，家
长一般都无须回复，也不会错
过重要信息，感觉“很清净”。

有专家表示，需对教师在
群内沟通内容加强规范与引
导，如关于孩子个人情况的沟
通应尽量回避家长群，老师可
选择打电话、私信或面谈等方
式，既保护孩子的自尊心，也
能更深入平和地了解情况，更
有利于问题的解决。

此外，家校之间需明确哪
些内容属于共育范畴，边界要
清晰，不能无限制地把原本该
学校承担的教育教学任务转
嫁给家长，增加家长负担。如
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德育、劳
动教育等，可以多些家校共育
的内容；学生学科类的学习应
该适当减少家长的关注度，这
有利于缓解家长焦虑、促进学
生身心全面发展。

专家表示，应进一步厘清
家校共育关系，既要有效约束
老师在班级管理中权力过大
的情况，也要充分调动家长参
与孩子教学成长的积极性，并
做好相关监督管理，促进家校
更良性地互动。

受访基层教育工作者表
示，减轻老师和学生负担不应
是单纯的一句话，而要真正落
地。对于学校中存在的形式
主义或非教育教学任务要坚
决清理，为教师和学生营造更
加宽松的环境。此外，建立科
学评价体系、有效引导学生、
合理疏解教育焦虑才是长远
之策。

（据新华社北京11月5日电）

家长群变“压力群”“夸夸群”
到底谁之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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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退出家长群怎么了！”日前江苏某家长的一句心声，激发了很多家长的强烈共鸣。
原本为帮助孩子成长、加强学校与家庭沟通而设置的学校家长群，演变成“压力群”“夸夸群”，
到底是谁的责任？背后折射了教育领域哪些深层矛盾？

“新华视点”记者调查发现，家长对家长
群的吐槽主要集中在四重压力上：

——第一重：群多、信息多、回复多、点
名多，很多人觉得学校家长群比职场工作群
还令人紧张。

“每天下班打开家长群一看，未读消息
至少上百条。”家住重庆市渝北区的谭悦是
一位二孩妈妈。她手机里除了最常见的班
级群，还有专门用来布置作业的群、各种幼
儿园兴趣班群等，大大小小算下来有十多
个。

“稍不注意，重要通知就会被各种回复
淹没。”贵阳市民王国良说，之前因为没及时
回复，他曾被老师点名批评，于是专门将家
长群置顶。另有家长表示：“家长群成了‘夺
命call’。回复晚了点名，作业批错了点名，
孩子考不好也点名。”

“虽然国家要求学校减负，但实际上现
在很多小学生作业负担依然很重。相当一
部分作业，学校要求家长一起陪同才能完
成。要是做不好，会被老师点名或直接晒
图，压力真的很大。”一位家长对记者说。

——第二重：除了繁重的课业内容，各
种摊派的刷票任务也令家长烦不胜烦。

一些学校参加比赛、评比，会把投票任
务分派到各个班级，班主任在家长群发动家
长及其亲友点赞、投票，还要求上传投票截
图。

——第三重：在上述“刚性作业”之外，
各种排名、攀比的无形压力，更令家长紧张、
焦虑。

很多家长反映，虽然教育部门严禁以任
何形式、方式公布中小学生考试成绩及排
名，但仍有一些学校老师用各种方式在群内
对孩子的成绩进行比较、点评。

山东省一所私立学校的学生家长章女
士说，其实有些功课完成后在书面打卡表上
体现就可以，但有些家长非要拍视频发到群
里，这家孩子写了三篇功课，那家孩子就要
四篇。“本来我们有自己的学习安排，现在每
天打开手机一看全是这些东西，瞬间就焦虑
了。”

——第四重：为让孩子得到老师特殊照
顾，一些家长在群内对老师进行夸张的赞
美、追捧，家长群成了“夸夸群”。

受访的多名家长提到，群里老师一旦发
话，就有不少家长凑趣，围着老师长篇抒发
感激心情。一些家长喜欢用诗词歌赋来赞
美老师，没那么“有词儿”的家长会觉得落
后、别扭，还有急坏了的家长硬是找同事帮
忙拼凑打油诗。

家长吐槽：
家长群压力多多

“变异”的家长群，折射出家校之间
权责界限不清、相关教育规定落实不力
等问题。

重庆市政协委员、西南政法大学教
授程德安认为，造成社交平台上出现矛
盾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家长和老师对家
长群的性质未达成共识，对彼此在平台
中应扮演的角色没有清晰的认知。

专家认为，学校和家庭教育之间的
责任不能混淆，前者以共性教育为主，
后者则应以素养、个性化培养为重。

此外，针对家长批改作业、教师发
布排名等现象，相关部门也出台了规
定，但一些地方落实不力。

2018年 12月，教育部等九部门联合
印发的《中小学生减负措施》明确规定，
教师不得给家长布置作业或让家长代
为评改作业，严禁以任何形式、方式公
布学生考试成绩及排名。但在一些地
方，此类现象依然屡禁不绝。

一些教师反映，减负政策并未有效
落实，教师负担太重，不得不“甩锅”给
家长。广州一所中学的老师说，老师
除备课教学外，还有教研、培训、批改
作业等任务，有时还有上级部门下达
的其他任务；因课表容量和在校课时
有限，有些任务只能靠家长帮助完
成。特别在小学时期，孩子学习习惯
尚在养成，需家长深度参与到家校共
育中。

也有老师表示，部分教师自身的确
存在问题，不能严于律己，缺乏责任担
当，在与家长沟通和家校协同过程中，
方式方法也欠妥，给家长和学生带来更
多压力。

专家认为，家长群所反映的焦虑与
压力，也有一部分来自家长。望子成龙
的期待、在激烈竞争中胜出的欲望，令
一些人有意无意加剧了家长群的攀比氛
围。

权责界限不清、规定落实不力

回归本源：
设定规则、
明确边界、切实减负

新华社发 徐骏 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