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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夏天，侄女参加完高考，全家商量给她

报个什么学校。我说，女孩子当老师挺不错，要

不报个师范院校吧。

当了大半辈子老师的大哥摆摆手：算了，昨

天刚刚一个学生的家长去学校骂老师。因为听

写错误，老师罚这个学生一个错字写十遍，老师

在群里又批评了他，并说写作业不认真家长也

有一定责任。这不，家长就怒了，跑到学校对老

师骂骂咧咧，说教不好孩子是老师的责任，关家

长什么事？还有，罚孩子写那么多遍错字，这样

的老师简直就是在折磨孩子，用这种方法能把

孩子教好才怪！

在教育孩子方面，现在普遍存在的问题是：

家长舍不得管，老师不敢管，外人不方便管。

我不知道，那些不愿让老师管孩子的家长

是怎么想的。

去年，一位当老师的朋友跟我说了这样一

件事：她们班上有个孩子特别调皮，一上课就撩

撩前面的，逗逗后面的，朋友气得让他到前面罚

站了一节课，没想到，这下可惹了大麻烦。

第二天，那个孩子的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姥

姥姥爷姑姑舅舅全来了，非要学校给个说法。

学校迫于压力，又是赔礼道歉，又是通报批评，

折腾得人仰马翻。

后来，那个学生调了班，没人愿意和他一起

坐，老师们再也不敢管他。

家长随意干预学校的教育真能帮得了孩

子？我想，未来会给出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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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放寒假前，我去学校开家长会，孩子的

班主任说：接下来的这段时间，孩子就拜托各位

了，一个寒假，如果放开了让孩子玩，我保证返校

后他的成绩一定会后退；如果家长们盯住了孩

子，让他们按学习计划走，成绩起码会平稳。希

望家长们辛苦些，孩子就是孩子，他们的自制力

还没有那么强，咱们一起努力，把孩子们培育好！

老师一番话，说得我泪眼蒙眬。

有些家长总认为，孩子交到学校，交给老

师，教育孩子就是老师的事。其实，无论多好的

老师，都替代不了父母的位置，教育好孩子，不

只是老师的事，更是做父母的头等大事。老师

是传道授业解惑者，家长却是孩子一生的影响

者。孩子的好习惯、好品质、影响他一生的兴

趣，都是来自家长的培养。

我见证了同事盈盈的儿子，从小学一年级

到四年级的成长历程。

盈盈的儿子刚上一年级时，有爱说话爱做

小动作的毛病，学习没有耐心，老师讲课听不进

去。当然，很多刚上小学的孩子都或多或少有

这些小毛病，老师每天都在家长群里说，这个孩

子怎么样，那个孩子怎么样，有哪些需要改进的

地方希望家长们配合。在孩子上学之初，培养

一个良好的行为习惯，会让他受益终生。

对于老师这些话，有的家长无动于衷，有的

家长也会注意一下，盈盈对于老师的这些话，从

来都是放在心上，她每天都和老师沟通孩子的

情况，老师也会给她一些建议。

慢慢地，盈盈儿子刚入学时那些小毛病就

没有了，学习越来越认真。

上二年级时，他被选为学习委员。这几年，

他一直很优秀，各方面做得都很好，这些成绩，

来源于老师和家长的紧密配合。

真的，老师和家长一致的态度，会让孩子成

长得更好，我就是受益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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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我上五年级时，第一学期的期中考试，

我在班上考了第十名。这个成绩让我的班主任

很恼火，要知道，我当时是她老人家的得意弟

子，本来以为进前三名稳稳的，结果考砸了。

老师知道我自尊心强，对我还是继续鼓励，

然后找到我妈，分析我成绩不理想的原因。最

后，她们总结出这些：不用心背课文；对老师布

置的作业不认真做，应付了事；家长不管，对孩

子放任自流。

她俩达成一个协定：每天晚上我写作业时，

妈妈就在旁边看着，然后检查我的背诵情况。

我小时候住在平房，那时家家户户没有一

天黑就把大门上锁的，都是临睡前才锁。在这

种便利条件下，那位与我家相隔 500 米左右的

班主任，据说很多次晚上去我们家，隔着窗户玻

璃看我有没有写作业，妈妈有没有在旁边盯着。

有一次，老师在课上检查背诵情况，全班我

是唯一没有一点错误就背诵下来的，老师得意

地说：你们知道苏心为什么背得这么好吗，人家

妈妈每天盯着她，我去看过好几次，娘儿俩在那

背课文。

晕，我这才知道了真相，原来老师经常暗访

我。

你猜怎么着，那个期末，我的成绩就到了全

班第一名。正是有了这个好基础，后来，我以全

校第二名的成绩升入了初中。

是的，老师与家长，作为孩子成长路上最重

要的人，有着相同的责任与使命——让孩子成

材。

父母的重视程度、支持力度，决定了孩子进

步的速度，所以，家长和老师的配合很重要。

在孩子求学的道路上，聪明的家长，都和老

师肩并肩站在一起，家长和老师在一起，不是一

加一等于二，而是一横一竖合在一起，给孩子十

倍的力量，帮他去成长。

终有一天，孩子会离开我们的视线，走向外

面的大千世界。

家长和老师伴孩子走过的失败与迷茫、帮

孩子养成的好品质好习惯、助他获得的智慧和

力量，都会成为孩子腰间的佩剑，伴他一路向

前，披荆斩棘，走向远方和辉煌。

有所学校邀我去为他们的“家

长课堂”做讲座，我便去了。

谈到“家校关系”，我先出示了

一张照片。

我说，大家看，这是一位家长

给我们学校食堂送来的冬瓜——

白送。这冬瓜是他自己种的，丰收

了，于是想到了孩子的母校。请注

意，他的孩子已经从这所学校毕业

了！也就是说，这是一位毕业生家

长不怀任何功利目的为学校送来

的一车冬瓜！我们死拉硬拽地塞

给他300元的燃油费（因为他是从

外县开车送来的），他不安地捏着

那钱，走到大厅，看到“珍珠班”捐

款箱，毫不犹豫地就把钱扔进去

了。

他是开滦一中2015届毕业生

陈悦聪的家长，他的名字叫陈立

军。

说实话，我学校不缺这一车冬

瓜，但是，这冬瓜里深长的滋味，却

触动了我们心中最最柔软的地

方。许多老师是含着热泪品尝那

免费的冬瓜馅蒸饺的。

同事们争相夸赞这位家长好仁

义、好厚道。我却说：“这车冬瓜，预

示了陈悦聪将有一个大好前程！”

我没有妄言。我为现代汉语

贡 献 了 一 个 词 语 ——“ 家 庭 子

宫”。如果说同一个子宫孕育的儿

女有极高的“容颜相似度”，那么，

同一个“家庭子宫”孕育的成员则有

着极高的“精神相似度”。父亲陈立

军如此质朴、善良、利他、知恩图报，

他的“示范动作”定然被在外求学的

陈悦聪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儿子会

自觉不自觉地“拷贝”父亲的行为。

试想，一个怀揣着锦绣心事的孩

子，怎会没有一个锦绣前程？

时下的“家校关系”究竟是

怎样的？在我看来，不外乎以下

几种——

敌我关系、雇佣关系、契约关

系、盟友关系。

敌我关系是一种最恶劣的关

系。互相仇视，水火不容。凡一方

提出主张，另一方第一反应就是竭

力反对。

雇佣关系是一种买卖关系。家

长会以为，我是在花钱购买教育服务

（特指需缴学费学校）；老师也会想，

分内不得不干，分外爷才不干！

契约关系看似一种理想的关

系，其实，它具有消极性、临时性、

寡情性的特点。它是一种硬性的

捆绑，不是一种甘心的给予。

理想的“家校关系”是盟友关

系。我们是同一战壕里的战友，勠

力同心地将孩子托举到更高处。

这种美好的教师、家长之间的关

系，被我的同事玩笑着表述为——

孩子在校时，微信上有我；孩

子毕业后，家宴上有我；孩子成家

时，婚礼上有我；孩子成名时，回忆

里有我。

美好、互信、默契、不轻易被时

光带走的“盟友关系”，需要双方竭

诚建立。

最近几位校长见面，忍不住互

相大倒苦水——

一位校长说：我学校一个女

生，高二时办了高考移民，转到户

口地就读了。家长来学校办理退

费手续。软磨硬泡让我多退他一

个月的钱。我说，我按规定退费，

你可以看文件。他说，我不看！我

说，那你可以给管我的人打电话，

我给你电话号码。他说，我不打！

他越说越不像话，居然叫嚣：“反正

这会儿我在你手里没有人质了！

你不多退我一个月的费，我告死

你！”最后，我只好使出撒手锏——

搞到他女儿的电话号码，向她求

助；同时搞到他女儿新转入学校校

长的电话号码，向他求助。终于，

家长蔫了。

另一位校长说：我学校一个男

生，突然离家出走。家长带着庞大

的亲友团来学校要人。我们逐个

询问班主任、任课教师，大家都说

没跟这孩子之间发生过任何不

快。我们又开始找学生做调查。有

个男孩，见到我就哭了，说：“校长，

我不愿意背叛朋友……”我说：“人

命重要还是愚忠重要？”他于是打开

了那个男生发给他的微信，上面写

着：“我怀疑我是抱养的！我妹妹出

生以后，我爸妈更不把我当人看

了！我要去远方了……”我把微信

拿给那男生的父母看，他们这才承

认揍了孩子一顿，他负气出走。

还有一位校长说：我们学校一

个男生课间用长柄雨伞追打同学，

结果自己绊倒，雨伞碰碎了眼镜，

镜片伤到了眼睛。这下家长不干

了！向学校索赔50万元。我们学

校的兼职律师认为，这构不成安全

责任事故，校方是零责任。但是，

家长不干。纠集一伙人，到学校门

口喊口号、拉条幅、冲撞门卫。我

们报了110，将他们驱散。硬的不

成，又来软的。孩子妈妈和三个姨

妈（其中一个怀孕的）一起到学校

来哭诉，说他们家境困难，求学校

帮忙……

这些家长可知晓，他们这是在

奋力地为孩子做“示范动作”呀！

——当家长敲诈学校，孩子就

学会了勒索钱财。

——当家长诬陷学校，孩子就

学会了构陷他人。

——当家长嫁祸学校，孩子就

学会了转嫁责任。

古人说：从善如登，从恶如

崩。孩子学起父母的坏样子来只

会变本加厉。这些家长用自己的

实际行为，殷勤地在孩子身上埋了

一颗定时炸弹，一旦引爆，不但伤

害他人，也会殃及自家。

报载，日本一个幼儿园的老师

在带幼儿们做“悬吊动作”时，一名

幼儿发生了肩关节脱臼。园方即

刻通知了孩子的妈妈。妈妈来到

幼儿园后，先给老师鞠躬道歉，然

后自责道：“孩子以前就曾发生过

一次肩关节脱臼，怪我没有把这一

点及时告知幼儿园。”

我不敢想，这事若是放在我们

的家长身上，他们，会怎样做……

想问家长朋友们几个问题。

当孩子在学校被老师批评时，您是担

心他受到“非难”还是与老师一起纠正他的

错误，改正他的缺点？

当孩子深夜还写不完作业时，您是启

发他寻找自身原因，还是与他一起抱怨老

师的“不近人情”？

您替孩子写过作业吗？您为孩子受到

的“不公平”待遇而愤怒地问责过学校吗？

其实，老师与家长的目标是一致的，不

希望孩子进步的老师世上罕有。在许多情

况下，孩子能否教育好，就看家长“站队”时

怎么“站”。

本期精选的两篇文章，涉及的就是

家长与老师、学校关系的问题，希望对

您 有 所 帮 助 ，相 信 聪 明 的 家 长 会 用 自

己的善意、仁爱、诚实与智慧为孩子做

个好榜样。

聪明的父母
都和老师肩并肩
苏心/文

“家校关系”搞不好
孩子未来会怎样 张丽钧/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