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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听到微信提示音，我
心里都咯噔一下。”郑州市民全
洁，一位小学二年级孩子的母
亲，如此形容自己对家长群消
息的反应。她表示，自从加入
班级微信群，每天都要及时关
注老师发布的通知和布置的任
务，稍不留神就可能漏看信
息。而群里家长一连串的“收
到”，更让她感到压力山大。

张先生的孩子今年刚上小
学一年级，他原本以为通过家

长群能及时了解孩子的在校情
况，但开学不到一个月，这种想
法就被改变了。“家长群回复速
度比工作群还快，因为没有及
时回复老师信息，我还被老师
委婉批评过。”张先生说。

孔建华家有两个孩子，一
个初中生，一个小学生，她加入
了多个家长群和其他兴趣培优
群。“我真想回到没有手机只有
固话的时代，让时刻待机的‘牛
马’歇一下。”孔建华感慨道。

家长群沦为任务分配群？

新学期伊始，随着孩子们重返校园，家长们也被拉入了一个新
的“社交圈”——家长群。微信群、QQ群、钉钉群……这些数字化
时代的社交媒体平台，本应成为家校沟通的重要桥梁，却逐渐让一
些家长患上了“群消息恐惧症”。 □大象新闻记者潘语怡/文图

面对家长的指责和偏
颇的舆论，不少老师深感委
屈。濮阳一小学一年级班
主任白老师说，她会往群里
发一些孩子的动态，但并不
频繁。但群里发消息这个
事，众口难调。有的家长很
关注孩子在学校里的表现
和老师评价，但有的家长可
能会觉得这些信息打扰到
他们了。

郑州某小学英语老师
余虹表示，她比家长还想
解散家长群。她日常除备
课教学外，还需完成其他

行政或非学业任务。“现在
鸡毛蒜皮的事都扔给老
师，考核层层加码，我们也
不想发那么多信息。”她
说。

对于一些“高要求”作
业，郑州高级教师郑艳表
示，教育理应因材施教，但
老师的时间精力有限，不可
能总是“一对一”，从而希望
借助家长群的便捷性，联动
家长的力量来达到更好的
教学效果。请家长帮忙分
担一些，也是分身乏术下的
无奈之举。

家长：手机响起心头一紧，得了“群消息恐惧症”

记者调查发现，部分家长
觉得家长群不堪其扰，主要是
因为在群内的“身兼数职”。

1.任务平台：家长成“临时
工”

少数学校将一些本该由学
校管理的工作“外包”给家长。
如招募志愿者进行班级清洁、
安排家长在学校门口维持交通
秩序、邀请家长进课堂做分享
等。赵先生就因为主持人的身
份，被邀请去学校给孩子们上
了一节“演讲与口才”课，为此
他还和同事调了几次班。

2.作业窗口：家长变身“临
时老师”

做手工、录制短视频、写调
研报告……一些作业的难度让
家长分不清是给孩子的还是给

家长的。陈女士一个暑假带孩
子打卡多个场馆，剪辑拍摄多
条视频，本以为完成了老师布
置给“家长”的作业，但刚过去
的中秋节又让她身心俱疲，因
为还要做纸灯笼、中秋传统文
化绘本，以及月饼模具DIY。

3.竞赛擂台：家长间的“互
卷”游戏

家长群还成为讨好老师、
孩子间互相比赛的擂台。吴
先生就经历了老师在群里发
孩子课堂默写情况后，家长跟
风发感谢老师反馈的情况。
老师甚至还数了数有几个家
长回复了，然后表扬了这些家
长。吴先生表示，自己也只能
跟着回复，说老师辛苦了之类
的话。

家长群内的“多重身份”压力

老师：比家长更想解散家长群

家长群本意在家校之
间搭建沟通桥梁，但在实际
运作中却“变了味”。究其
原因，老师、家长、孩子，每
一方都有难处。如何让多
方不再叫苦，同时使家长群
回归应有的定位，发挥该有
的作用？

1.让家长群功能更纯粹
一些

河南师范大学继续教
育学院副院长李醒东建议，
家校沟通最好能面对面交
流。在信息时代，“群”是一
个便捷沟通的工具，但它是
家校沟通的辅助手段。一
旦涉及工作，就需要群主勤
于管理。他建议在建群之
初就制定“群公约”，比如仅
用于收发什么范围的消息、
沟通时间等，并禁止拍马、
刷屏和偏激言论等。只要
大家都遵守规则，就能给老
师减负、给家长降压。

2.让大家压力更小一些
高级心理咨询师成素

素建议，面对孩子教育这件
“大事”，老师和家长不妨佛
系一点。过度的压力传导
可能适得其反。她建议给
彼此之间多一些留白，给老
师多一些思考教学的时间，
给家长多一些陪伴孩子的
时光，给孩子多一些自主成
长的可能。

同时，“双减”政策也为
减轻孩子、家长压力提供了
更多底气。河南省将把“双
减”成效纳入对市级政府履
行教育职责评价体系，要求

中小学作业限制在 1～1.5
小时，教师切实履行作业指
导职责。

3.对老师的支持和理解
更多一些

以往老师背后更多的
是教学压力，现在一些老师
还有逃脱不了的非教学负
担。为中小学教师减负是
近年来党和国家关注教育
领域的一项实事。今年政
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减轻中
小学教师非教学负担”。4
月，中央教育工作领导小组
秘书组对开展规范社会事
务进校园为中小学教师减
负专项整治工作作出了部
署。

各个地方也在为教师
减负“自立规矩”。2024年
的河南全省教育工作会上，
河南省教育厅厅长毛杰提
到要精简规范各类评比、评
审、表彰，切实减轻学校和
教师负担；开封则规范了各
类面向学校的督导检查、执
法检查，为老师拦住了诸多

“打扰”。
“教育是一棵树摇动另

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
云”。在这场旅程中，如果
家校协调效率更高点，给彼
此的宽容更多点，何愁看不
到1+1＞2的结果呢？

家长叫苦，老师喊冤，如何平衡？
家长群布置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