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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工作职责明确
记者看到一张“校长助理”的工作日程

表：早晨 !时到校，下午 "时离校。早上要参与
值日护校、参加升旗仪式，上午先要听两节课，
再与师生座谈并检查学生学习情况，中午是
与师生一起午餐并检查用餐情况，午休时还
要到图书馆和操场上察看学生的活动情况，
下午是到教导处、总务处和少先队大队部调
研、旁听学生的兴趣活动课，放学后还要与校
长交流总结一天的工作体会并提出意见。

松江外语学校副教导主任顾儒枫介绍
说，“校长助理”是由学校的家长委员会推荐
的，一般是由各班先产生三名有一定的文化
水准且愿意参与学校管理的家长，再由家委
会按家长的申报确定人选、时间。学校会将
“校长助理”的工作职责与安排事先告知家
长，让他们有的放矢地开展工作。“校长助
理”安排在每周一进校，他们需要佩带专门
的胸卡，在规定的时间内自主地参与学校管
理，做好相关的记录，并写出对学校管理工
作的改进意见。他们还有权利选择到任何一

个班级听课，并与教师沟通自己的想法。

乐于倾听各种意见
李霞同学的家长在当了“校长助理”后

给学校提了一条建议：“由于学校新成立不
久，近几年会大量招聘老师，对于新教师上
岗的时间建议不要一刀切，而应该成熟一个
发展一个，在确保质量的情况下扩大办学规
模，同时要给新招聘的教师充分的实习期和
试用期。”

江莎莎同学的妈妈建议学校成立一支男
子足球队，改变许多男孩缺乏阳刚气的现状。

李翔同学的家长建议食堂和教室的光源
采用暖色调的，这样有利于营造温馨的环境。
在收到了大量的“校长助理”的意见后，朱

学清校长十分欣喜。他说，学校树立了一条很
重要的办学理念，就是“为孩子一生的幸福奠
基”，怎么奠基、怎么才能办出让人民满意的教
育，看来首先是要把学校办得让学生高兴、家
长满意才行，因此，请家长参与学校管理，共
同研究教育教学中的瓶颈问题和突出问题，
这肯定是一条正确之路。 本报记者 王蔚

上外松江外语学校本着让孩子
开心让家长满意的原则

请家长进校
当一天“校长助理”

! ! ! !小强!初中生"：我现在最烦的不是考试
本身，而是考完之后父母的反应！昨天，我们
数学老师想检查一下新学的内容，搞了一次
“突然袭击”式的测试，结果我只考了个 "#

分。没想到我随手放在桌上的考卷被妈妈
看到，她竟然气得连晚饭都没吃，还把我的
解释看作是“强词夺理”……分数，有那么重
要吗？

吴斌荣!教育问题研究学者"：有位老师
私下里和我说，不看学生成绩，个个都是好孩
子！听她这么一说，我不禁想：父母的心和脑
若是没有分数这个东西的掺和，面对孩子的
时候应该总是喜笑颜开的吧。

但有了分数，爸爸妈妈就开始纠结

了———尽管对每张考卷的性质和老师在教学
中的功能定位，父母并不清楚，他们看到的只
是表面的分数，但不少家长会因为分数高而
欣喜若狂、大肆奖励，也会因为分数低而暴跳
如雷、横眉冷对，恕我直言，我觉得这两种表
现都很傻。

其实，最好的父母，是能够把分数搁在最
边上（当然，这种心境是需要修炼的），转而格
外关注分数背后的东西。比如，可以仔细分析
一下试卷，哪些题是侥幸猜中的，哪些是还没
弄懂的，也可以探讨一下学习的态度和想法。
最要紧的，是不要仅仅拿分数来作为攀比和
批评的依据，如果这么做，分数就变成能够伤
人的“怪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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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那些事

! ! ! !整体而言，本市的小学生家长在参与学
校管理方面还做得不充分、不积极。这是近日
上海市教科院普教所发布的有关调查报告披
露的现状。

对于学校“有没有设立家长委员会”的问
题，接受调查的家长中有 $%&的人认为有，表
示没有的占 '&，约六成家长表示不清楚有没
有。对于家委会的职能，约有五成的家长表示
不清楚，但仍有约三分之一的家长认为，家委
会的最主要职责应集中在“征求家长的意见
和要求并向学校反映”、“帮助家长了解学
校”、“帮助学校联系和组织家长活动”等三方
面。还有 ()&的家长认为家委会应该具有“请
家长帮助解决办学中的具体困难”、“让家长
参与制定学校发展规划”等两项职能。

调查还发现，目前不少学校的家委会作

用还很局限，如果要发挥家委会在参与学校管
理方面的作用，仍存在着不少障碍性问题。比
如，*+&的家长觉得自己缺乏相关的知识，
*,&的家长表示没时间，,'&的家长干脆说不
愿意，,!&的家长认为学校没有相应的制度保
障家长参与管理，还有一些家长则对参与管理
没有信心或认为校长和教师会不太接受。

主持这项调查的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管理
学系专家王帅说，学校应进一步为家长参与
学校管理创造条件。在组织家长活动时，应尽
量安排在假日，以便家长能安排好自己的事
情。学校还应建立类似家长学校的培训机构，
通过讲座、研讨等形式，为家长提供有关学校
管理方面的知识，提高他们参与学校管理的
热情与能力。

本报记者 王蔚

市教科院普教所发布一项调查报告披露

目前学校家委会作用很局限

! ! ! ! !!!话题 自从孩子上了学!分数!就像一个紧箍咒!始终

牢牢掌控着父母和孩子的情绪!喜乐悲哀全由分数说了算"

把家长请进学校当一天的“校长助理”，这在上海外国语大学
松江外国语学校已经成为传统。胡家乐同学的妈妈陈女士在观察
了孩子的午餐后发现，浪费的现象比较严重，于是与校长和食堂管
理人员一同研究如何改善饭菜质量并加强对学生的教育。虽然学
校才办了一年多，但这样一种家长参与学校管理的做法，已对学校
发展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

! ! ! !“爱心手拉手”大型家校互动活动，日前
在闸北区新中初级中学举行。该活动的创意
发源始于上世纪 !-年代，是由美国斯坦佛
大学开创的一种体验式学习方式。

在活动中，义工们列队会场门口，用掌
声和欢呼声热情地欢迎教师、家长和孩子们
进场。整个篮球馆内顿时人头攒动，欢声雀
跃。身着绿色马甲的是新中初中的教师，身
着黄色马甲的是家长代表，身着蓝色马甲
的是同学们。当场内欢快的迪斯科音乐响
起的时候，全场 )--多人开始接起了长龙，
随着音乐节奏舞动起来，五彩的光影在篮
球馆内流光溢彩，美丽的心情在每个人的心
中涌动。

接着，在主持人富有激情的话语引导
下，大型体验活动正式开始了。在开场游戏
中，孩子、家长和教师们的热情就已经被调

动了起来。“爸爸回来了”，“钻呼啦圈”两个
环节，活动的难度由小变大，但大家的热情
也越来越高涨。互相倾诉各自的开心事与
烦心事。这一环节中，通过相互的交流，两
个合作者之间的距离缩小了，所有的顾虑、
烦恼都在诉说中被释放了。参与活动的同
学和家长还被编为不同的小组，要群策群
力准备才艺表演。不少学生和家长都是第
一次鼓起勇气上台，每个勇敢的参与者都
在团队的支持下，战胜了恐惧，完成了一次
次挑战。

新中初中校长孙英明说，学校希望充分
整合社会资源，拓展德育途径和渠道，鼓励
大家积极参与体验，用真情拥抱生活，在活
动中学习沟通，在交流中增进了解，在协作
中培养团队意识。

! ! !刘泳红 戴杰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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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初级中学举行家校体验式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