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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学至今，各种奇葩诉求干扰小学正常教学

家长“顶有理”老师很“抓狂”
当苦口婆心的老师遭遇奇葩的家长，会表现出一种什么

样的状态？开学以来，出自家长们的千奇百怪诉求，令不少小
学的老师感叹，必须不断改善自己的工作方法，才能适应当
下教育提出的各种挑战。

本报记者 王蔚

! ! ! !今年中考时报考!中职!高职"!中职!本

科"贯通培养专业的考生很火爆#如今他们也

已经入学一个多月了$!跳过"普通高中环节#

直接由中职跃入高职或本科# 会不会出现专

业学习的断层%会不会把大学的学习弄成!压

缩饼干"% 这个业内一直在探讨和纠结的问

题# 在上海交通职业技术学院里有了很好的

解决办法&&&实施!点对点"衔接教育#全面

提升学生的专业素养$

现在的高职教育普遍存在社会认同度偏

低的窘境$高职教育的目的是培养专业应用型

技术人才#但是社会舆论对其依旧存有偏见#将

其看作!次等"教育#是高考!落榜生"的聚集地#

学生和家长将其看作一种无奈的选择#而用人

单位将其看作!夹生饭"$但这样的局面在上海

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却已经大为改观$

如今#在上海交通物流职教集团内#交通

职业技术学院与交通学校'现代流通学校'石

化工业学校' 临江科技学校和海事大学附属

职业学校等开展了基于学分互认'点面结合的

课程衔接培养模式的改革试点工作$ !以就业

为导向#以服务为宗旨#以职业能力为核心"是

!点对面" 中高职衔接培养模式试点的主要指

导思想$学院按照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规律及物

流管理岗位群的要求#根据物流管理专业一体

化课程体系#选取中职学校物流管理专业课程

内容#确定 "#门中高职衔接课程$内含 "%门文

化基础课'%门职业技能课&和学分#制定 "#门

课程的指导性意见#同时确定 #门高职下移课

程和学分#通过学分互认'公平遴选#实现!点

对面"中高职课程衔接培养$换句通俗的话说#

这样的好处在于中职课程学习为高职课程学

习奠定基础# 高职课程则对学生提升文化素

养和专业职业能力发挥引领作用# 从而达到

消减中高职学校重复设置课程弊端' 减少教

育资源浪费'提高教育效果的目的$

!点对点"衔接教育盘活中职与高职的

大格局$这其实也是源于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院长鲍贤俊的一个理念(学校设置的专业要

做就做第一#只有这样#培养的学生才不怕

没有人要$ 本报记者 王蔚

家长提出莫名诉求
! ! ! !“现在的家长怎么了？”“现在
的老师怎么越来越难当了啊？”“学
校履行正常的教育活动，怎样才能
排除来自家长的不正当指责和干
扰？”连日来的采访，在沪上多所小
学听到了一堆奇葩事。有位新接任
的班主任想去家访，打了几个电
话，家长都不接听。这位老师想，可
能是对方正在忙，或觉得是陌生的
骚扰电话而不接，于是就再发了个
短信，说明来意。很快，孩子的爸爸
回电了，开口第一句话竟一下子令

老师厥倒：“不好意思，我刚才在打
游戏，正打到紧要关头，无法接听
电话哦。”
还有一个家长找到学校质问，

为什么一些副课要安排在上午：
“你们知道吗？一天的上午是孩子
精力最旺盛的时候，为什么不上数
学课、语文课、英语课，而要让孩子
画画、唱唱、跳跳？这些课应当放到
下午去上才正确。”对于老师的再
三耐心解释，家长却始终觉得自己
的观点才最有道理。

! ! ! !每天的生活都是“忙！忙！忙！”。工作量
太大，听课、评课、说课、讲课、网上晒课、作业
批改，还要写每周会议笔记、学习笔记、听课
笔记、心得体会，晚上了还要坚守在微信群发
布通知和解答问题……感觉自己像陀螺，忙
得灵魂跟不上脚步。新时代里，家校沟通的
困惑也在变与不变中徘徊。

变———越来越多的家长，对教师的建议
和要求，会结合个人的生活经历以及对教育
的理解，进行分析和取舍，并影响着对教师的
信任度。

不变———教师对家长的理解和信任，则
根据学生的学业态度、习惯、成绩的变化以及
家长是否积极回应教师的的建议和要求。
当变与不变相遇，除了本身的教师工作，

自然也产生了新的困惑与烦恼。
一是人际关系庸俗化倾向

“学号 !"”的故事大家一定都耳熟能详
了，而平时对于座位、周围安排的同学、是否

担任小干部，不少家长也要以各种方式给教
师提意见、打招呼，甚至以成人交往中的所谓
规则来教育孩子，使得老师们反映一些孩子
已经不像孩子了。

二是只有表扬才是好教育

一些家长将“好孩子是夸出来”绝对化理
解后，对于教师对孩子的批评尤为敏感，以为
教师对孩子有偏见，担心批评会使孩子自卑，
影响其在同学中的形象。于是，家长要求老师
批评得更温柔、更谨慎，有的则抚慰孩子“老
师根本没有看到你的优点”。

三是乐做教务长!疏于做家长

双休日不把孩子送出去上课的不是好家
长！越来越多的家长热衷于将丰富多彩的校
外场所简化成又一座学堂，把人的成长简化
为知识量的简单累加，而并未认识到，如果让
孩子真切感受到家长对于生活的热爱、对于
工作的认真、对于人生的负责态度，其实是对
孩子更好的示范与引领。本报记者 马丹 整理

! ! ! !新媒体，让家长拥有了获取更多教育资
讯的渠道；新平台，让家长缩短了和教师的距
离。这对家长提高家庭的教育质量都有极大
的帮助。

! 甄别

现在各种教育理论铺天盖地，各类爸
妈驰骋在网络江湖，向大家介绍“只要这么
做……孩子一定行……”的各类过来人之谈。
但是我觉得，家长不加甄别，盲从盲信，沉浸
在朋友圈、## 群中不仅无益反而有害。因
为，从常识角度出发，“只要这么做，就一定
行”这样的教育公式，放在严格控制变量的实
验室环境中是可以的，但是放在教育，尤其是
家庭教育这种随时因内外部因素发生变化的
教育环境中，几乎是难以做到的。另外，即使
别人家的孩子成功了，也不等于你就可以照
搬照用，因为基因不同、环境不同、家长对于
细节的处理也不相同。

! 发声

家长群，几乎是每个家长必备的。但是，
如何在家长群中发声，家长也需要留心。在我
的朋友中，经常会听到因为一言不合，家长之
间在群里互相指责。群的基本功能，是信息的
传达，如果需要就某些话题进行探讨，那么一
定要注意对事不对人，例如探讨学习习惯培
养，就不要说“邻座孩子影响了我家的娃”。

! 互动

家长和教师互动首先要有个时间限制，
有些家长一头扎进微信里就不出来了，但是
教师在下班后也是个家长，他们也有自己的
孩子要照料。如果不考虑时间的合理性，那么
交流的效益就要打折扣。其实，由于每个孩子
的情况各不相同，倒是建议家长在发现问题
后，先进行一段时间的观察和思考，尝试采用
不同的教育手段，汇总后再与教师交流，这样
的互动焦点更清晰。

教育好声音

"点对点#盘活职教大格局

家校沟通遭遇诸多困惑$老师倾诉%

! ! ! !遇到那些“顶有理”的家长，常
常令老师非常“抓狂”，甚至还会
影响到学校的正常教育教学工
作。比如，在五年的小学学习期
间，中途更换班主任或任课教师，
在全球各地的学校都是件很正常
的事。因为有的老师其实比较适
合低年级，有的老师则擅长带高
年级，但现在有些家长可不管这
些本就属于学校办学自主权范围
内的正常人事安排，个别人还会
以各种较反常或极端的行为加
以阻挠。两年级升三年级要换老
师了，家长会跑来提意见：“为什
么要换？为什么只换我们班的老
师？这不是明显欺负我们班的孩
子吗？”

现在各班都会有自己的微信
群。但有些家长还会私下建起一个

个“小群”，比如成绩好的学生家长
群、成绩落后学生的家长群，而且
往往会从各自立场出发，向老师提
出意见截然相反的各种诉求。个子
高的同学坐在教室的后排，他们的
家长会提出反对；选举少先队大队
干部，家长会在群里发起送小礼品
拉选票活动……

静安区闸北第三中心小学有
个班主任沙龙“向日葵工作室”，日
前进行了新学期的第一次交流活
动，老师们纷纷献计献策，认为只
有把自己的工作做得更到位、更
科学，才能让家长更放心。校长尤
睿也表示，孩子的心灵其实是很
纯的，家长们尤其要注意家校沟
通的方式和方法，一些不正确观
点和行为，很可能影响到孩子的健
康成长。 本报记者 王蔚

保护孩子纯洁心灵

新媒体时代怎样做家长!

$专家意见%

静安区家庭教育指导中心 陈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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