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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与家长群有关的讨论，许多网友回想起了自己学生时

代的家校关系。一名网友在微博上问出了一个赢得海量点赞的

问题——没有手机和微信的时代，老师们都是怎么过的？

建立家长群的初衷，不外乎是为了方便家长了解孩子的状

况，降低老师与家长的沟通成本。然而，这种看似理想的状态似

乎并不理想。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很多家长群变成“负担群”“攀比

群”“马屁群”。

“有人说，在微信盛行的中国，取消家长群的做法似乎并不

现实，它终归在家长了解孩子动向、促进老师与家长的沟通方

面带来了一定积极影响。然而，随着技术发展，诸如我们幼儿园

使用的家园互动平台让很多微信家长群的问题迎刃而解。”北

京市民张文笑称自己是幸运儿，因为她的孩子所在的幼儿园让

家长进入某移动互联网家园共育互动平台，平台可以实现幼儿

园动态发布、活动通知、签到等。

但张文曾经却为此焦虑过，因为“这简直不给家长留机

会”。她所说的这个“机会”，其实就是“表现的机会”。

“表现的背后就是刷存在感，存在感刷足了，才能让老师对

自己的孩子更加关注。”张文说。

“家长在家长群里绞尽脑汁地努力表现，其实是因为心虚。

即使在社会上有再光鲜的外表、再荣耀的头衔，在家长群里也

都要放下身段。”张文自我反思后意识到，作为家长，她一直生

怕自己不够“优秀”、不够“灵活”而“连累”了孩子。

加入家长群一年多后，林辰感觉到，很多人都说孩子成长

过程中总有一个敌人——“别人家的孩子”，而家长在为人父母

的过程中也到处都是敌人——“别人家的家长”。所以，家长群

里的各种明争暗斗才会如此风起云涌。

《法治日报》记者发现，即使各方意见都不统一，但有一句

话几乎是每个受访的家长、老师都曾提到的——都是为了孩

子。③5 据《法治日报》

家长群背后的焦虑与挣扎
●家长群本应扮演家校沟通的桥梁，促进家校共育，却在

无形之中形成一种诡异的博弈，让家校双方倍感压力
●家庭教育的核心是对孩子进行生活教育、生命教育、生

存教育，但当前的家庭教育却被学校、教师卷入知识教育中
●家长群变为作业群，是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职责混淆，

家校关系错位所致。要让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各归其位，给学
生完整的教育，应该推进教育评价改革，同时推进学校治理改
革

近日，江苏一
家长大呼“我就退出
家长群怎么了”迅速
引起公众关注。很多
家长在感叹“压垮一
个成年人只需一个
家长群”的同时，继
续大倒“苦水”；而老
师们也频频“发声”，
有人说自己到了深
夜11点还在微信群
里回复家长的咨询
信息，还有人称自己
从未在家长群中给
学生布置作业……

随着“家长退
群”事件持续发酵，
江西、辽宁等省纷
纷出台文件，明确
指出教师必须亲自
批改作业，严禁家
长、学生代劳。《法
治日报》记者梳理
发现，从 2018 年
至今，已有辽宁、浙
江、海南、河北、广
东、山东、贵州、广
西、山西和陕西等
10 多个省份的教
育部门出台相关文
件“叫停”家长批改
学生作业的做法，
有的地方还明确定
期开展作业督查，
甚至将作业管理纳
入绩效考核。

脆弱的家校关
系再次呈现在人们
面前。以家长群为
例，其本应扮演家
校沟通的桥梁，促
进家校共育，却在
无形之中形成一种
诡异的博弈，让家
校双方倍感压力。

《法治日报》记
者采访了多位家长
和老师后发现，这
些矛盾背后除了互
相抱怨和不理解之
外，更多的是对于
孩子教育的焦虑。

北京市民刘波是一名五年级学生的家长，他对那位“退群”

的家长表示“特别理解”，“平日里，家长们的情绪就算堆积如

山，也未必敢在家长群里对老师正面发作。正因为如此，当有人

在公共领域捅破这层‘窗户纸’时，立刻激起了广泛的社会共

鸣”。

在大多数受访者看来，家长群本应是家校沟通的桥梁，却

无形间成了“压力群”。这种压力来自于“看似留给学生实则留

给家长”的作业或者其他任务。

在江西一所学校三年级的家长群中，老师直接点名批评几

名没给孩子批改作业的家长：“标点符号都打错了，你当家长的

不对孩子负责，不检查作业，想全部指望老师吗？”

这样的话被曝光后，舆论一片哗然。关于老师让家长给孩

子批改作业，大部分受访者表示，作为家长，他们都曾有过批改

作业的经历，以小学为主。

《法治日报》记者了解到，事实上，许多老师并不是为了推

卸责任，才让家长批改作业的，也有家长愿意参与其中。某些个

别案例的争议，折射出的是教育改革中，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

的合作界限不清的问题。完全把教育的相关工作推给家长，当

然不尽合理，但将一切工作推给教师，也未必就是“理所当然”。

李蕾在成都某民办中学当初中语文老师。她坦言，学校有

传统，每次都在课堂上直接向学生留作业，自己从未通过家长

群向学生布置作业。“更多的是通知一些常规要求以及请家长

注意孩子最近学习状态之类的，我也不会要求家长必须回复

‘收到’。”

在幼儿园担任小班老师的李君对于家长群也是心有戚戚

焉。在她刚入行时，原以为发点上课照片可以让家长了解一下

教学情况，但家长群目前发展成了咨询群。“有一次，晚上 11点
多了，我还在群里回复家长的问题。”

对于家长群，更多的人表示自己正处于“想退群，但不敢退

群”的两难境地。

“你可以关掉声音，也可以选择消息免打扰，可那些不会消

失的未读信息却让家长们无处可逃。”刘波说，不加入微信家长

群，信息来源少得可怜，还可能错过学校的重要通知；加了群，

大量的信息容易让人坠入焦虑之海。

今年国庆前夕，一位家长在开家长会时突然情绪崩溃。由

于他经常不回复家长群的消息，被老师点名提醒后，突然失控。

他边哭边解释，自己要加班又要盯着孩子，怎么看得过来。“本

来上班压力就很大，还得盯着老师在群里发了什么通知。晚一

点回复，就会被老师点名，每天下了班还要看着孩子做作业。有

时候顾不过来，就被说不关心小孩，是挺委屈的。”

对于这位家长的情绪失控，家长们纷纷表示特别理解。

虽然孩子还只是在幼儿园中班，但北京市民林辰还是对家

长群的“险恶”深有体会。

孩子上幼儿园后，林辰的手机里多了两个微信群，有老师

在的是一个，没有老师在的又是一个。“有老师在的家长群，只

是为了方便老师与家长的交流沟通，老师会通报孩子的在园情

况、发布重要通知；家长有疑问也会在微信群里与老师沟通。没

有老师的家长群，就是家长之间互通有无的平台。”

林辰原以为，在那个没有老师的群里发言，可以百无禁忌。

直到有一天，她才发现自己想错了。那次群里讨论元旦时班级

集体购买物品，她没多想就在家长群里发表了反对购买指定物

品的消息，并给出自己的解决方法。

“没多久，就有班级的家委会成员发来私信说，‘发表不同

意见，请先和家委会私下沟通，以防影响班级团结’。”随后被告

知指定物品已经得到老师的“拍板”。

此后，林辰没再吭声。然而，即使学会了谨言慎行，林辰有

时候也会不胜其烦，因为“一个班不到 30个学生，3个老师，可

是群里总人数将近 70人。有的家长把爷爷奶奶、舅舅姑妈都拉

进了群，在群里聊家长里短”。尽管如此，林辰也不敢开启“消息

免打扰”，“万一哪天不@所有人，漏掉通知可就坏了”。

家长吐槽压力巨大 老师直言无可奈何家长吐槽压力巨大 老师直言无可奈何

家长想退群却不敢 生怕错过重要通知家长想退群却不敢 生怕错过重要通知

家长群变成攀比群 努力表现源于心虚家长群变成攀比群 努力表现源于心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