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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一
怎能打击孩子的自尊？

在文章中，林爻罗列了小孩
入学一个月内学校对学生各种整
齐划一的要求：“老师给了一份极
为详尽的PPT，对买什么样的本、
笔、文具袋、文件袋、舞蹈鞋等都
作出了详细的规定。”坚持学龄前
孩子应以游戏为主的林爻也发现
自己“三分教七分等”的教育理念
碰了壁。因为此前没有对孩子进
行写字训练，她很快收到了老师
说孩子书写不好，要家长督促孩
子练字的短信，让她不由感叹“等
待”到底对不对？

而老师对短信沟通的处理
方式也让林爻觉得这是一个只
有“下达”没有“上传”的渠道，老
师们似乎已经习惯了没有“商
讨”只有“服从”的方式。此外，
让林爻担心的还有她用了6年让
孩子明白礼物不是做事的动因，
而现在表示热爱集体的“小红
旗”却是家长买的东西换来的。

对此，孩子刚在朝阳某小学
上一年级的许女士也深有同
感。在她看来，对文具之类的要
求还可以接受，更让人担心的是
与老师、学校在教学内容、教学
方式中存在的理念差异。“上周，
老师布置的作业是让孩子回家
上网搜集资料，孩子连字都还没
认识几个怎么上网查资料，这不

是交给父母的作业吗？”许女士
觉得鼓励孩子多进行自主的探
究性学习并没有问题，国外的小
学教育中也经常会给孩子布置
一个选题，孩子自己上网、去图
书馆查资料，最后形成自己的论
文，这对培养孩子的独立思考、
自主学习能力很有效。但对刚
上一年级才一个多月的孩子，简
单照搬这种教学方式是否有效？

老师的短信也让许女士郁
闷了很久。和林爻不同，她觉得
老师每天面对那么多学生，在短
信群发中要求家长不必回复也
可以理解，老师在短信中传达需
要家长配合的工作也是正常的，
最多就是语气不太亲切而已。
她无法认同的是在短信背后所
传达的教育理念：“老师要求家
长帮孩子把语文、数学、英语的
资料分别放在不同的文件袋
里。我们不小心忘了。前几天
老师发短信说，请家长帮孩子做
好分类整理，不要再让孩子因此
受批评。”许女士想不通的是，既
然老师都明确了这是家长的工
作，为什么还要因此批评孩子，
让孩子的自尊受到打击？

案例二
寻找教育理念契合

的学校
但孩子在海淀某小学上一年

级的王女士却并不认同林爻文章
中的观点。在她看来，林爻在某
些方面有点偏激了，而在目前环
境下，更现实的做法是适应现
实，而非抱怨或冲突。不过，王
女士所说的“适应现实”并不是
放弃自己的教育理念和底线，而
是尽可能寻找一所与自己的教
育理念相契合的学校，“上小学
之前，很多朋友跟我说，进一所好
学校不如遇上一位好老师。”

一个多月下来，王女士觉得
自己的看法很正确，孩子在学校
里很快乐，学校的作业听着“很
多”，但孩子做得开心，因为好玩
儿没负担，比如每天回家跳绳多
少分钟，看书多少分钟，把课文
从第几页到第几页读一遍之类。

对于孩子的表现，老师也更
多地给予鼓励鲜有批评，比如老
师发短信说，“今天默写拼音的
韵母，学号****的同学获得了满
分，非常感谢家长的帮助，对于
没有获满分的同学请家长也不
要批评孩子，大家一起努力”。
王女士觉得，从只出学号不出名
字，以及对家长的提醒这些细
节，可以看出老师是真的爱孩
子，提倡的是赏识教育。王女士
笑称，其实通过短信群发，老师
每天给家长派了好多活，但短信
的措辞让人看着觉得特别舒服，
特别心甘情愿地配合老师做好
每项工作。

家校冲突：沟通有方，说“不”无妨
“开学一月摧垮坚持6年教育观。”近日，一位小学家长林爻在《中国青年

报》上发表的自述文章在网上引起了热议。不少家长在吐槽的同时，也表达出
和林女士一样的忧虑，当自己的教育理念与学校现实教育模式之间发生冲突
时，究竟该怎么办? 对此，教育专家认为，正确的教育观与落后教育模式的冲
突仍然会长期博弈，家长能做的惟有坚守教育常识，坚持独立思考，在原则问题
上勇敢地站出来说“不”。 D06-D07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缪晨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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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洪亮，王府外国语学
校校长

小学阶段是基础教育最
重要的时期，在这一阶段，孩
子要学会使用语言，选择学习
榜样，形成喜好，学会人际交
往，了解人际传播。小学 6 年
里养成的良好习惯将会影响
孩子一生，而良好习惯的养成
意味着必须有一些约束。

从学校内部而言，6 年之
后能培养出一个什么样的孩
子取决于学校的课程是否能
满足学生的个性需求，老师提
供给孩子的是不是赏识教育，
是否能激发孩子自尊、自信，
让孩子学会理解和包容。

以前家长对教育的不满
主要集中在应试教育，由此引
发了留学低龄化的热潮。但
从林爻身上，看到了家长对学
校教育方式问题的关注，也让
我看到了改变中国教育问题
的希望。

但我并不认同开学一月
摧毁 6 年教育观的说法，更确
切地应该说是家长坚守了 6年
的教育观遇到了挑战。家长
作为孩子的第一任也是终身
老师，不能逃避教育责任，特
别是在小学阶段，家庭教育对
孩子的影响比学校教育更重
要。学校和家长的目标都是
给孩子提供最好的教育，家长

在遭遇冲突和挑战时，要做的
是与老师、学校沟通。一方
面，学校会帮助家长了解孩子
成长的关键期，提供建议；另
一方面，家长也可以组织家长
委员会参与到学校的管理、服
务等工作中来。

今年 4 月，北京市教委宣
布，北京的中小学和幼儿园必
须成立“家长委员会”或“家长
教师协会”。“家委会”由学生家
长组成，将参与学校管理，化解
家校之间的矛盾。但与国外相
比，因为家长背景参差不齐等
原因，目前国内学校的家长委
员会在机制建设和履行职能上
还需要大力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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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个性不等于否定统一规范
●卓立，北京汇丰学校校

长，原史家小学校长
学校之间的差别很大，文

章中林女士所遇到的问题很
可能是某个学校、某个老师处
理这类问题时缺乏经验。其
实很多学校允许孩子之间存
在个性差异，有经验的老师和
学校会给孩子提供一个比较
好的过渡期，不会一上来就要
求过于整齐划一，造成孩子或
家长不能接受的情况。

尊重孩子的差异性和个性
发展，并不意味着学校统一规范
的不重要。从幼儿园到小学，意

味着一个质的变化，小学开始的
是“义务教育”。“义务教育”不能
简单理解为不要钱的教育，而是
一种公民教育，要按照国家提出
的要求，对学生进行知识、品格、
道德规范等方面的培养。

在小学阶段，孩子需要打
好行为习惯、数学、阅读等方
面的基础。以写字为例，老师
就会要求学生注意书写规范，
不能倒插笔，家长有时候不能
接受，觉得最终写出来的字都
是一样的为什么非得按规范
写，这就需要老师给家长解释
清楚不规范书写对孩子未来

会有哪些影响。
林女士文章中的有些提法

过于偏激，不能因为一个学校否
定中国整个基础教育。目前，中
国的基础教育在鼓励孩子全面
发展，减轻孩子负担的方向上是
正确的，虽然因为社会偏见、小
升初的隐性标准等方面存在的
问题，基础教育还有不尽如人意
之处。有些家长会据此认为中
国的基础教育不如国外教育。
但我认为，国外松散的教育和国
内的严格教育, 不能笼统地评
价为哪个好哪个不好，应该是两
者适当融合。

家长应加强与学校、老师的沟通

●尹建莉，教育学者，《好
妈妈胜过好老师》作者

家长与学校之间的矛盾
永远都会存在，在出现矛盾或
问题时，家长理性解决问题比
单纯抱怨更重要。

我的建议是：当问题涉及
大是大非的原则或底线时，家
长要坚持自己正确的教育理
念。比如对惩罚性的“暴力作
业”坚定地说“不”，因为暴力作
业中含有的奴役、敌意、压抑，
会全面破坏儿童人格与意志的
完整和健康。再比如，老师在
教学过程中机械、刻板的统一，
这样的教育会摧毁孩子个性和
创造力。遇到这些原则问题，
家长一定要去解决，用合理的
方式与老师沟通，或者通过成
立家长委员会，促进老师提升
素质，改进教学方式。

而对一些无关紧要的细节
或小事，比如名字写在什么地
方、书皮如何包之类的规定，对
孩子的成长并不会造成太大影
响，家长也要体谅学校管理的
难处。家长如果一味在与老
师、学校的矛盾冲突中发泄情
绪，而不是积极寻求解决方法，
这种负面情绪也会传递给孩
子，损害他对学校和老师的亲
近感。另外，家长也应该给孩
子做个好的示范，让孩子在以
后遇到问题时，不是单纯抱怨，
而是积极寻求解决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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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及原则问题
要坚决说“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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