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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研究

关于怎样开好家长会的思考
刘　佳

（辽宁省鞍山市第一中学，辽宁 鞍山 114000）

摘要：要开好家长会，我觉得首先我们对家长会的性质要有清

楚的认知。当我们平日说起“家长会”时，头脑里反映出的往往是

我们日常推进工作中的一个点，我们会努力思考如何把这一点事情

做好。但若从学生、从家长的角度来看，每一届学生家长在三年里

通常都要参加 15 次家长会，那么，家长会就不是一个“点”，而

是一条线，在这条“线”上的每一次家长会，由于学生成长阶段的

不同、呈现问题的不同，家长都会有不同的困惑和诉求，所以，严

格来说，家长会不是“会”，而是家长学校的一门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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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以课程的观念来理解家长会，我们首先就要研究清楚家长

的心理特点。

目前我们面对的学生家长大多是 70 后，和我们的父辈不同，

他们对教育有自己的理解，甚至有些家长的教育理念与老师的教

育理念截然不同，这对师道尊严的确是很大的挑战，但我们若冷

静分析，自会理解其内在原由。

现在的学生家长大多数都接受过系统的学校教育，并且对曾

经接受的传统中国式教育和自身成长道路有深刻反思。可以说，

当他把孩子送到校园的那一刻，就是带着自己曾经对学校教育的

理解而进行审视和评判的，如果发现学校教育依然存在昔日让他

反感的现象，或是他认为美好的事物已然无存，自然会有强烈不

满情绪；同时，不可否认，在我们的家长构成中，一些家长是行

业精英，他们在自己的专业方面是行家，即便谈到教育，也是颇

有见解，这些家长对专业性的要求会非常高。然而，学校管理涉

及方方面面，每一方面的专业程度与其他行业相比，都可能有所

欠缺，确实存在一些不尽如人意之处；另外，还有一些家长在孩

子的成长过程中对孩子过于关注，存在育人理念低幼化的现象。

基于这些思考，我们发现，家长会上若只是向家长介绍近期的活动、

学习成绩、学生表现并对下一步工作提出要求，在当前的教育环

境下明显已经很难达到预期效果。因为，缺少教育理念的解读，

学校、家庭没有达成教育共识，就难以形成合力进而促进学生发展。

那么，我们要达成怎样的理念共识呢？

既然这门课程的核心是学生发展，我们当然要达成学生发展

核心素养培育的理念共识。从目前状况来看，家长对学生发展核

心素养所知甚少，而学生是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生活在多重复

杂的社会之中，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的培育需要来自外界环境的引

导与支持；同时学生也处于幼态持续的发展阶段，深受来自家庭、

学校以及同辈群体等影响。因此，提高家长的认识水平对培育学

生发展核心素养具有极大的促进和推动作用，我们要努力使家长

支持这样的观点：学生发展会有阶段性重点，但绝不是阶段性单

一发展；学生的文化基础、社会参与和自主发展三方面是可以协

同发展、相互促进的。我们也必须对学生三年发展有总体的规划，

并在总体规划下明确每一阶段的培养目标，明确每一阶段教育教

学活动的育人方向。

对于处在高一阶段的学生来说，我认为我们要使学生明确“三

意识”、达到“一认识”。

“三意识”即自律意识、公德意识、协作意识，其中对自律意

识的强化侧重对自主发展能力的培养，公德意识的强化侧重对社会

参与能力的培养，协作意识的强化则包含自主发展和社会参与两方

面，同时也会促进文化基础的夯实。当我们以意识培养为导向开展

教育教学工作，家长会更加理解学校常规管理、各项教育教学活动

的意义，可以引导家长不单单关注孩子的成绩，而且还会关注孩子

核心素养的全面提升，从而在各个方面全力支持班级工作。同时，

以意识培养引导日常工作也利于教师自身开展课题研究，有体系、

有深度地积累专业经验，从而促进自身专业化发展。

“一认识”即认识自己。这是哲学家喜欢用来规劝世人的箴

言，它一方面提醒人们要有自知之明，比如，对学生我们可以追问：

你步入高中阶段时起点怎样？对三年后的自己有怎样的期待？为

实现目标，你是否做了规划？截至目前，你对自己的表现是否满

意？现实行为是否与预设方向一致？在为实现目标努力的过程中

遇到了哪些困难？需要什么帮助？……通过这些问题的追问，我

们要引导家长和学生意识到“某校学生”仅仅是个集合概念，事

实上，每个学生的个体是有差异的，比如他们入学时的知识储备，

形成的学习习惯、学习能力等；也要引导家长和学生真正意识到，

学生发展中，学生个人的表现行为会起到决定性作用。另一方面，

认识自己也包含认识到每个人都是一个独一无二的个体。对于我

校学生而言，佼佼者云集的环境会给自己形成很大的心理压力，

要引导他们认识自己独特的禀赋和价值，从而实现自我，真正成

为自己，这样也有利于他们对高考科目的选择，进行生涯规划。

当然，认识自己对于教师而言也是一个重要任务。教育是一

项以情感为根基的事业，不可否认，情感支持对教师理解教育改革、

落实改革举措具有重要推动作用，但教育同样也是一项专业，情

感与理智要时时并存。对于青年教师而言，年龄上的优势使我们

更容易走进学生内心，与学生相处更易形成融洽氛围，平日里我

们也经常会听到一些学生称呼老师为“哥哥”“姐姐”，这充分

体现了学生对我们老师的认可和喜爱。但作为教师，我们要清楚

地认识到，我们可以是像哥哥一样、像姐姐一样的教师，不过中

心词必须是教师，每个学生的哥哥姐姐的角色可以有其他人来“扮

演”，而他的高中老师只有我们，我们不能因为情感的亲近而忽

视了教育的职责。所以，在家长会上与家长交流时，我们要始终

明确自己的职责定位，要理解家长立场，从教师专业的角度阐释

学生心理，与家长共商育人办法。

同时，我觉得对于青年教师而言，还一定要懂得平台的重要

意义，凡事要冷静思考学校的育人理念是什么，年级的指导思想

是什么、阶段目标是什么，这些都是几代教师积累下的思想、经

验财富，我们要学会借力。要将班级的个性化管理融入年级、学

校管理的大局，而不要在思想、方法还不够成熟时就过于个性化，

那样既会影响学校管理，也会影响学生在高中阶段的成长。

每位学生的家长都是在不断学习怎样做父母，大都是第一次

陪伴孩子进入不同学段，因困惑而无助，因无助而焦虑，这就更

加需要教师予以专业化的指导。希望大家能够以家长会作为良好

的契机，架起与家长沟通的桥梁，汇聚育人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