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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群”是科技发展的产
物，它使得家长和老师之间的沟
通更方便、快捷。日前，外地一名
家长退出“家长群”的事件迅速引
发热议，一些家长慨叹“终于有人
说了自己想说而不敢说的话”。

在我市，家长、老师对于“家
长群”持什么态度？“家长群”如
何才能正确搭建起老师和家长
之间沟通的桥梁？带着这些问
题，记者近日进行了走访调查。

家长的苦恼：进
退总两难

“我特别理解那位‘退群’的
家长。”市民赵春明（化名）是一
名初一学生的家长，他说，“家长
群”给了家长和老师一个沟通的
平台，但又多了一些“看似留给
学生，实则留给家长”的任务。

前些日子期中考试结束后，
赵春明的“家长群”里收到了一
条老师发出的消息：今晚请督促
学生完成各科试卷分析。

“孩子期中考试一共考了 7
科，当天的作业一点儿也没少，
忙活完这些事就到了半夜。”赵
春明说，试卷分析不应该是老师
的工作吗？如果家长没在家或者
根本没能力，孩子该怎么办？

“更让人烦不胜烦的是，老
师经常在群里布置一些看视频
回答问题的任务。”赵春明举了
两个例子：前几天，老师布置了
一个任务，要求学生在网上参加

一个“安全小卫士”评选活动；每
周，孩子还要观看《青年大学习》
的短视频，并回答问题。

“这两项任务都是必须完成
的，孩子的学习非常繁重，每天
写完作业都将近半夜，而且视力
还不好。这些任务说是留给孩子
的，实际上就是留给家长的，我
工作一天后回到家，还得接着干
活，真累！”赵春明说。

“现在，我每天最怕的就是
收到来自‘家长群’的消息。”市
民周兰兰（化名）说，儿子上三年
级，他一个人上学，全家人都跟
着忙活，就怕老师布置的任务没
有及时完成。

周兰兰说：“有一次，老师在
‘家长群’里发布通知，要求在安
全教育平台上进行《2020 年中
小学生（幼儿）交通安全教育专
题》答题。孩子爸爸做完题后忘
了提交，到了第二天上午，老师
就点名批评我们家长。一看这个
消息，我赶紧放下手头的工作，
把这个任务完成了。”

对此，市民于娜娜（化名）的
怨言更多。“我家的两个孩子都
上小学，一个上六年级，一个上
三年级，学校有什么任务，我家
都是‘双份’。有一次，我下了班
回家，辅导两个孩子写完作业已
经 9点半了。可两个孩子的老师
还在群里要求家长尽快完成一
份答卷。当时，我特别想发火。”
于娜娜说。

即便不少家长有各种烦恼，
可也不敢退群。于娜娜的话代表
了很多家长的心声：“我就怕退

了群，惹恼了老师。而且，真没了
‘家长群’，孩子在学校的情况也
缺少渠道去了解。”

老师的苦恼：不光
管学生，还得管家长

市民赵红（化名）是我市一
所小学的语文老师兼班主任。

“‘家长群’是必须要有的，
学校的通知、每天的作业，都会
在群里发布，这样很方便。”但是
除了方便，“家长群”有时也让赵
红很头疼。

“家长们的需求不同、素质
不同，对‘家长群’的看法也不
同。比如说，有人想多看看孩子
的动态，希望多发点儿孩子的照
片；有人则觉得，群里面的消息
发得多了，很烦人。”赵红无奈地
说，无论自己怎么做，都有家长
不满意。

不光如此，有一次，几位家
长对一件事的看法不一，居然在
群里起了言语冲突。事后，赵红
还要调解家长们的矛盾。“有时，
他们还会把矛头指向我。我也挺
委屈的，明明是一心为了班级，
但总有人不理解。”赵红说，“我
觉得有了‘家长群’以后，我不光
管理学生，还得管理家长，真累
心呀。”

“自从有了‘家长群’，我不
光是班主任，还成了‘信使’‘快
递员’和‘保姆’。”市民张胜（化
名）是我市一所中学的班主任。

学生们都在住校，而且不能带手
机，“家长群”就成了家长们的

“精神寄托”。
“之前，有一位家长在群里

说，有东西送给孩子，让我到校
门口帮孩子取一下。这个头开了
之后，总有家长来效仿，不是让
我去给孩子拿快递，就是让我传
递消息。”张胜说。

“还有一次，我觉得家长们
很长时间没见到孩子了，就拍了
个视频发到‘家长群’里，结果家

长们‘炸锅’了。有人说孩子露脸
时间短，自己没看清，让我重新
去拍一下；有人说孩子状态不
好，紧追着我询问孩子的情况。”
张胜说，“都说家长们难，其实老
师们也不容易。”

专家的建议：厘
清家长和老师的职责

对此，有专家指出，一方面，
老师承担了很多非教学的任务；
另一方面，一些本该老师承担的
教学任务转嫁到了家长身上，导
致了家长和老师的职责上出现
了错位。如今，教育部门、学校等
应该厘清家长、老师的职责，让
老师做老师该做的事，家长做家
长该做的事。

也有一些老师通过制定合
理的规则，充分发挥“家长群”的
正面作用，避免了家长和老师的
很多麻烦。

李彤（化名）在我市一所小
学担任班主任。她的班级里有两
个“家长群”，一个发布通知，一
个用于家长们交流。“发布通知
的那个群，只有我在里面发消
息，不允许家长们发言。”李彤
说，“家长们如果需要发言，可以
在‘交流群’里说话。”

“我要求家长们不可以屏蔽
通知群，但是可以屏蔽交流群。
这样就不会过多影响家长们的
生活。”李彤说，对此，家长们认
为很好。

“方便”的背后也有“麻烦”

家长老师陷群中 进退两难好挣扎
本报记者 于艳玲 何晓玲

一位老师在“家长群”布置任务。

日前，在省公安厅交通管理
局、中国石油河北销售公司联合
主办的文明交通驾驶人自律挑
战赛上，我市市民李东坡因连续
30 天“零违法”，被随机抽中为

“一吨油”大奖获得者。据悉，主
办方将奖励李东坡价值 8000元
的加油卡。

李东坡驾车 3年来，驾驶证
从未被扣过分。他说，这没啥诀
窍，就是讲究“小心”二字。

注意安全
是他的“职业病”

49岁的李东坡在市区一家
石化工程公司从事设备维修保
养工作，天天与易燃易爆物品近
距离接触。

工作中，李东坡要穿戴好安
全防护装备，严格按照规程操
作，还要严守在公司禁烟、禁酒
等相关规定。一旦违反禁令，就
可能引发火灾爆炸事故，威胁自
身和他人的生命安全。

特殊的工作让李东坡养成了
很高的安全意识。“不折不扣地遵
章守纪是我多年的习惯，注意安全
已经成了我的‘职业’。”李东坡说。

为了安全驾驶
把自己的酒都送了人

“前些年，我亲眼目睹过一
场交通事故。后来听说，事故的

原因是司机酒驾。”李东坡说，司
机一瞬间的大意就可能酿成大
祸。拿到驾驶证的那天，他便与
自己约定：做一名文明守法好司
机，对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负责。

家人经常和他念叨“开车不
喝酒，喝酒不开车”，时间长了，
他就想：干脆把酒戒了吧。这样

不仅对身体好，开车时也多了一
道安全保障。

随后，他把家里的酒都送了
人。了解到他的想法后，亲友们
都很支持他，聚餐时也不再劝他
喝酒。

从此，酒瘾本就不太大的李
东坡再也没喝过酒。

分析事故案例
学习安全驾驶知识

这些年，李东坡总会留意新
闻中的交通事故案例，分析原
因，引以为戒。他还主动了解交
通安全法律法规，纠正不良驾驶
习惯，扫除可能导致其交通违法
的知识盲点。

打开李东坡的手机，会发现
很多文章、视频，内容主要是“会
车技巧详解”“高速路常见突发
情况的应对方法”“驾驶误区知
多少”……李东坡说，自己在闲
暇时间，就会看这些文章、视频，
对照着提高自己的驾驶技术。

上车先系安全带；开车时不
接打电话，主动礼让行人；在路
上注意交通标志标线、信号灯；
停车时规范入位……李东坡说，

有一次遇上堵车，有的司机图省
事，便驶入逆行车道。一旁的司
机也提醒他跟着一起走，可以快
速驶离拥堵点。但是，他不为所
动，坚持等在路上，直到交通拥
堵被疏导开。

“当自律成为一种习惯，做
到‘零违法’一点儿也不难。”李
东坡表示，以后他会更加严格要
求自己，并将文明交通理念传递
给更多人。

4年里
我市有3人获奖

日前，李东坡在网上报名参
加了 2020 年“零违法，‘油’奖
励”文明交通驾驶人自律挑战
赛，在第二赛季（9月9日至10月
8 日）内注意安全文明驾驶，保
持了“30天零违法”。

今年，全省共有 102.4万人
次报名参加该挑战赛，其中 87
万人次保持了“30 天零违法”。
主办方从中随机抽取了 10 名

“一吨油”大奖获得者。据悉，该
项挑战赛举办 4年来，我市有 3
人获得大奖。

在全省文明交通驾驶人自律挑战赛上，“零违法”的市民李东坡——

获得“一吨油”大奖 他究竟有啥秘诀
本报记者 代苗苗 本报通讯员 孔大龙 苑得明

李东坡李东坡（（本人供图本人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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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州市孔雀城奥林双优文化补习学校因扩大办学招聘中小学各科老师各两名
（语数外物化），师范类院校应往届毕业生优先，热爱教育，责任心强者优先。专兼职
均可，专职的可提供住宿。另招聘师范心理系毕业生2名，要求有专业基础并能胜任
两门文化课教学。联系电话：张老师15031738416（微信同号） 吴老师18832747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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