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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八成小学

已成立家委会

我省全面推动

中小学家委会制度

2009年底，为充分发挥家长在学
校教育中的作用，积极动员全社会的
力量参与和支持教育工作，努力构建
和完善学校、家庭、社会有机结合的
教育体系，全面推进素质教育，促进
中小学生全面健康和谐发展，省教育
厅制定了《山东省普通中小学家长委
员会设置与管理办法(试行)》。

2010年3月，省教育厅委托有关
机构就中小学家长委员会设置和管
理工作组织调研，发现工作中存在
一些问题。为此，省教育厅专门印发

《关于扎实开展中小学家长委员会
建设与管理工作的通知》，明确提出
中小学家长委员会是家长和学校交
流的桥梁和平台，对于家长充分参
与学校民主管理，体现家长对学校
工作的知情权、评议权、参与权和监
督权，有重要意义。

通知要求明确家长委员会的定
位和宗旨，制定切合实际的工作章
程，完善家长代表、家长委员会委员
和领导的产生和管理工作制度，结
合学校实际进一步细化家长委员会
的职责、权利和义务。

本报记者 张榕博 王光营

济南市教育局有关负责人表
示，从2009年山东各中小学以家长
委员会建设为抓手，鼓励家长参与
学校民主管理开始以来，济南市小
学、初中、高中基本都建立了家委
会。2011年，济南市教育局专门出台
意见，推进中小学家长委员会建设
和管理。目前，省城36所高中和169

所初中全部设立了家长委员会，631

所小学中有512所设立了家长委员
会，比例超过八成。

“有些中学的家委会经常组织学
生去科研部门锻炼学习，还有热心家
长利用社会资源，给学生请来大学教
授进行专题讲座。”济南市教育局有
关负责人说，最直接的例子就是济南
的小学普遍建立了“四点半托管班”，
帮助一些双职工家庭解决孩子放学
没人管的问题，托管班的老师是教师
和热心家长。

本报记者 张榕博 王光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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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链接

新闻回顾

家长进学校，补位学校教育
3日起，肥城市孙伯中学

的家长管理团正式“上岗”，每
天都有约10位家长到校，参与
学校工作的管理和监督，听
课、陪餐、陪寝等都可以。“没
发现大问题，俺们去了食堂、
宿舍。”家长李秀玲是孙伯中
学家长委员会的一员，也是4
日家长管理团的小组长。

肥城市孙伯中学校长翟

立成说，家长来了对学校也是
一种监督，随时可以进入餐厅
检查卫生状况，和班主任交流
一下自己孩子的学习情况。

作为济宁城区较早成立
家委会的学校，东门小学的家
委会已经成立了四年时间。东
门小学二年级五班的班主任
程兰告诉记者，在家长和老师
的沟通中，家委会起到了桥梁

作用，“有些教育、教学方面的
问题，家委会可以集中起来与
老师沟通、交流，我们也能有
针对性地进行调整。”

新学期开始，青岛的校内
托管试点扩大，这一工作并不
是学校组织策划，主要是由家
委会成员负责。从人数摸底到
方案敲定再到学生看护，大量
工作都是家委会负责。

学校让干啥就干啥，家委会挺累
“家委会就能干点护送之

类的活，这些还用得着家长
吗？”省城某小学学生家长胡
先生表示，现在很多学校基本
不组织活动，都把任务推给了
家长。“学校明明是害怕出现
安全事故，推卸责任，活动组
织、费用收取、租车等都交给
家长。”

省城一知名小学的工作

人员透露，他们学校每年的运
动会上，家委会几乎是一个

“比阔会”，“班主任几乎不需
要操什么心，这个家长把班级
的运动服全包了，那个家长直
接拉来一车矿泉水，还有什么
横幅、拉拉队，费用都是家长
埋单。”

孩子上三年级的李女士
表示，虽然很多学校都建立了

家委会，但家长和学校之间的
关系不平等，家长参与学校管
理的层次很低、随机性很大。

“考虑到自己的孩子，家长不
可能真正监督学校，只能接受
学校的指挥，其实一直在尽义
务，权利被悬空了。”李女士
说，在某种程度上家委会成了
家长和学校的联谊会，家长慢
慢都没有参与的热情了。

学校教学压力大，家委会受限很多
济宁任城区教体局教育

科一位负责人称，虽然各学
校家委会或多或少都曾组织
开展各类活动，但总体发展
不理想。

该负责人直言，最大的难
处就是学校的教学压力不允
许家委会广泛、多样化地开展
活动。相比小学，初、高中的升

学压力使家委会形同虚设，即
便学校和家委会力图为学生
拓展校外课堂，也难以获得大
多数家长的认同。

除此之外，家长工作忙，
安全问题，学生要参加各种辅
导班、兴趣班，都使得家委会
发起活动难上加难。在一些重
大决策上，家委会成员因自身

利益，也容易发生冲突。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

员储朝晖表示，家委会制度实
施多年，但学校和家长之间的
关系依然是不平等的，在教育
主管部门、学校、家长之间，家
委会始终处于从属地位。家委
会缺少自主意识，只是一个参
与和配合者。

2010年起，省教育
厅全面推动中小学家
长委员会建设，时至今
日，我省各市兴起了家
委会筹建“热”，济南
85%的中小学都已建立
了家委会，青岛部分中
小学还在家委会的帮
助下开展了校内托管。

记者调查了许多
学校的家委会，发现目
前很多家委会只是处
于从属地位，唯学校和
老师的命令是从，出人
出钱出力，而真正平等
地参与到学校管理、监
督学校工作的却少之
又少。

舜耕小学家委会

明确组织职责
“参与学校日常管理，我感觉家

委会这个平台效果是非常好的。”4

日，济南市舜耕小学学生家长石永
浩告诉记者，现在家委会每天的工
作可多了。

作为家委会成立较早的城区小
学，2009年刚成立，石永浩就加入了
家委会。

石永浩表示，家委会的常规工
作就是护送孩子上下学。除此之外，
考虑到安全责任问题，现在学校的
大型活动都是由家委会负责协调，
开展户外活动、植树节等，突破了安
全瓶颈。

“家委会每天上午和下午都有
人值班一个小时，家长可以来沟
通。”石永浩表示，家委会有十几个
常务理事，利用空余时间到学校值
班。家长有建议可通过家委会反馈，
有的事情家委会就能解决。

舜耕小学家委会还称为“舜友联
合会”，有明确的宗旨、徽标及理念、
组织和职责、权利和义务、会议与聘
任制度、联络方式及总结表彰等内
容，并非一个松散的家长组织。

本报记者 张榕博 王光营

本报记者 张榕博 王光
营 汪泷 白雪 李珍梅

4日中午，在肥城市孙伯中学，两位家长代表正在查看学生的伙食情况。 本报记者 白雪 摄

4日，肥城孙伯中学的学
生家长在检查住宿情况。

本报记者 白雪 摄

延伸调查

本报3月5日讯（记者 张
跃峰 张榕博 王光营 白
雪） 随着家委会制度的推进，
我省越来越多的中小学请家长
深度介入学校管理，完善学校、
家长、社会结合的教育体系。

3日上午，聊城一中学生
家长高霞和张闽英作为值班
人员，受家委会委托在学校的
办公室里值班，通过家长热
线、QQ群受理家长的问题，然
后反映给学校有关部门，再进
行后续跟踪督促解决。

说起家长轮流在学校“坐

班”，聊城一中心理健康教育
与咨询中心主任赵玉芝说，这
项制度是从家委会开始独立
运行后实行的，主要是为了方
便家长与学校有个沟通平台。

高霞告诉记者，这只是家
委会工作中的一项。日常值班
时，他们也会经常推门听课、
参与学校的各项推优评选等
工作。说到这里，高霞还找出
了一份情况反馈表，说2013年
10月份由于有学生反映学校
食堂饭菜不可口，为此家委会
特意在没打招呼的情况下，去

食堂进行了实地调查。
张闽英则参加了上学期

省级优秀学生的推选投票，据
其介绍，眼下学校有什么大事
都会通知家委会参与。

作为聊城较早推动家委
会工作的学校，聊城一中2008

年4月开始组建家委会。家委
会由学校主导的格局运行了
一年多，当时家委会成员都是
学校定的。到2010年换届改选
时，一位热心家长竞选成功之
后召集其他热心家长自行“组
阁”，开始了独立运作，还有了

专门的办公室。
目前，聊城一中不仅有

校级家委会，还有级部家委
会乃至班级家委会，形成了
一个独立的体系。

除聊城外，我省越来越多
的中小学开始请家长深度介
入学校管理。如青岛扩大校内
托管范围；威海一学校推行教
师绩效工资和家长评价挂钩；
肥城孙伯中学成立家长管理
团；济南舜耕小学家委会不再
是一个松散的组织，明确了组
织职责和权利义务。

家家长长学学校校““坐坐班班””，，还还能能推推门门听听课课
我省越来越多的中小学请家委会深度介入学校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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