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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是否受表扬，还要看家长如何表现

家家委委会会变变味味成成了了““拼拼爹爹会会””
有了QQ微信群后，家访变没了

“不光忙自己的活，还得给孩
子班级组织活动。”元旦临近，不少
学校都组织了庆祝活动，省城某小
学家委会负责人洪怡告诉记者。周
末除了加班，她和家委会的几位
家长把很大精力都放在了元旦
活动上。在一家酒店找了专业场
地，并让孩子们带妆进行了彩
排。班主任虽然也参与，但只是
提了提意见。

“活动不组织也就罢了，现
在老师家访都没了。”省城市民

胡女士表示，她上学的时候，老
师经常家访，“当时又害怕又激
动，现在当家长了，孩子的老师
一次都没来过家里。”

胡女士说，孩子所在的班级
以前有班级博客，后来建了QQ
群，班主任和各科老师经常在群
里发通知，布置作业，和家长沟
通交流。“虽然很便捷，但见不到
老师面，总觉得少点什么。”

“平时的家访确实不多，但
孩子入学前我们都要进行家访

摸底。”省城某重点小学一班主
任表示，她每天7点半前要到班
里，下午批改作业、打扫卫生，5点
半之后才能回家，根本没有时间
进行家访。

随着手机、网络的发达，很
多事情都改为通过QQ群、微信群
等进行交流。另外，各个班级都
建立了家委会，很多沟通工作也
改由家委会承担了，“看起来家
访少了，但通过家委会和家长的
沟通更多了。”

学校搞活动，组织却是家委会

记者了解到，作为代替班主
任家访的一个桥梁，不少学校都
建立了家委会。

从2009年开始，省城舜耕小
学、山师附小等学校就成立了家
委会，让家长参与学校的日常管
理。学生家长石永浩是较早的参
与者之一。他告诉记者，除了维
持校园周边秩序，春游、植树等
很多活动也都由家委会来组织。
家委会有十多个常务理事，利用
空余时间轮流到学校值班，帮助

家长和学校进行沟通。
但对于家委会的工作，有的

家长并不认同。学生家长李松认
为，虽然很多学校都建立了家委
会，但家长参与学校管理的层次
很低、随机性很大。家委会很多
时候都忙着组织活动了，而这本
应是学校的职责。

“我同桌受表扬了，都怪你
不积极参加活动。”李松说，圣诞
节前，女儿班里有活动，由于他
出差没有参与，而孩子同桌的父

亲订了场地、联系道具等，第二
天班主任就表扬了女儿的同桌。

省城某小学负责人坦言，目
前确实有不少学校的家委会成
员是由各班班主任自行选定，难
免要考虑家庭背景等因素。

据悉，有时候学校说要办个
活动，活动场地、服装道具、横
幅、饮料等等家长都包了。“家委
会参加活动积极是好事，但很容
易成了‘拼爹会’，给孩子带来不
良的影响。”

家委会不应成为学校附属品
从2009年开始，我省就要求

各中小学成立家委会，让家长对
学校的工作有知情权、评议权、参
与权和监督权。

目前，省城36所高中和169所初
中全部设立了家委会，631所小学
中有512所设立了家长委员会。

“虽然有了家委会，但大多还

都比较松散，很多成了学校活动的
执行机构。”有学校负责人表示。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储朝晖表示，虽然家委会制度实
施多年，但学校和家长间依然是
不平等的。在教育主管部门、学
校、家长之间，家委会处于从属地
位，被看做一个无足轻重的组织。

“家委会搞成了联谊会，必然
成为学校的附属品。”21世纪教育
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认为，目前
法律赋予家长的权利有限，家长
很难参与学校的管理。为此，教育
部门应该从制度层面保障家委会
的权利和责任，确保家委会的知
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

对洪怡（化名）来说，这个元旦前的周末并不轻松。除
了在单位加班，她还在一家酒店订了舞台，排练儿子班上
的元旦晚会。洪怡之所以这么忙碌，因为她是孩子班上家
委会负责人。

记者调查获悉，学校活动中，不少都由家委会进行组
织。而有的家委会则变了味，成了孩子的“拼爹会”。

本报记者 王光营 实习生 王剑秋

专家说法

不少校外活动都是家委会组织，由家长带领孩子参加。（资料
片） 本报记者 王光营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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