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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80后的青涩追梦，到90后的个性张扬，再到00后的网络原住民，直至初露

锋芒的10后，不同时代的学生以各自独特的姿态“绽放”。

一个孩子的成长，离不开学校和家庭的培养。在第40个教师节到来之际，记

者采访了即将退休的老班主任、刚踏上讲台的新锐教师等，共同回望这四十载春

秋，聆听他们眼中家校共育的温馨故事，以及教育理念的革新。
□现代金报 | 甬派 记者 钟婷婷 万建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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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年轻家长普遍接受过良好的高等教
育，硕士以上的高学历家长也越来越多。这类家
长通常思想开放、视野开阔，对子女的教育更是
非常重视，也有自己的育人理念。对此，多位教
师表达了相同的观点：家校沟通的渠道一定要
顺畅，从而建立良性的家校协作共同体。

“以前的家校关系更多的是基于传统权
威与服从的模式，而现在合作共育成为主
流。”宁波市爱菊艺术学校教师邬佳维认为，
90后、00后家长对孩子的关注点已经从“成
长”跃升到了“成才”。“这种因关注而引发的
监督，实际上对于学校和教师的现代化教育
有着推动性意义，我们不应该以回避的消极
方式来应对。教师需要以更加开放、包容和创
新的姿态来构建新型家校合作模式。”

家校关系中，链接点是学生，所以不管年
龄特点怎么变，知识结构怎么变，万变不离其
宗的是“学生的发展”。在余姚市东风教育集
团东江校区朱珠老师看来，家校关系的着眼
点，也要从当代学生的特点出发来看。“有的
家庭，6个大人围着一个孩子转，学生对于爱
和尊重的需求就会更高。如果孩子觉得自己
在学校受了委屈，转而传达给家长，那么就容
易出现家校矛盾。”朱老师认为，老师需要学
会表达爱，提升与家长沟通的能力，这样才能
更好地建立起家校之间的信任，形成良好的
家校关系。“当代学生学业压力大，家长处于
既希望孩子优秀，又不想孩子太辛苦的矛盾
心理中。这就需要我们有一双慧眼，去发现孩
子的优点。”

郑方缘是宁波市江北外国语学校的年轻
教师，在四年的班级管理中，她深刻领悟到：年
轻的班主任与同样充满活力的家长之间，可以
构建起一座基于平等与尊重的桥梁，相互学
习，以诚相待。老师在和家长沟通时，要谦和而
不迁怒，中正而不偏执，理解而不拆台。既尊重
包容家长，也要守住自己的身份底线，用自己
的专业水平和个人魅力征服家长们。

在鄞州区惠风书院教师王梦茵看来，教
育是一个不完美的人带领一群不完美的人走
向完美的过程。术业有专攻，专业素养是教师
最好的傍身法宝。平时工作中，她会主动出
击，多与家长沟通，用真诚和尽心尽责打动家
长。同时，不强求家长听取教师的建议，不迁
就家长的不合理要求。“只要我们心中有尺
度，手中有方法，沟通有渠道，在互补互助中，
就能成为一名深受信任的教师！”王梦茵说。

“时代在进步，家长和学校、老师的关系
也在同步发展，这是一个必然的过程。”宁波市
第十五中学党委书记吴巧玲认为，教育教学工
作是专业性很强的工作，教师首先要有足够的
自信心，不应因家长的高学历而妄自菲薄，对
于合理的建议，教师应虚心接受并改进；对于
无理的要求或指责，教师应耐心解释并坚持原
则。“教育是学校、家庭和社会三方共同的责
任。只有家校共同努力、齐心协力，才能为孩子
将来的飞翔丰满羽翼。”吴巧玲说。

教师眼中的
40年“学生家长之变”
拥抱变化:既尊重家长意愿 也保持教师自信

罗孟君是慈溪市新浦镇中心小学教
育集团资深教师，今年53岁，从教36年，
也当了36年班主任，先后获得宁波市

“四有”好老师、宁波市百优班主任、慈溪
市名教师等荣誉。

1988年中师毕业走上教师岗位，罗
孟君面对的第一批学生是80后，中国第
一代独生子女。罗孟君在农村小学教书，
很多家长以务农为主，生活并不富裕，文
化水平也不是很高。

“那时家校关系简单，彼此目标一
致，就是把孩子培养成为有文化、有知识
的人。他们觉得知识能够改变命运，信任
学校和老师，放心地把孩子交给老师，在
老师的教导下，孩子肯定会有好出息。”
罗老师说，当时家长择校、择班不多。孩
子及其家长，就像庄稼地里的泥土那么
淳朴、自然。孩子们对学习充满了兴趣，
对生活充满了向往。星期天跟着她挖荠
菜，炒年糕，或者一起去赶海，捡泥螺、拾

黄蛤，家长们也很放心。
当罗老师的女儿读学前班的时候，

小学已经是90后的天下，独生子女比较
普遍，大部分孩子“以自我为中心”，自立
能力相比80后弱了一些，有了“衣来伸
手，饭来张口”的苗头。“物质丰盈了，但
是他们的孤独感却与日俱增，渴望找到
玩伴。”罗老师说。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90后们在网
络里找到了同伴，很多孩子还爱上了动
漫。“家长们也从田间地头解放出来，出
现了大量个体户。90后的父母望子成龙，
望女成凤，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出人头地，
实现他们未实现的梦想。”罗老师回忆
说，家长们对教育的需求也在慢慢提升，
开始择校了。个别家长开始向老师提出
诸多要求，“我的孩子喜欢听好话，老师
你多表扬一下他”“老师，你给他当个小
组长，可能会有大改变”……对教育孩
子，越来越多家长开始有了自己的观点。

当罗孟君的第一批学生成为家长的
时候，罗孟君也迎来了00后学生。00后是
独生子女2.0时代，他们最大的特点是内
心有一个“强大”的自我，遇事容易闹情
绪。00后生在互联网时代，从小接触各种
先进的科技产品，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
成为生活的一部分，学习之余喜欢偷偷玩
手机、刷视频，从中也获得了大量信息。

而这些00后孩子的家长文化层次
普遍比较高，有自己的教育思想，也普遍
宠爱孩子。罗老师告诉记者：“他们经常

跟我说，不希望孩子像自
己读书时那么苦那么累，
希望能提供一个良好的教
育环境。”

近年来，10后孩子的
家长对教育的重视程度前
所未有。罗孟君发现，越来
越多的家长进入了班级、学
校家委会，配合老师开展工
作，家校社共育理念得到了
大力地推广。同时，对孩子

教育的观念碰撞也在
不断增多。这给

年轻教师带来了压力和挑战。
一名刚当了3年班主任的年轻教师

坦言：“我刚当班主任时，经常有家长私信
我，想让我按照他们的想法去教育孩子。
他们会觉得我没有教育和管理孩子的经
验，难以产生高度的信任。”这位老师观察
到,当代的年轻家长们能从网络、书籍中
汲取新的育儿理念，他们倾向于用鼓励与
肯定等正向的方式教育孩子，也更加重视
孩子的心理健康，这无疑是一大进步。然
而，这位教师也敏锐地指出，部分家长在
实践过程中可能忽略了挫折教育，过度的
保护欲无形中削弱了孩子面对挑战的能
力，不利于长远发展。这也导致家校合作
中引发了一些微妙的意见分歧。

慈溪市掌起初级中学教师王柳叶是
位80后，也是两个娃的妈，大宝已经上
高中，小宝尚在读小学。在她看来，现在
的家长具有更广阔的视野。“有和女儿一
起‘奇装异服’参加漫展的85后妈妈，有
每天陪孩子跑步、鼓励孩子成为二级运
动员的爸爸。大家不再以学习成绩作为
衡量孩子的唯一标准，家长对待孩子的
态度更包容。”王老师说。

80后的父母 像庄稼地般淳朴自然

00后的家长 具有更广阔的视野

家长学历普遍提高
这让教师面临更高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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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1988年年，，罗孟君老师带的第一届学生罗孟君老师带的第一届学生。。

罗孟君老师与罗孟君老师与0000后学生的合影后学生的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