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 要】家校关系或者说家长因素，是班级生态创造过程中的重要力量。教师立足学生的成长需求，

科学处理个体与集体的关系，帮助家长正确定位自己在班级生态创造中的价值和角色，与家长在促进学生成

长方面达成更多的共识，能最大限度地确保家校关系成为创造良好班级生态的积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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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地方的自然生态状况如何，不仅受到

其内部各种生物间关系的影响，还会受到相关

联的各种外部因素的影响，因为任何一处自然

生态都不会处在完全封闭的环境里。班级生

态亦是如此。一谈到班级生活，人们首先想到

的总是学生和教师，然后是课程和教室环境，

因此讨论班级生态创造时，容易忽视一些因

素，比如班级制度、儿童阅读、家校关系等。班

级制度、儿童阅读是被认为处于班级内部的因

素，一些教师在班级建设时会关注到它们。而

家校关系，教师很少将其与班级生态创造联系

起来。在家校关系显得微妙而复杂的当下，教

师可能对家校关系本身的敏感远远超过了把

家校关系置于班级生态创造的语境和行动下

进行定位和考量。这无疑会导致家校关系建

设在认知上的窄化。如果教师能够认识到，家

长因素是创造班级良好生态的重要力量，那

么，家校关系建设就会对班级生态创造起到更

加积极的作用。

笔者见过因家校关系和谐而促使班级生态

更加积极和谐的案例，也见过因家校关系疏离

而导致班级师生、生生之间缺乏默契和信任的

例子，还见过同一个班级因不同班主任对家校

关系建设态度和方法不同而导致班级生态状况

大不相同的情况。那么，如何让家校关系成为

良好班级生态建设的积极因素，从而在学生身

上产生积极影响呢？

家校关系，就一个具体班级而言，首先当然

是指教师与家长之间以儿童成长为纽带建立起

来的关系。这种关系分为几个不同的层面：一

是教师基于班级建设和管理理念的落实，与家

长在集体规约层面达成共识，从而建立起来的

一般关系；二是教师针对具体学生的成长状况

和需求，与具体的学生家长建立起来的常态沟

家校关系视角下的班级生态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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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合作关系；三是当具体学生在班级生活中出

现需要及时关注的特殊状况时，为了更好地陪

伴、帮助学生解决当下的具体问题，教师与家长

之间建立的临时关系。虽然这三种关系处在不

同的层面上，但最终都会对班级整体生态产生

重要的影响。本文将结合一些具体而普遍的案

例，讨论教师如何引导家长成为班级生态创造

的积极力量。

一、处理好个体现象与班级生态创造的关系

1.班级生活中，个体的，也必然是集体的。

在具体的班级里，个体的，往往也是集体

的，如同在自然生态环境中，没有一种生物是可

以跳出相互间的关系而“独自发光”的。

一个三年级的班级，开学不久的一个课间，

新班主任接到一位家长的电话，说孩子与班上

一位同学在课间发生了冲突，孩子被欺负了，很

委屈，希望老师调查清楚是怎么回事。新班主

任对班上学生以及家长都还不够了解，只是感

到奇怪：小学生在课间发生矛盾是常有的事，如

果冲突比较严重，通常会有学生来向老师报告，

或者受委屈的一方来向老师“告状”，而现在竟

是家长第一时间打来了电话。班主任及时向两

个当事人和其他学生了解情况，同时调查了以

往班级内发生这类事情时，家长和教师都是怎

么处理的。原来，每当学生之间发生了矛盾，以

前的班主任几乎都会让家长参与解决，只是因

为怕自己的处理方式和结果得不到家长的理解

和认可。而原班主任之所以会采取这样的态度

和策略，源自班上一位比较特殊的学生。这位

学生有一次被同学冤枉了，班主任没有及时处

理，家长便找到学校，要求班上其他学生家长向

自己的孩子赔礼道歉。经过班主任的协调，其

他家长答应了这位家长的要求。从此以后，只

要学生之间发生矛盾，哪怕是很小的矛盾，这个

班主任都会在第一时间告诉家长，班主任的处

理方式也是以家长认可为标准。这就导致了班

级生态出现一个突出特点：班级学生的同伴关

系，都是以家长的态度为基础的，学生自己没有

判断和选择的意识和机会，班主任成了配角。

这种消极的、不平衡的家校关系，对班级

生态的方方面面影响都是不利的，对学生的成

长更是不利的，因为几乎每个家长都会有自己

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加到自己的孩子身上，

学生之间就很难做到相互理解、和谐相处。经

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和研究，新班主任在与几位

学生家长聊过之后，开了一次班级亲子会，从

有利于孩子成长的角度，与家长探讨怎样做到

适度地介入孩子的学校和班级生活，让孩子

自己在真实的同伴关系探索和构建中，学会

处理矛盾，解决问题，赢得伙伴。慢慢地，该班

家长越来越信任这位新班主任，也越来越信任

自己的孩子能够在新班主任的引导下学会正确

处理同伴关系。

另一个故事发生在一个五年级班。学校为

班级配备了五台电脑，供学生平时上网学习、查

阅资料用。第二天，班主任来到教室，发现每一

台电脑上都罩上了典雅的绣花罩布。一问才知

道，原来这些罩布是班上一位学生带来的。这

位学生告诉大家，昨天他回家跟妈妈说教室里

配了电脑，他妈妈就拿出自己手工制作的罩布，

让他带到教室给电脑罩上，以防灰尘。听后，班

主任第一时间向这位家长表示感谢，并拍了照

片发在班级群里，公开表扬这位学生的家长。

结果自不必说，这个班级的家校关系非常和谐，

学生之间彼此信任，相互理解，友好相处。在这

样的班级生态环境中，真、善、美成为学生自自

然然的行动追求和班级生活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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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案例中，无论是前者中的新班主任还

是后者中的班主任，都懂得这样一个道理：在班

级生活中，不仅是学生本身，还有学生身后的家

长；个体的，必然同时是集体的。处理个体的问

题，要同时关注其对整个班级生态创造的影响

和价值，这样才有利于良好班级生态的创造。

学生成长问题，不可能只靠教师的努力就能解

决，即使加上具体学生的家长同心协力，也还不

够，因为学生也是处在多元关系之中的。

2.儿童成长上，集体的，又必须是个体的。

班级生态只有在个体学生能够体验得到

的情况下，才能对具体学生的成长产生深刻影

响。从这个角度来说，面向班集体并不是最终

的落脚点，而是达成共识、营造氛围、回归个

体，促进学生个体的发展和成长。班级里每一

个学生，因为家校关系的建构而不断感受到来

自学校、家庭、同伴等多方面的陪伴和帮助，然

后他们才会自然而然地为班级生态创造提供积

极能量。

一个新班主任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发现

班级多数学生学科学习基础薄弱，而这些学生

的家长大多工作较忙，很少关心孩子的学习情

况。为了帮助这些学生提高学习兴趣，增强自

信心，班主任决定每天放学后利用半小时时间，

给予这些学生针对性的辅导。考虑到家长们对

这件事会有不同看法，班主任在班级群中先说

出了自己的想法，并请有不同意见的家长及时

与自己沟通。后来，这位班主任的想法得到了

家长、学生的积极支持。这个案例中，从表面上

看，班主任是在乎家长的想法和感受，实际上考

虑的是具体学生的体验，因为家长的想法、行动

最终会转化为学生的体验。

常常会有教师在家长会上向家长提出各种

面向家校关系建设的统一要求，提醒每一位家

长要为了班集体的发展和孩子的进步，严格按

班级统一要求行动。一旦学生之间的差异性、

家长状况的差异性等被忽视，这种统一要求就

有可能给具体学生和家长带来困惑，教师愿景

中的和谐家校关系和积极班级生态创造就会遭

遇考验。真正为了学生个体的成长，在共性要

求和目标的基础上，教师一定要兼顾个性需求，

让个体学生及家长都拥有安全感、信任感和信

心，这样家长才会积极呼应班级生态建设的共

同愿景。

面向全体时，教师要考虑家长和学生个体

的感受、体验；解决个体学生和家长问题时，教

师要考虑对班级整体的影响，这是创造良好班

级生态的必然要求。

二、厘清家长在班级生态创造中的价值和

角色定位

判断和评价班级生态优劣的标准，是学生

在班级生态系统中的成长体验和收获。教师在

家校关系建构过程中要认识到，无论家长以什

么样的姿态在多大程度上参与班级生态的创

造，最终都要以班级学生的成长和发展为中心。

一般情况下，每个班级都会成立家长委员

会，家长委员会是家校合作共育的纽带、平台和

重要资源。一个健康积极的家委会，总是会从

班级学生的共同成长需要出发，参与到班级事

务中，提供支持和帮助。班主任在组建家委会

时，要立足积极班级生态创造的愿景目标，与家

长达成共识，明确家委会组建的形式、人员和职

责，从而明确家长在班级生态创造中的价值和

角色定位。

现实中，很多家长都积极主动地参与班级

活动，都希望自己能为班级发展提供帮助。例

如，外出游学时需要家长志愿者，如果直接让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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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报名，可能会出现两种状况：一种是报名的家

长人数远远超过需要的人数，一种是报名的家

长人数低于需要人数。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状

况呢？根本原因在于家长并不清楚自己在这件

事情上到底承担着怎样的角色和职责——有的

家长积极报名，可能是希望借机陪伴自己的孩

子；有的家长不愿担任志愿者，可能是想到反正

会有老师和其他家长照顾自己的孩子。前者也

好，后者也好，他们的想法并不关乎对错，而是

没有想清楚自己的选择对孩子的成长会带来怎

样的影响。所以，即使是通过家委会来选定家

长志愿者，教师也要和家长讨论为什么需要志

愿者和志愿者的职责到底是什么。我接触过一

位班主任，他特别擅长与家长达成一点共识：志

愿家长在活动中不会被分到自己孩子所在的小

组。有了这一共识后，家委会成员之间很少出

现矛盾，而且家长的每一次参与都给班级生态

创造加分。

上面这位班主任对家长在班级集体活动

中的角色定位是科学的，即在班级集体活动

中，家长一定是协助者、服务者和共同责任担

当者。家委会在班级集体活动中，无论是参与

组织活动还是提供支持帮助，都要有这样的认

识和定位。

在日常班级生活中，家长更多时候是以个

体的身份参与的。例如，有的家长几乎每一天

都会联系班主任，原因只是因为他们的孩子忘

记带什么学习用品了，需要班主任提醒一下孩

子去门卫室拿一下。又或者，孩子在家不能安

心完成作业，家长打电话来向班主任求助或告

状。这些家长看似对孩子的学习及成长很关

心，对教师很信任，但这种关心和信任，并不利

于积极的班级生态创造，因为这种关心和信任，

恰好表明家长忽视了自己的职责，过于依赖学

校和教师。学生的成长，学校、班级的影响虽然

很重要，家庭、家长的影响更加直接深刻，班级

生态不是一个孤立的生态系统，家长总是以显

性或隐性的方式，通过影响自己孩子的一举一

动，参与或影响着班级生态的创造。家长有家

长的角色，承担着相应的职责和义务，教师要以

自己的专业认知，并运用适当的方式，让家长正

确认识自己的角色定位，一起携手建设对学生

成长具有积极价值的班级生态。正是意识到这

一点，有一位班主任坚持开展班级“家长有约”

活动，即每学年确定一个时间段，约每一个学生

的爸爸妈妈来“畅聊”——一次一个家庭，以深

入了解家长对孩子成长和班级生活的态度、困

惑和建议，最大程度上达成认识和行动上的一

致，确保家校关系成为良好班级生态创造的积

极力量。

有关家校合作背景下的班级生态创造，不

同的班级可能会面临不同的状况，但只要教师

能够让家长意识到，所有共同做出的努力，都是

为了帮助学生更好地成长，那么家长就会成为

家校关系建设中积极主动的力量，他们将以身

作则，甚至以榜样的姿态为班级带去更多的阳

光雨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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