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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场所有限 家长报名的少
家长委员会要完善起来还有很长的路
本报记者 侯艳艳 王颜 曹剑

1 月 5 日，泰安市各中
小学校长 300 多名代表，参
加了泰安市教育局召开的泰
安市中小学家长委员会建设
管理现场经验交流会，实地
参观了泰安六中、泰安市实
验学校、泰安一中等中小学
的家委会建设工作。近日，记
者对家长委员会的现状以及
学校、家长对此项制度的看
法进行了调查。

记者在泰安市中小学家长委
员会建设管理现场经验交流会上
获悉，泰安六中是家委会建设的典
型之一。该校负责人介绍，泰安六
中 2010 年 4 月成立了学校家委会，
家委会工作大致分五部分: 健全组
织机构和规章制度，成立家长助教
部，促进学生家庭教育，开展社会
实践，参与学校的校本课程开发。
其中，健全组织机构和规章制度可
谓是整个工作的基础。

学校家委会由学生家长自荐、
家长推荐和学校选拔相结合的方
式产生。每个班级推选 5 名家长产
生班级家委会，班级家委会推选一

名代表成立级部家委会，级部家委
会再通过推荐和学校选拔结合的
方 式 ，确 定 学 校 家 委 会 成 员 的 名
单。

泰安六中家委会主任刘华介
绍，目前泰安六中家委会成立了家
长助教部、护校队、家长部等。家长
助教部充分挖掘家长的教学资源，
使家长参与到教学中；护校队是六
中新校家委会成员自发成立的，不
仅主动联系交警安装交通信号灯，
还在维护学生安全秩序上发挥了
重要作用；家长部则负责学生家长
的培训工作。“经过半年多的运作，
家委会在学校发展中的作用日益

凸显。”泰安六中校长刘建国说。
泰安市第一实验学校 2009 年

成立了第一届家委会。学校副校长
刘国庆介绍，2009 年学校成立的首
届家委会，没有扭转学校为主体的
工作状态，家委会工作被动而没有
实效。经过探索，2010 年学校采取
了自下而上、自建式的家委会选举
方式，让参与家委会工作的家长自
填申请表，经过班级家长推选产生
班级家委会和级部家委会，再由部
分级部家委会成员组成学校的家
长理事会。刘校长表示，现在家委
会的效果还不错。

与 已经成功 运作家长委 员会

许 多 年 的 学 校 相 比 ，记 者 在 采 访
中 了 解 到 ，泰 安 还 有 大 部 分 学 校
没有成立家长委员会或者刚成立
不 久 。七 里 小 学 没 有 成 立 校 级 的
家 长 委 员 会 ，班 级 也 只 是 刚 成 立
家 长 委 员 会 不 久 。学 校 吴 校 长 介
绍说，他们想先以班级为试点，然
后 再 逐 步 成 立 级 部 、校 级 的 家 长
委 员 会 。谈 起 以 前 为 何 没 有 成 立
家 长 委 员 会 ，吴 校 长 解 释 道 ：“ 成
立 家 长 委 员 会 ，学 校 也 做 过 一 些
调 查 和 研 究 ，如 果 在 条 件 不 成 熟
的 情 况 下 成 立 家 长 委 员 会 ，将 不
利 于 以 后 的 管 理 ，形 同 虚 设 的 家
长委员会还不如不设。”

家长委员会

情况大不同

尽管部分学校家委会建设工
作在泰安市列在前列，但这些学校
也坦言，家委会组建过程并非一帆
风顺。要健全完善家委会，学校仍
需走很长的路。

泰安一中相关负责人介绍，高
中学生家长与初中、小学家长在年
龄上存在差异，年龄在 35 岁至 45
岁左右，这些人在单位中往往担任
比较重要的角色，家庭事务也比较
繁忙，这些原因使得很多有能力的

家长无法加入家委会。
办公场所紧张也是不少中小

学在家委会建设过程中遇到的一
个难题。“学校的办公场所本来就
很紧张，建设家委会后，要清出一
间专门的办公室作为家委会办公
室 ，势 必 会 使 学 校 办 公 资 源 更 紧
张。”一所中学的相关负责人介绍。

“自愿报名参加的家长不多，
学校不得不以班主任推荐的方式
让家长加入到家长委员会中来。”

说起家长委员会制度的推行，一位
不愿透露姓名的教师抱怨道。

除了家长委员不好推举之外，
学校召开一些商讨会时，有时也很难
把家长代表凑齐，有时也遇到一些不
愿意参加会议或者自行退出的代表。

在采访中，南关中学一名教师
告诉记者，现在学校家长委员会的
成员已经接近 200 人。家长委员会
成员的主要作用是协助学校举行一
些活动，以及参与学校教学管理，为

学校的发展出谋划策。“家长委员会
成员都是通过班主任推荐产生的，
有的并不是自愿报名参加。”这名老
师说，由于家长自愿报名的并不多，
学校才采取这种方式。当记者问到
学校是否为家长委员会设立固定的
办公场所时，这位老师坦诚说，由于
教育场地有限，并没有为家长委员
会设置固定的办公场所，只是在开
会时将所有的成员召集在一间活动
室商讨问题。

缺少办公室

报名的不多

学校该如何完善家长委员会制
度，泰安市教育组政协委员葛星发
表了自己的看法。

葛星认为，家长委员会制度如
果全面推行起来，无论是对学校发
展还是对孩子教育都将有很大的
促进作用。当学校和家长出现矛盾
的时候，站在对立面上的双方很难
从对方的角度出发解决问题，家长
委员会的出现正好弥补了这个不
足。

采访中葛星表示，要想发挥好
这个桥梁作用，首先代表的选取要
公正公平。家长代表必须是由家长
选举出来的，必须要代表不同的阶
层和不同的文化层次，要有好学生
的家长代表，也要有成绩不好的学
生的家长代表。要让每一方的人都

有说话的权利，这样才能够真真正
正成为家长代表。

除此之外，葛星还强调，教育部
门或者是学校要在现有部门的基础
上，安排专人定时收集家长代表们
的意见和建议，并作出反馈。对学校
发展有益的，尽力解决，不适合学校
要求的，要作出相关解释。家长代表
们所提的意见和建议要宏观，不要
只是针对自己的孩子，要从学校全
面发展的角度出发，这样才会为学
校提供合情合理的建议，而非不符
合实际条件的要求。学校也要做好
宣传，不仅要公开代表的联系方式，
还要让家长们都了解自己的代表是
谁，什么时候收集意见或者建议。这
样，才能将这个第三方作用落到实
处。

家长代表应来自不同阶层

记者采访中发现，很多家长对
家长委员会并不熟悉，或者表现出
漠不关心，甚至有些家长表示从没
有听说过家委会的名字。

在泰山学院附属中学门口等孩
子的几位家长告诉记者，他们的孩
子都是刚刚上初一，他们对家委会
并不熟悉。一位听到家长委员会后
一脸茫然的男士表示，他之前确实
没有听说过，平时主要是妻子负责

接送孩子。
泰师附小学生家长黄女士表

示，她有什么问题会直接向学校反
映，感觉面对面地交谈比较好。“现
在各个班级都有自己的博客，小问
题家长可以很方便地通过网上留
言发表看法。而对于‘择校费’等一
些问题，向家长委员会反映也无济
于事。”黄女士说。

虽然许多家长对家长委员会

不太了解，但他们还是赞同这项制
度。泰山学院附中一位学生的家长
告诉记者，他的孩子有一位历史老
师，平时上课时用方言讲课，让学
生听课很不舒服。“这个老师教学
很好，也很亲切，除了用方言讲课
外没有什么缺点。但是为了孩子们
着想，我们便通过家委会提出了意
见 ，现 在 孩 子 的 历 史 老 师 已 经 换
了。”李先生说。

博文中学一学生的家长王峰
告诉记者，她对家长委员会的了解
不是很多，她现在每天都是按时上
下班，工作比较忙，平时也顾不上
跟孩子交流，所以，感觉家长委员
会的存在很有必要。“学校和家长
沟 通 ，关 于 孩 子 的 学 习 、成 长 、知
识、安全等方方面面。老师在学校
掌握一方面，家长在家中掌握一方
面，及时沟通，携手共教。”王峰说。

效果好与坏

家长挺关键

学生家长关注泰安市第一实验学校的家长委员会活动。本报记者 陈琳 摄

格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