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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新闻·城事

1月6日，周六，晚上7点。

浙江省衢州第一中学（以下简称衢州一中）教室的日光

灯，在寒夜里发着明亮的光。

高一学生张帆在做习题，爸爸张建华坐在一旁，时而欣慰

地看看儿子，时而低头写字。

这是衢州一中这学期开始的周末家长陪学制，在周末的

夜晚，家长可以陪孩子在教室里学习。

衢州一中推出周末家长陪读制，要不要父母陪，孩子说了算

学校说这是由家长发起倡议的，目的在于沟通，不在于监督

晚自习，我的同桌是老爸

36 岁的杭州男人，2 个月前才升级当了

爸爸。却在一个寒冷的冬日早上，骑着单车

突然晕倒扑地。虽然路过的市民一拨拨接力

进行心肺复苏抢救，他最终还是在医院撒手

人寰。让人钦佩的是，在这样巨大的悲痛突

然袭来时，家属同意捐赠男子的眼角膜。

昨天中午，钱报记者从浙江省人民医院

了解到，男子的眼角膜捐赠成功了。

浙江省人民医院眼科中心副主任医师潘

青说，捐赠手术在 1 月 6 日下午 6 时顺利结

束，“我们已经通知了两名排队等待角膜移植

的病人，明后天进行移植手术。”

潘青说，男子的眼角膜至少将帮助两名患

者重见光明，“捐赠的角膜是非常宝贵的资源，

我们会根据患者眼睛病变的不同部位进行针

对性使用，这样可以让更多的患者康复。”

接下来安排的手术主要是取中央眼角膜

部位，帮助一名55岁的大伯和一名生活在黑

暗里 30 多年的病患重见光明。“55 岁这位患

者单眼失明已经 6 年了，听说这次排到了自

己，很开心。”潘青说，另一位患者双眼失明

30 多年，近两年才听说有角膜移植手术。1

年多前进行单眼移植后，想更清楚地看看这

个世界，于是又排上了队。

对于家属捐赠角膜的义举，潘青也很有

感触，“这次的捐赠是家属在男子临终时决定

的，我们也很感动，这很不容易。这也说明这

些年来，大家捐赠意识的提高。”

潘青说，仅2017年12月份，他们就接受

了五位市民的眼角膜捐赠，捐赠人里年纪最

小的 24 岁，最大的 50 岁，“正因为他们，很多

患者的等待时间大大缩减了。”

本报记者 金洁珺 通讯员 宋黎胜

你没看够的世界，他们替你看

本报记者 盛伟 文/摄

左边孩子在自修
右边家长在写诗

周六原本是寄宿生回家与父母团聚的时

间，但衢州一中一楼的几间教室里依旧亮着灯。

衢州一中的一位老师说，有些学生因为

各种原因周末不想回家，可以自愿去教室自

习。周末学校会开放几间教室，“有点类似大

学里的图书馆，也会有值班教师维持秩序或

者答疑解惑。”

43 岁的张建华是做销售的，在他看来，

这是和儿子一起学习的难得的机会，他下午

5 点多钟就到了学校。“儿子在家里很随性，

也会自觉学习，但更多时间会去玩游戏。教

室学习气氛浓，孩子既能好好学习，我又能看

着他专注学习的样子，这种感觉很好。”

晚上7点，张建华关了手机，默默地坐在

教室里。“离开校园生活很久了，坐在这里的

感觉很纯真，也会诗兴大发，其实我平时是不

写诗的，坐在这里就是想写。”

陪儿子上了两个小时的晚自习，一首小

诗也在张建华笔尖流出——

这个冬天不太冷

寒风越过树梢想挤进门缝钻进孩子们的

衣领

风在门前探了个头溜走了

这个冬天不太冷

冰雪已经模糊了玻璃，里面的人儿印在

上面

脸蛋儿红红的

这个冬天不太冷

沙沙的书写声，让冰冻的呻吟渐渐停息，

也来欣赏这美丽的声音

张建华自认为这首诗写得“很有感觉，只

要从爱孩子的方面想，你就会理解”。

而17岁的张帆对老爸来陪读，表现得很

大度随性：“我是喜欢在家里，家里可以玩游

戏，但他想来陪就过来陪呗。反正我是那种

爱学习的孩子，他看我学习这么苦，会更理解

我的。”

陪读由众多家长发起
要不要陪读孩子说了算

家长陪读，孩子会不会不自在？

衢州一中高一（1）班班主任王燕飞告诉

钱江晚报记者，家长陪学制是由家长提出来、

班主任讨论、报学校同意后实行的：“家长要

不要陪读，是征求过孩子同意的。”

这个学期刚开学，就有家长在微信群里

提出陪孩子去教室上晚自习的想法，这个提

议随即被众多家长点赞。

很快，陪孩子在教室学习的想法，在衢州

一中的各个家长群里蔓延开来。“仅仅一天，

学校里所有班主任都收到了家长想陪读的

申请。”王燕飞说。

各个班主任迅速收集起家长的愿望，综

合学校的实际情况制定出这样一种陪读制：

按照自觉自愿的原则，家长可以在双休日晚

上来教室陪孩子晚自习，值班老师会在现场

维持秩序和答疑解惑。

“原则是要求学生的父亲、母亲陪读，根

据家长的实际作息时间进行调度，我们是希

望每个学生的家长至少一个学期来陪读一

次。”王燕飞说，家长陪不陪读，学校会尊重

每一个孩子的意见，孩子不愿意家长来，班主

任会建议家长不要来，“孩子的意见很重要。”

校方称这不是督学
主要目的在于沟通

周末家长陪读晚自习，在衢州一中开展

了三个多月，数百个家长已经有了陪孩子一

起上晚自习的经历。

“上高中后，孩子的学习越来越紧张，爱

学习的孩子会渐渐和父母接触少起来，关系

也会有些微妙的改变，父母因为工作忙也会

无形之中疏远孩子，有了这个陪读制后，孩子

和家长的心更近了，而老师、学生、家长之间

沟通更顺畅了。”

王燕飞说，从这个学期的陪读情况来看，

效果还是很明显的。“尤其是老师和家长的沟

通上顺畅了很多，老师了解学生在家里的生活

习惯和性格特征后，师生沟通更容易，老师对

家长的建议也会更精准，更利于孩子学习。”

衢州一中副校长傅林峰对家长陪读晚自

习的效果表示满意：“沟通是教育里不可或缺

的一环，有人认为家长陪读是督学，我们则立

足于陪伴和沟通。在实施的过程中还有待完

善的地方，我们会逐渐改进，但便于沟通的宗

旨不会变。”

《清晨寒风中，他骑着单车突然倒下》后续

家 长 和 孩 子

周 末 一 起 在

上晚自习，左

一为张建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