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玉是杭州文晖实验学校八年级班

主任兼数学老师。在她印象里，许多学生

会把家校本视作“一份作业”，交流栏主要

分享作业进度、学习上的问题及反思。因

为学生分享和教师回复都很单一，久而久

之，有孩子会选择空着这一栏。

可记者在张老师这里看到的家校联

系本是这样的：不仅写得满满当当，还有

小漫画、小手工，张老师还会在底下留言

互动，家校本成了师生间的“对话框”。

班里一小男生平时表现随意，被老师

多次点名，他在家校本上写下自己的担

心：怕被叫家长。张老师留言：看你表现！

作为一名年轻老师，张玉平时和学生

互动更像一位大姐姐，“有些孩子开始在家

校本上同我分享，我也给予轻松积极的书

面回复。孩子们会觉得老师很喜欢看他们

写的家校本，这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比如，班里有一名思维天马行空的女

孩子，给张老师画了“连载漫画”，把学习、

生活中的一些细节和情绪，都画出来。

不仅如此，张老师还重视“对话框”的

隐私——批注家校本时，如果有别的同学

在旁边，张老师会立刻合上。“这些举动学

生都看在眼里，在之后表达中，他们会更

放心大胆。我认为这是一个能和更多孩

子保持沟通的高效渠道。”

当有的同学“断更”时，张老师还会留

言：“今天怎么断更了”或者“看来今天没

有发生什么有意思的事情”这样的回复。

渐渐地，跟张老师在家校本上“聊天”

的学生越来越多。“孩子们分享的事情很广

泛，比如今天发生的趣事、最近的烦恼，或

者对我处理问题的方式提建议、对班级里

现象的看法、小吐槽等。呈现方式有文字，

也有图中这样的漫画。”

班里性格比较内向乖巧的孩子，平时

怯于同老师对话沟通，但现在会主动以文

字、绘画的形式来书面交流，这也让张老师

很有成就感。

家长寄语栏的文字也很有爱。很多

家长看到孩子写下留言，以后也会参与

“群聊”。“这是一个学生、家长和老师三方

参与交流的平台。而在学生看来，家长、

老师每天和自己保持书面沟通，孩子本身

也会感受到在乎和有爱，有利于健康成

长。”

家校本上的这些“聊天记录”，其他人

乍一眼或许还看不懂，但张老师立马能领

会孩子表达的意

思。“看懂并且能

够感受到其中的

乐趣，前提是要了

解他们，平时的朝

夕相处之间，我们

也形成了一种默

契。”

连载漫画、分享心事 家校本成了师生“对话框”

班主任忍不住留言
今天怎么断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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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校联系本，对很多学生来讲，就是个记录每天作业的本子；对家长来说，就是要每天签字的地方。但是，最近杭州多位初中班主任在晒她们批阅的家校联系本，“画风”完全变了。

杭州江南实验学校708班班主任徐晓

莉，如今每天至少会用40分钟批阅全班的

家校联系本。“与其说批阅，不如说倾听，因

为孩子们会通过这种方式说出心里话。”徐

老师告诉记者，“现在的我更像是一个情绪

工作者，常常倾听，偶尔指导。”

无论同学们在家校本上写了什么，徐

老师都会回复。学生们都习惯用这种方

式，把开心或不开心的事统统说给她听，这

大概是重要原因之一。

另一个原因是，徐老师还经常给同学

们出主意，当天的家校本上可以写点啥。

在徐老师看来，家校本上这一方小小

的空白栏，是给学生倾诉的通道，是他们自

主发展的动力，也能培养他们的沟通能力，

让班级人际交往更和谐，增进师生感情，甚

至促进亲子关系。

今年过年，高一男生小方（化名）和妈

妈专程来给徐老师拜年。谁能想到这对其

乐融融的母子曾在初三时一度剑拔弩张。

小方直接在家校本上写：徐老师，你能不能

跟我妈说一下，让她别来烦我！

那段时间，每回妈妈收到老师的私信

提醒——小方作业没带、没订正，或者成绩

不太理想，都会数落儿子一番。初三本来

就学习压力大，遇上青春叛逆期，小方不仅

和妈妈闹僵了，师生关系也有点紧张。

“家长没有处理好自己的焦虑情绪，强

化了问题，导致亲子关系和师生关系都受

影响。”徐老师合上小方的家校本，第一时

间和他妈妈取得联系，给了一条中肯的建

议：小事别管，底线教育。

后来小方再也没在家校本上吐槽妈

妈。如今高一的他，还当上了班干部，徐老

师很感谢家校本的“报料”。

徐老师今年教初一，最近班里评优，

“家校本”又派上了大用场。“本来以为，新

的分配生政策出来后，评优不能加素质分，

学生们可能不会像以前那么重视，结果评

优结束后，我采访了班里许多同学，都对此

颇有感触，后来还把感触写进家校本，让我

意识到了过程性评价的重要性。”

有同学没选上，认真分析了自己失利

的原因：“是不是因为我文综成绩不够理

想，以后要努力了。”

有同学成绩并不出类拔萃，却凭借全

班最高票数当选。当徐老师和其他同学在

思考他被认可的原因时，他在家校本上给

自己鼓劲：接下来成绩要再上去才可以！

有位同学成绩好，班里得票也高，却落

选了。因为在教师评价这部分，他由于上课

发言少、班级活动参加少，而得分偏低。这位

小朋友有点失落地在家校本上写道：“不羡明

月照得丹心与千秋，自道那是与非在心头。”

徐老师回复：“要保持淡定不容易，只有把问

题当作进步的源头，方有欢喜之心。”

“我不可能每天找每个同学谈心 2 分

钟，但家校本真是神奇的所在，让我尽可能

将眼光落在每位学生身上，笔能触及他们

每个人的心。”

常常倾听，偶尔指导 家校本真是神奇的存在

被这些初中生玩出新花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