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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学期，不少家长发现，班级公众号也

“卷”起来了，图文、视频齐上阵，排版精美，

更新频率也不低。

有人认为，这是一种班级管理的创新，

记录孩子的成长，展示班级文化，增加凝聚

力。也有人觉得，班级公众号受众面不广，

占用了运营的老师或家长过多时间，不仅

鸡肋，还可能引发负面影响。

开设班级公众号的原因是什么？谁在

运营？是负担还是利好？

图文、视频齐上阵，排版精美，更新频率也不低

班级公众号
是管理创新还是增加负担

本报记者 金丹丹

视觉中国供图

史剑波老师创办的班级公众号

“尚书房读写教室”，是杭州市天长小学的史

剑波老师为学生创办的班级公众号，2016年底首

发推文，目前已经发表了近500篇原创文章。

在这个班级公众号中，史老师迎来又送走几

届学生，但孩子们一直是绝对的主角。每周，他会

利用休息时间写作、编辑公众号文章。

史老师开设班级公众号的初衷，是想给孩子

们的习作寻找更多的读者。在他看来，真实的写

作必定是伴随着读者意识的，儿童习作，没有读者

就失去了大半的意义。“要为每一个孩子的习作寻

找读者，这读者会是老师，会是同学，会是其他家

长，会是社会上的陌生人。公众号是一个非常好

的形式。关注公众号的人，来自全国甚至全世

界。当孩子们看到自己的文章有那么多人在看，

成就感会很大。”

史老师给学生每周编辑的《三味周刊》，也因

为班级公众号的呈现被更多人读到。目前，《三味

周刊》已经持续 333 期，点评文字超过一百万字，

其中有对学生习作遣词造句、谋篇布局、起承转合

的建议，也有与学生就做人做事、价值观、人生观

的探讨，还有针对学生间的嫌隙、隔阂与学生真诚

的心灵对话。

史老师在日常教学中对学生观察、思考的记

录，剖析孩子一些不良行为背后的动机，提供相应

的对策，也成为了公众号的一块重要内容。“很多家

长可能习惯借鉴过往或者周边朋友、同事的经验，

做‘经验式的父母’，而我希望用教师的专业能力和

努力，引导家长们尝试做‘学术式的父母’，探讨家

庭教育，解决问题，缓解焦虑。通过一些文章，聊聊

遇到问题如何自然应对、成功处置，可能对家长会

有帮助，如果能够改变一点东西，就很值得。”

另外，史老师也经常用大篇幅文章来夸赞某

一个学生的进步。“好孩子是夸出来的，每个孩子

都渴望被认可被鼓励。当发现一个孩子的闪光点

后，用四五千字去描述他成长进步的细节，告诉孩

子，老师为他骄傲，一个微小的改变，都会被看

到。而且有全世界的人为他鼓掌，孩子会更优秀，

更有动力。”

运营班级公众号近七年，让孩子有全世界的读者运营班级公众号近七年，让孩子有全世界的读者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目前的班级公众号，从内

容上看，主要是记录班级活动，展示学生的作业、

作品等，从运营人来看，主要为班主任或家委。

有小学二年级班主任告诉记者，自己一直想

尝试做班级公众号，希望用爱凝聚孩子和家长，但

因为太忙一直拖着，一直到这个暑假，终于下决心

开设了公众号，记录班级的点滴。“我特别学习了

排版、视频剪辑，目前都是自己在承担，主要是孩

子们的作文和班级的总结，更新频率很低。想要

达到比较好的效果，实在太费时间和精力，如果找

家长帮忙，又担心给家长压力。”

贺林（化名）是一位初中班主任。她告诉记者，

上届初一时，同年级的各班都开设了公众号，运营一

年后，图文筛选编辑打印做成了一本成长册，每位同

学和家长都参与，获得了很好的效果。今年，她又成

为了新一届初一的班主任，但并没有选择开设公众

号。在她看来，班级公众号的开设需要契机。

“上一届，我和几位家委都有一样的想法，而

且刚好有相关的资源，可以说是天时地利人和，做

起来也没有太大负担。做公众号最大的目的，是

留下班级的成长痕迹，如果硬做，或者去应付，就

失去了原本的初心。这一届班级，我们用班级相

册的方式来记录孩子们的活动、成长，我觉得也一

样能达到目的。”

在特级教师、杭州市天杭实验学校的郑英老

师看来，许多事都是利弊共存，开设班级公众号也

是。好处是显见的，可以记录班级的发展和孩子

的成长，可以宣传班级以期增强凝聚力和自信心

等。但也有其短板，比如限于篇幅而往往只能取

用部分图片而舍了大部分，同时关注的群体基本

限于家长，有时还会为了追求效果而忽视了活动

本身的目的等。

“我本人没有开设班级公众号，因为我的朋友

圈群体很庞大，几乎所有家长都加了好友，用朋友

圈宣传班级和孩子的方式非常灵活机动，且极具

实效性。同时，充分利用钉钉里的班级圈，这样所

有相关图片都可以发布在主题里，而且所有家庭

都可以直接参与。”

“不管是老师的朋友圈、班级圈活动展示还是

公众号等，都是一种途径和方式。在使用前充分评

估它的利弊，保持初心，用什么样的态度、决心和方

法用好它，才是最关键的。而可能存在的弊端，可

以预先想办法解决。办法的创新，每个人都有自己

的方式，而目的都是同一个，让每个孩子都发光。”

用什么样的态度、决心和方法用好它，才是最关键的

王女士的女儿今年读七年级，热心的她早早

报名了班级家委会。第一次家委开会时，有妈妈

提出来做个班级公众号，记录班级的活动、孩子们

的成长。

“我们班的推文，一篇就五六百字，隔壁班一

上来就是几千字，文笔优美，不光有图，还有视频，

排版也非常精致。一比较，我们的显得有点low，

输得很惨。还有其他学校的班级公众号，不仅有

军训，还有暑假作业分享、班级同学介绍等专题。”

王女士说，看到“别人家”的公众号既丰富又专业，

压力一下子来了，卷吧，太累，不卷吧，自己看不过

去。

家长蔡女士曾是儿子初中班级公众号的主要

运营人。

“我们的初中班级公众号是几位家长合作的，

主要记录班级的活动内容和班级文化建设。”她

说，儿子的初中班级，有家长擅长文案，还有摄影

爱好者和视频制作的能手，大家一拍即合，组成了

一个团队，班主任老师则负责协调和审核。

“家长的参与，也会和孩子有更多的沟通，孩

子也会感受家长对他的学习、生活、伙伴、班级有

更多的了解和关心，内心对家长更认可。”蔡女士

表示，儿子因为初中参与做公众号，也了解了一些

内容传播的心得，“比如什么样的文字传播效果更

好，他在自己感兴趣的科技方面，后来也做了不少

积累和分享，对成长有很多正向的帮助。”

本想简单记录孩子们的成长，没想到被“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