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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来开

家长会的爸爸

多了，妈妈们

为何集体“缺

席”？网友纷

纷调侃：因为

妈妈们在九年

义务教育阶段

“累”了⋯⋯

在不同阶

段，爸爸妈妈

参加家长会的

比例是否真有

变化？网上流

传的说法是否

属实？今天，

我们就来讨论

家长会的那些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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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家庭需要根据每个人的特长承担各种角色分工，孩子到

了高中，涉及到选考、填志愿等，战略、战术决策方向的事情比较

多。”有班主任坦言，相对来说，家庭中爸爸会承担对外交流的角

色，格局、视野更为开放，所以高中家长会爸爸来参加的多，“而且

现在很多妈妈还要在家里管着二胎，都让妈妈来，确实没有精力。”

还有班主任说，小学、初中阶段，由妈妈照顾孩子的生活起居

会更为细致；而到了高中阶段，孩子自理能力变强，更多地是考虑

未来发展方向，爸爸们相对会更关注时事和高考形势的变化，所

以更能匹配家长会的主题。

“刚开始高一的时候，家长会爸爸来的真挺少，我们也会做家

长工作，要让爸爸多参与。”杭州第七中学高三班主任陈宏说，青

春期的孩子会碰到一些人际交往、男女生交往、学业压力等问题，

“孩子们也反馈，妈妈管不动容易情绪焦虑，爸爸们心大，所以在

紧张的高三，也希望爸爸能多陪伴。”

陈宏老师介绍，结合教育心理学来说，人的发展和需求是多

层次的，爸爸和妈妈是不同层面和不同角度的管理，起到互相协

调和补充的作用。“比如女生，虽然私密话题会和妈妈说，但如果

有爸爸陪伴，会增加她们的勇气，为人处事会更果断大方；男生进

入高中后，身体发育变化，有时候对妈妈难以启齿，爸爸介入后多

了解多沟通，效果更好。”

全国“百佳班主任”、杭州市长河高级中学高三班主任杨春林

对于父母谁来参加家长会，也不会做要求。

“相对来说，妈妈鸡娃的比例更高，对孩子管得更严格、细致，

不过谁的成长不会遇到问题？尤其到了高中阶段，家长还纠结于

一些细枝末节，反而会引起孩子的逆反心理。”杨老师发现，家长

管得越琐碎，孩子往往管得越不好，“有时候是家长对孩子没有

‘断奶’，其实粗放一些，放手一些，反而对孩子成长更有利。从这

个角度来看，有时候爸爸出面沟通会更合适。”

当了 20 多年班主任，杨老师也发现，现在的家长格局、眼界

都更为开放，比如填写高考志愿时，除了考虑学校，也会挑选专

业，这是好现象，“家长关心分数的同时，更注重孩子人格的健全

发展。人成长了，学习自然也会进步，未来就有无限可能。”

谁来开家长会，老师的建议可以听听

小学老师普遍反映，家长会确实妈妈来得多，平时跟老师沟

通，基本也是妈妈们。

到了初中，家长会上依旧妈妈多，不过爸爸的比例增加了。

而调查了几个高中班级，班主任普遍反映，爸爸来参加还是挺多

的，而且年级越往上，爸爸出现的会更多。

与幼儿园、小学阶段一对比，高中家长会爸爸参与度确实提

高了。不过一位高中班主任说，网络传言“高中家长会没几个妈

妈”，显然并不准确。“爸爸再多，基本也超不过一半。”

另一所高中的一个高三班级，班主任也发来一张家长会合

影，照片里爸爸妈妈的比例差不多也是对半开。

为什么高中家长会爸爸变多了？关于这个问题，网友的回

答，搞笑中还夹带着一点对爸爸的“鄙视”。

“因为到了高中，爸爸忽然意识到自己有孩子了，或者再不

管，孩子都不认自己了。”

“爸爸们是摘果子去了。我同事老公就是，高三那年给女儿

做菜，还得意地跟我同事说，你之前对女儿好，她小又不记得，只

会记得我给她高三烧了一年好吃的菜。”

因为爸爸很少参加家长会，偶尔“闪现”，闹出的笑话也不少。

有网友分享，爸爸甚至不知道自己上的是初中还是小学。“有

一次我妈忙得抽不开身，只好让在打牌的我爸去，结果他去了小

学，但我已经上初中了。”

杭州一所初中的班主任说，有一次学校组织了“爸爸家长

会”，爸爸们西装革履来参加，结果有的走错了教室，有的找错了

老师，“之前以为是网上段子，当成笑话看，没想到真的发生了。”

高中家长会爸爸参与多？不超过一半高中家长会爸爸参与多？不超过一半

去年，杭州市丁兰实验中学一场新生家长会，班主任戴维老

师特别邀请了爸爸们来开家长会。现场，戴老师请第一次参加孩

子家长会或参加家长会次数不超过3次的爸爸举手，结果有十几

位爸爸举起了手。

为了增加爸爸对孩子的陪伴，让亲子拥有更多美好回忆和更

融洽的关系，戴老师还为爸爸们送上了一份“作业清单”，特别邀

请爸爸们参与挑战任务。比如一起组装一件家具、一起维修一次

家电等项目，是基于爸爸这个特定角色，帮助培养孩子的动手实

践能力、逻辑思维能力和体育锻炼的习惯；而一起洗衣服、一起逛

菜场、为妈妈做一桌菜等项目，是希望孩子们能感受妈妈的操劳

与付出，营造温馨和谐的家庭氛围。

今年四月份，杭州澎博小学二年级也精心准备了一次以“爸

爸的陪伴”为主题的家长会，还给二年级的 191 位爸爸现场安排

了10道题目的“考试”，为的就是让爸爸能够多了解孩子，也呼吁

爸爸们每天抽出10分钟陪伴孩子。

浙江省师德楷模、杭州江南实验学校高级教师徐晓莉老师

说，几年前，学校组织了一场爸爸专场家长会，初衷也是希望爸爸

参与到亲子互动中来。

怎么样能够让爸爸多参与？参加一次家长会并不能体现，多

参与日常的亲子互动才是关键。“比如日常跑步打卡，我们会建议

让爸爸陪伴；家长课堂，会邀请爸爸来进行知识领域的分享。”徐

老师说，让爸爸们参与到适合他们的活动中来，一方面会让孩子

感到自豪，另一方面爸爸们也会发现，原来自己大有可为，“挖掘

爸爸们的潜能，提升他们的成就感，自然而然会更乐于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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