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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屏幕上显示孩子当天回家作业的详细内容。
本报记者 吴恺 摄

正所谓“ 凡事皆有两面性”，当
“ 朱女士”们在为这款苹果作业发布软

件大声叫好的同时，另一些家长却并不
怎么喜欢这种形式。

接受过西方教育的海归陈先生对
学校“ 新搞的这一套”就很排斥。“ 我想
知道，读书是孩子的事情，还是家长的事
情？学校教育是老师的事情，还是家长的
事情？现在搞得检查作业都变成家长的

‘ 回家作业’了。”陈先生告诉记者，虽
然自己和妻子用的都是iphone手机，但

是他坚决不安装这款软件，“ 我就跟儿
子说，大家分工明确，你读书，我上班，各
司其职。你怎么从黑板上抄下来的就怎
么做，做错了被老师骂，由你自己去挨，
只有亲身去承受过了，孩子才能自己体
会到什么叫担当、什么叫负责。”

陈先生明确表示，他一贯主张的是
“ 自由发挥”、“ 自主管理”，而现在的

学校教育让家长的“ 参与感太强了”。
“ 每天的作业要检查，每张考卷要签

字，班级活动要参加⋯⋯我现在的感觉

是，自己打了两份工，其中一份是做免
费监工。”在这种情况下，陈先生已经
是拼命在想“ 偷懒的方法”，自然不愿
意“ 接受新任务”。“ 我给了儿子一个
刻着我名字的章，但凡需要签名就让他
全权代理去敲章。一方面我跟老师也事
先沟通过这种方式，另一方面也是让孩
子学会独立。”

事实上，陈先生的这种观念在家长
中也得到了不少共鸣。在该小学的家校
论坛上就有家长指出，自从家长有了

“ 苹果版的作业备份”，孩子在校期间
根本不再关心回家该做些什么作业了，
每天回到家干等着爸妈给他们“ 布
置”。“ 这与培养孩子的独立能力绝对
是背道而驰的，记下自己每天要做什么
作业这么小的事都要依赖家长，以后长
大了还怎么得了。”

此外，还有部分不使用“ 苹果”的
家长调侃，这种软件的出现绝对是“ 逼
死不用iphone的爹妈”“ 难道这又是一
条潜在的‘ 起跑线’？”⋯⋯

此前，一项对沪上670位小学生家
长的调查显示，近五成小学生回家做作
业需家长陪读，36%的学生需要家长监
督，仅一成小学生回家后能独立完成作
业。在这些数字的背后，记者发现，并非
是家长“ 要管”，也并非孩子“ 要陪”，
相反，是学校老师要求这么做，并且还
通过一系列“ 高科技手段”督促家长这
位“ 监工”。

老师短信“ 派活”
自从孩子上了小学，林女士的手机

短信量大大增加，每天中午后，她的手机
都会陆续收到来自各科老师的作业短
信，有的短信多达整整一屏。语文老师要
求家长协助子女默写、听写、看图说话，
一样不能落下；数学老师要求为孩子准
备三角尺、量角器，明天上课要用；英语
老师要求监督孩子听录音5遍；甚至还有
美术老师、体育老师布置的任务⋯⋯

不要钱的飞信
“ 今天你的孩子已经背完了新开

学的第一篇课文，并且在课程上做了第
一次默写，具体的情况可以向孩子询
问。另外，请督促孩子准备周五的测验。
请记住：你的关注是孩子成功的保
证！”；“ 周二我们班准备听写，听写的

内容是在第21页右边一栏，希望您提醒
下，我希望不要有学生来重新听写！”
⋯⋯作为一个二年级学生的家长，陈女
士已经习惯于每天收到三四条，甚至于
更多诸如此类的“ 飞信”了。

逃不掉的网络
对于小学生家长，熟练运用电脑上

网是一项基本技能，“ 很难想象，家长
要是不会上网怎么办，简直就没资格做
家长！”在一家国企上班的徐先生告诉
记者，因为很多小学，尤其是重点学校，
都有自己的校园网站，都有班级论坛，
很多有关孩子的信息以及家长的任务，
老师都是通过校园网发布的。

“ 我现在已经养成了每天上校园
网的习惯，否则漏了什么重要信息，后
果自负。”徐先生表示，每科老师都会
在论坛给家长留言，总结这一周的学习
进度；还会出一些小练习，让家长打印
了给孩子做；还有一些竞赛的报名，也
要家长在网上完成；还包括一些学习软
件，网上英语小故事什么的，也需要家
长下载了给孩子用⋯⋯“ 我的工作本
来和电脑不沾边，可现在为了孩子，天
天泡在网上，下载软件、论坛发帖，还加
入了班级的QQ群，有事没事就上去看
看，就怕错过什么重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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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闵行区一所重点小学三年
级的班主任张老师表示，很明显，学
校是出于能更好地与家长沟通、让家
长每天及时督促孩子完成作业考量，
才开发出了这类软件系统。最关键的
是，学校是通过这种形式提醒家长，
而非仅以此渠道来布置作业，因为每
天老师都会将作业以黑板书写的方
式，或以口头方式布置给学生。如果
学校单纯利用“ 苹果”软件的方式给
家长布置学生的作业，那才是该受指

摘的。
与此同时，张老师坦言，用短信、飞

信给家长布置“ 作业”事实上是不少学
校的普遍做法，虽然孩子们在学校也会
抄“ 记事”，但一、二年级的小孩经常会
记不清、记不全，所以老师不得不养成
给家长发短信布置作业的习惯。“ 要求
家长监督孩子的回家作业，初衷不是老
师为了偷懒，而是让家长参与到学校教
育中来。”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资深小学

老师则表示，学校要把一部分教学的
担子压给家长，根源还是应试制度惹
的祸，大家都看重分数，而小学生成
绩的差异往往取决于家长的关注程
度。家长抓得严，看得紧，孩子的成绩
就有保障，最后老师家长皆大欢喜。

“ 甚至于学校在每年开学的家长会都
会向家长强调这一点，就是学校家庭
共同教育，家长绝不能当甩手掌柜，
那是对孩子不负责任。家长应积极配
合学校教育。”

9月开学至今，不少小学生家长在老师的短信、
飞信、微信遥控下，除了正常的工作，还要承担陪伴
孩子写作业，帮孩子批改作业的“ 重要任务”。而
今，浦东新区一所名校的家长们又“ 被接受”了一
样“ 新式武器”———通过“ 苹果”了解子女每天的
回家作业，这更让众家长感言，被学校用高科技

“ 套牢了”⋯⋯
本报记者 顾卓敏

小学开发苹果软件 家长 下载随时接受老师“ 指令”
高科技通讯设备“ 监工”家长已成常态 被质疑不利于孩子独立性的培养

“ 苹果”上收到
孩子作业清单

很多70后、80后家长自己读小学
的时候，老师布置作业，回家写作业，
第二天上课交作业是一个非常简单
的流程。但当现在轮到他们的孩子上
小学时，情况发生了不小的变化。日
前，家住浦东的朱女士就向记者反
映，“ 深刻感受到时代在进步，现在
不用iphone是活不下去了，就连学校
给家长备份孩子的回家作业都是用
的app软件。”

据了解，随着“ 苹果”电子产品
的普及，如今已经有中小学将其作为
信息化教学的试用工具，开始用ipad
上课了。然而，能想到用“ 苹果”软件
来服务教学，“ 督促” 家长配合学校
教育的，浦东这所知名小学无疑是全
市首家。

“ 我人还坐在办公室里上班，就知
道女儿今天回家都有哪些作业要做了
。”家住浦东的朱女士告诉记者，8月底
开家长会的时候，老师就 给 使 用 i-
phone、ipad 的 家 长 推 荐 了 一 款 在 app
store 中就能免费下载的“ 作业查询软
件”，只要安装登录，每天就能及时了
解孩子有哪些回家作业了。即使关机后
再开机，该软件也默认在登录状态。只
要你不主动退出，每天记录着孩子当天
作业的“ 短消息”就会定时发到这个平
台上。

记者也尝试用iphone手机下载了
这款软件，借助朱女士提供的用户名与
密码登录后，“ 星期一2012年10月22
日”“ 语文”“ 数学”“ 英语”,一个简明
扼要的页面果真出现在了眼前。“ 预习
16课，词语解释3个”“《 练习》第26、27
页”“ 完成1号本，抄6个单词，写上音
标”⋯⋯分别点击语数外三门学科，相
应的作业要求一目了然。

家长当监工
不利于孩子
长远的成长

当越来越多的高科技手段被用
于日常教学中，被作为家校互动的纽
带时，是否对于孩子来说，就真的“ 那
么好”呢？对此，复旦大学教授顾晓鸣
持反对态度的。“ 无论是iphone软件，
还是飞信、短信，最关键的问题是剥
夺了孩子学习的自主权，同时让孩子
生活在一个全监控的环境下，这显然
不利于学生的身心健康发展。” 顾晓
鸣教授作了一个比喻，“ 就好比一个
人在公司上班，你每做一件事情，领
导就会告知一下你的家人，这种被监
视的感觉可以想象是很难受的。”

此外，在顾晓鸣教授看来，赋予
家长监工的身份，从某种程度上说，
也是老师推卸责任的一种表现。这与
培养孩子独立人格，培养学生有社会
责任感的教育理念格格不入。其结
果，短期内或许表面上对学生的学习
有所帮助，但长远来看难以让孩子在
心智上快速成长，反而加重了学生、
家长的负担。

“ 一年级刚入校那会儿，老师要求
每个孩子都要准备一本备忘录，把每天
的回家作业都抄下来，让家长检查核对
后签字确认。”朱女士回忆起女儿刚入
校时的情景，感慨地告诉记者，对于一
年级新生来说，对着黑板抄都不是件容
易的事情，当少抄、漏抄、抄错这样的事
情频繁发生后，学校就推出了网络版的

“ 家庭作业”。
然而这个“ 升级版” 却让朱女士

“ 又爱又恨”。“ 如果以前，该做什么作
业没搞清楚，是‘ 多多’的责任，那么现
在，就是我的问题，因为我没有及时上
网去核对。”采访中，朱女士毫不讳言
自己就是个“ 没头脑”的年轻家长，夫
妻俩平时工作都很忙，现在每天又多了
件事，而且这件事做不好有可能会有麻
烦，因为他们家孩子在学习上，对家长
和老师的监督还是存在一定的依赖性，

“ 这下，孩子作业漏抄漏做，我们家长

也要难为情了。”
而今，有了这种“ 参与感”，类似朱

女士这样“ 没头脑”的家长会不自觉地
对孩子的回家作业和在校情况投入更
多关注，校方觉得达到了“ 拉近家长”
的目的，家长也认可了这款软件在便捷
性方面的创意。“ 一个多月使用下来，
效果真的很好，至少我再没因为女儿作
业问题，接到老师的‘ 召唤’。而且类似
要不要穿运动服、几点到校之类的通知

也会在上面一并发布，消息传播绝对及
时准确。”

该校的老师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开
发这个软件的初衷是为了方便家长，让
家长更好地了解孩子的学习动态，及时
配合学校教育，“ 对任课老师来说，无
非是把写在黑板上、发在网站上的作
业、注意事项，再传一份到专用的用户
端上，工作量并没什么增加，但收效却
是很大的。”

家长的“ 高科技通讯设备”
被家校新沟通方式“ 铆牢”

》有人冷对 家长担心无法培养孩子独立性

》有人叫好 “ 没头脑”爸妈有了“ 快捷键”

》新闻延伸

对这种通过高科技通讯设备跟家长时时沟通的方式是褒是
贬？记者带着这个问题采访了一些外校的老师和家长。

黑白
论道

相当一部分家长对于学校这种变
着法子要你“ 配合”，不惜动用“ 高科
技”，编织“ 家校统一战线”的方式略
有反感。“ 8小时内，是单位领导对我
考核，8小时外，是学校老师对我考
核。”在公司里，刘女士好歹算是个中
层领导，但在孩子老师面前却只能

“ 唯唯诺诺”。
“ 我们夫妻俩工作都很忙，下午3

点接儿子放学，显然是不可能的任务，
不得已只能让老人负责接孩子。”但
没想到，问题就接踵而来了，先是被老
师冠以‘ 沟通不利’的帽子，之后就是

跟踪式的短信追击，“ 不仅要敦促孩
子完成作业，自己每天还要给老师汇
报情况。”

类似这样的“ 沟通”、“ 交流”，让
家长们也“ 敢怒不敢言”。“ 孩子开学
升5年级了，9月初的家长会上，老师
就明确表示，毕业班家长绝对不能放
松要求。希望家长平时能够制定相关
的补充复习计划，定期督促孩子学习
和做题。” 作为家有考生的家长，杜
先生坦言，“ 这种话从学校老师的嘴
里说出来，还是让我们家长感觉别
扭。学校不就是教书育人的吗？怎么

让家长充当主力呢？如果家长文化程
度不高，帮不上忙咋办？这也算变相拼
爹吗？”

儿子今年二年级的高先生感叹，现
在的家长真的不好当，“ 有一次，我给
孩子批默写，结果一个错别字没看出来
就签字了。第二天，孩子回来说，错别字
被老师检查出来了，不仅他被老师当着
全班批评了，并且老师还直指‘ 某家长
明 明 收 到 提 醒 短 信 了 还 那 么 不 认
真’。”高先生为此郁闷了一晚，并且倍
感“ 压力山大”，“ 什么时候开始，我也
被老师通讯工具监督上了？”

老师 用高科技是希望家长配合

》专家观点

余儒文 绘

家长 勿用“ 沟通”转嫁教学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