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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想家长和老师被“微信群”绑架 上海小学生爸爸

创办家校高效沟通公益APP

不想被微信群绑架，卜江开发了一个工具，让家校沟通变得更高效。受访者供图

你会为了孩子改变自己的职业选择吗？卜江就是这样的一位家
长。一年前，他选择从IT行业转型，创办为提升家校沟通效率的公益
APP“晓黑板”，受到众多老师和家长欢迎，如今“晓黑板”已经被
2000多所学校老师自愿使用，用户累计80万。卜江的其他3名合伙
人也都是高知爸爸，他们说，为了孩子更好学习、成长，也能够帮助老
师更高效地工作，“晓黑板”是个值得付出的事业。

青年报记者 刘昕璐

微信家长群
现“过度沟通”和“低效沟通”

3年前的9月，卜江的女儿入读

小学一年级。一开始，老师为家长们
建了一个微信群，经常在群里发消
息。每天下班后，和其他家长一样，卜
江都要在众多家长的海量回复、感谢、
点赞中，“爬楼”找到老师的通知，可群
里90%的信息和他都没啥大关系。

一开始，卜江觉得，在家长群里“爬
楼”找信息虽然有诸多不便，但是为了
孩子，也没啥可抱怨的。直到有一天，
发生了一件事，让他强烈地想要改变。

“平时学校3点放学，那天临时
安排排练节目，改为3点40分放学。
其实，老师很尽责了，在微信群、QQ
群里都通知了，还专门打电话给一些
家长。我母亲平时负责接送孩子，她
也在微信群里，但是她那天没有看
到，还是3点等在了校门口，结果下
午突然下起了暴雨，我母亲在风雨中
站了半小时，回到家大病一场。”

几天后，卜江找到女儿的班主任，
专门聊起家长微信群的事。原来，不
仅爸爸妈妈有收消息困扰，群里不分
昼夜跳出信息和问题，老师们其实也
早已无奈变成了24小时“客服”。

经过观察和沟通，卜江下决心做
点什么。能不能发明一个工具，让家
校沟通变得更高效？他下意识地觉

得，这对从事信息技术行业的人来说
是相对容易解决的一个问题。

开发一款APP
成为家校互动的好工具

说干就干。第一版“晓黑板”

APP在2015年6月上线。当时的功能
还很简单：老师在“晓黑板”上发布通
知，如果这则通知被打开，而且在家
长的手机上停留数秒，即说明家长阅
读过了，系统就会自动告知老师。而
如果这则通知家长超过30分钟还没
看，系统就会转为短信发送给家长。

卜江先把这样一款工具发给几
位老师朋友试用。没想到不久以后，
一下子收到很多电话，还有用户建议
要再增加一些功能。到后台一看，卜
江才发现，它已经有3000多用户。

经过口口相传，越来越多的老师
开始知道，并在使用过程中，提出了
各种建议。“晓调查”、“晓讨论”等功
能就慢慢地加入了进来，甚至还有老
师主动提出了外观设计方面的建
议。半年之后，用户达到3万多人。

“晓黑板”CEO、上海交大电子工
程学博士王琪回忆了这样一件事：上
外静安外国语中学数学老师沈景有
一次开公开课，讲的是直角坐标系，
课上最后5分钟，她请同学们通过学
校的iPad加入“晓讨论”，大家把同一
个问题的答案放上来，老师现场一一

点评，并和同学们一起评出了前三
名，此时，全班同学热烈鼓掌。

原来，那次讨论的第三名，是班
里一个平时数学成绩并不拔尖的孩
子，全班的孩子是为了她鼓掌，这个
女生也感动得哭了出来。女孩后来
数学课上非常积极，还经常主动发
言、主动提问。在那一学期的期末
考，她的数学拿到了A档。

这件事对“晓黑板”团队触动非
常大。王琪在给创业团队的一封邮
件中写道：“这是我们做教育软件最
大的价值。如果说淘宝、京东改变了
用户的购物方式，滴滴打车、摩拜改
变了用户的出行方式，那么，我们的
产品却是彻底地改变了一个人，给了
她信心、给了她希望，并将有可能会
影响到人的一生。还有什么比这能
更让我们有成就感的呢？”

供老师家长免费使用
让教育的园地更敞亮

去年9月，卜江和其他合伙人决定，

全身心投入“晓黑板”的事业。截至目前，
全部功能都对老师和家长免费开放。

说起“晓黑板”名字的由来，卜江

说：“我们小时候，老师都在大黑板上
另外挂一个小黑板，写上每天的通知
和注意事项，‘晓黑板’就是信息时代
的‘小黑板’，‘晓’又有知晓、启发、光
明的意思，我们希望，随着这款APP
的做强，能够让大家对学校教育更知
晓，让教育的园地更敞亮。”

老师发布各类通知，并确认内容
是否到达每位家长；家长记录孩子成
长的点滴；老师和家长可以互相“递
纸条”，一对一私聊；根据教学需要，
老师直接发布调查议题，向家长收集
意见，有效收发回执……在卜江他们
看来，现在大家生活节奏都很快，随
着新媒体的发展，信息发布和交流越
来越频繁，场景性分化对创业者来说
即是机会。

“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
的界限越来越不分明，所以家校沟通
变得越来越重要。我们也发现，越好
的学校，家校沟通越频繁，如何让大
家提高沟通效率，让家庭教育和学校
教育形成合力，便是我们创业者的任
务和使命所在。”卜江希望，信息技术
手段可以让未来学校教育更高效，家
庭教育则更科学。

青年报记者 刘昕璐

本报讯 在本市普通高校招生集
中录取工作圆满收官之际，昨天，上
海市教育考试院写了一封信给2017
届上海高考考生。这批考生作为上
海新高考综合改革首届高考生，即将
在今秋开启一段全新的旅程。对于
圆梦大学的考生，他们的祝福和叮咛
是：请坚守这份向上向善、求真求美
的情怀，珍惜大学时光。

2017年上海市普通高校招生最
后一批次——高职（专科）批次录取
工作自8月6日开始，至昨天已顺利结
束。考生可登录相关高校招生网站
查询录取结果，也可登录市教育考试
院官网“上海招考热线”，凭本人高考
准考证及密码（考生身份证号最后不
含字母的六位数字），查询录取结果。

至此，2017年上海市普通高校招
生录取全部结束。考生的录取通知书
由各招生高校陆续发出。因外省市高
校的地域路程关系，且全国各地录取
时间不同步，被外省市高校录取考生

的录取通知书要晚些时间才能收到。
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市教育

考试院致信2017届上海高考考生。
在信中，教育考试院历数了新高考改
革在刚刚过去的三年里带来的诸多变
化：“不分文理科”让擅长化学又喜爱
地理的你不必在特长和兴趣间纠结徘
徊；“3+3”的选科方式让你在分层分
类、选课走班教学中体验到自主选择
的快乐；“外语一年两考”为你减缓了
复习时间紧、科目多的考试压力；“综
合素质评价”把课堂延展到了课本和
教室之外，引导你进行如切如磋、如琢
如磨的研究性学习并积极参加各种社
会实践活动、志愿者服务活动……

如今，三年时光，转瞬即逝。
“2017年，上海市迎来了新高考改革
的瓜熟蒂落，既读圣贤书，也闻窗外
事的你来到了另一扇大门，推开它，
不同的选择会让你领略不同的风景：
你可能已经被一所心仪的高校录取、
对即将到来的大学生活充满期待；你
也可能不满足于这次成绩、选择再战
高考；你甚至可能走出国门，去领略

不同的文化。不管你即将走进怎样
的人生风景，都意味着新的开始。”在
信中，市教育考试院对于“圆梦大学
的你”、“选择复读的你”、“出国留学
的你”都有祝福和叮咛。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
止于至善。市教育考试院对圆梦大
学的学生说，请坚守这份向上向善、
求真求美的情怀，珍惜大学时光，热
爱你的专业，发挥潜能，积淀专业素
养，学如弓弩，才如箭镞。

[相关新闻]
上海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
集中受理工作19日启动

为帮助被外地高校录取的上海

户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顺利完成学

业，上海市提供了赴外地高校学习家

庭经济困难学生国家助学贷款项

目。8月19日、8月26日、9月2日将

开展 2017-2018 学年上海生源地信

用助学贷款集中受理工作。符合申

请条件的学生在8月31日前登录上

海学生资助网（http：//xszz.scsa.org.

cn）进行网上申请，并于集中受理时

间到市学生事务中心办理正式贷款

手续。此外，被部分外省市院校录取

的本市生源考生，可获得一次性经济

补贴，请注意在规定的时间办理。

8月21日至25日期间，被录取的

考生勿忘办理档案转递手续（应届生

到毕业中学，往届生到区招办）。

与此同时，2017年被部分外省市高

校录取的本市生源考生可领取一次性

经济补贴。根据市教委相关文件规定，

被列入一次性经济补贴发放范围的外

省市院校录取的本市生源考生，可获一

次性补贴1000元；征求志愿被录取的本

市生源考生可获一次性补贴500元。

上海市教育考试院将陆续通过

挂号信邮寄领款通知书（内含一张

“领款通知”、一张“领款证明”、一个

供寄回领款证明的上海市教育考试

院信封）至考生报名表所填写的通信

地址。考生应仔细阅读领款通知，并

按要求办理相关申领手续。

青年报记者 刘昕璐

市教育考试院致信2017届上海高考考生

“请坚持向上向善、珍惜大学时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