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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或者范
文吧，通过文章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
块。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以下是我为大家
搜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八年级七班家长会家长代表发言稿篇一

班主任，各位老师，各位家长：

大家好！

一直以来都很羡慕其他同学的家长，可以获得站在讲台上演
讲的荣誉，今天很感谢许xx同学也带给我这样一个机会，让
我能大声的宣布这三个字，作为许xx他爹，我骄傲！

一个孩子的成长首先要得益于成长的环境，我的这份骄傲首
先要归功于学校的培养，班主任的坚守还有各位老师的教育，
我们之所以把孩子送到四中来，就是看中了这里的学习环境，
师资力量，更重要的是看中了班主任和老师们的这份责任心，
从孩子的进步，我们很欣慰，我们的选择是正确的，班主任
张老师，就一再给我们鼓励，说许xx是个有潜力的孩子，多
一点阳光就会多一份灿烂。再一次对学校和老师特别是班主
任的无私付出表示感谢。

我的骄傲也来自于孩子的努力，每天看着她起得比我还早，
睡得比她妈还迟，上学、回家要骑八十分钟的路，周末还要
学琴，要补课，作为家长能深切感受到学业的沉重，但是
许xx同学大部分时间都是阳光灿烂，勇敢面对各样的挑战，，



她的每一点进步，都成为我和她妈妈开心的源泉和工作的动
力。

这一份骄傲还要归功于孩子她妈的坚持，是她坚持要把孩子
送到四中来，是她坚持早起给孩子做饭，坚持每天给孩子听
写英语和语文，当然在这个当中，许xx同学常常会提出反对
意见，有时候写完作业就很晚了，我也会表示明天再听，但
我们的反地意见几乎都被一票否决，孩子她妈坚持要让孩子
做到今天的事必须今天完成。

许xx同学上半个学期取得了比较大的进步，作为家长我很开
心，但要说到教育经验，我很惭愧，说不出什么来，我所做
的只是顺其自然，给孩子做朋友，给她鼓励，为她加油，最
重要的是各诉她，无论是做得好坏，遇到什么样的挫折，她
都是我们永远的宝贝，我们是她坚强的后盾。

最后提几点希望与在座的同学和家长共勉：坚持才会胜利，
微笑面对压力，成绩不代表能力，快乐才是动力。时间有限
就不展开说了，我很开心许xx在269班这个向上的集体中与同
学们和睦相处，有不少的好朋友，比如，周末或者放假了，
欢迎老师、同学们到我们家来做客，也可以邀请许xx去参加
你们组织的活动，展现青春，散发正能量，好好学习，天天
向上。

谢谢大家！

八年级七班家长会家长代表发言稿篇二

尊敬老师，家长们，同学们，大家上午好！

首先，请允许我代表各位家长向辛勤培育孩子的老师们表示
最诚挚的敬意和最衷心的感谢！老师，你们辛苦了！

我是八（3）班xx的妈妈，很荣幸我能作为家长代表在这里发



言，说实话，面对着这么多优秀的孩子、优秀的家长和优秀
的老师，我有点紧张。因为我的孩子同那些品学兼优的孩子
相比，还有很多不足；我同各位家长相比，也存在着不少差
距。

今天，我们虽然来自四面八方，但是目的只有一个：为了孩
子们的健康成长，为了孩子们早日成才，为了孩子们的美好
未来！我们眼中的孩子，早已成为他们自己眼中的大人，所
以我们就要用双重的眼光来看待他们，这就给我们家长提出
了更高的要求。在伴随孩子成长的过程中，我觉得以下几点
尤为重要。

这里主要包括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的成长。初中阶段，是孩
子们长身体的关键时期，他们的学习任务比我们上班还要辛
苦，所以我们家长要提醒他们在吃饭方面不要偏食，要均衡
营养。我们还要重视孩子的心理健康成长，学习固然重要，
教育孩子怎样做人也很重要，千万不能让他们沾染上不良的
学习和生活习惯，要教育他们尊老爱幼、尊师重德、诚实守
信，培养他们乐于助人、关心集体、团结协作的好品
质。“做事之前先做人”，这是我经常对儿子说的一句话。
作为家长要做好表率和榜样。

但不能光看重分数，要注重学习的过程，不给孩子过大的压
力。到了初中阶段，孩子们面临的学习压力也很大，我不要
求他非要争前几名，但一定要求他制定目标，力求上进。做
好他的本份之事。考试，成绩和排名永远是家长最关心的事
情。对于考试，孩子考好的时候，我会很开心的祝贺他，叫
他再接再厉，但是不能过分的赞扬，这样容易使他飘飘然。
考砸的时候，我也不会马上去指责他，而是安慰他鼓励他，
问一下是哪里出了问题。要及时改正。我的心态是这样的，
凡事都往好处想，一次考试说明不了什么，人生也没有一帆
风顺的，总是起起落落，适时的给他敲一下警钟也挺好的。
告诉他：人外有人，天上有天。什么时候都不能马虎。过去
的就让它过去，我们还要以更饱满的状态迎接下一次的挑战！



在这儿，我想说，有差科的学生们，鼓起勇气树立信心，把
差科努力赶上来，你们将是优秀的学生。

在家的时候放他喜欢听的音乐，看他喜欢看的电视。聊他喜
欢聊的话题。时不时的抽时间倾听孩子的心声，有时候我们
想不到的，孩子说的有道理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尊重他，支
持他。这样才能打开孩子的心门，在学校里很多事情愿意和
我们分享，思想上没有隔阂，在家里也会帮助家长干一些力
所能及的活。另外孩子有问题时，处理问题的时候一定要讲
究方式方法，争取做到：态度不能粗暴，语言不能过激，寻
找相应的对策来解决问题。上了初中的孩子，如果再用强制
的办法硬管，是绝对管不了的。

现在我们和孩子呆在一起的时间越来越少了，所以尽量制造
出愉悦舒适的环境，让他紧张的神经得到充分的放松。所以
在他过星期时自己尽量不出去，多留在家里陪他。如果把孩
子比喻成风筝，我们就是风筝底下的那根线。线一定要给风
筝足够的飞翔空间，但不管风筝飞得多高、多远，都要有底
下的线牵引着，才能飞翔到理想的彼岸！以上这些是我的粗
浅认识，希望与在座的各位家长共勉。教育无定法，需要我
们在实践中摸索着前进。我相信，孩子们有父母的悉心照料，
有老师的正确指导，有学校的科学管理，一定会度过一个快
乐而充实的初中生涯，成功的走向人生的又一个起点。最后
祝老师和各位家长工作愉快、身体健康，祝可爱的孩子们学
习进步、身体健康、成绩一次一个台阶，最终走向理想的殿
堂！

谢谢大家！

八年级七班家长会家长代表发言稿篇三

下午好！在这里，我要感谢你们在百忙之中，抽空来参加这
个家长会。我真的很感动，同时也知道你们十分关心自己的
子女。为了共同的目标，我们走到了一起。相信我们只要紧



密地配合就一定能教育好我们的子女。

一、攀比心理。

有些家长拿自己的孩子跟别人的孩子比，看不到自己孩子的
优点，动不动就批评、指责孩子，恨不得自己的孩子处处都
比别人的孩子强。这样做，易使自己的孩子产生自卑感和忌
妒心理，并渐渐地丧失自信心。

二、补偿心理。

很多家长由于小时侯没有好的读书环境，感到十分遗憾，因
此往往会把自己未实现的愿望寄托在孩子身上，不考虑孩子
的具体情况，其结果使孩子产生逆反心理；有些家长自己孩
提时代生活条件不好，现在便给孩子无微不至的照顾和“高
标准”的生活待遇，从而让孩子产生依赖心理，缺乏独立生
活能力。

三、放纵心理。

四、从严心理。有些家长把严格要求理解为不断地批评和训
斥，甚至逼迫孩子把日常的休息和娱乐时间用来学习。这样，
孩子整天生活在恐慌和紧张之中，学习兴趣和记忆力普遍下
降。家长只有克服以上四大心理误区，针对孩子的特点对症
下药，施以教育，才能让孩子健康地成长。

那么如何使家长们克服心理的误区呢？我认为可以从以下几
个方面去考虑。

一，要用平和的心态去看待孩子，看到孩子的“另一半”。

上学期期末考试后，一位学生家长交流孩子的学习情况。他
不断诉说孩子的种种缺点：学习不认真，没有耐心，太粗心，
做题很马虎，成绩总是上不去，不肯听父母的话？？总之，



在他的眼里，孩子一无是处。正在成长过程中，孩子就像一
杯没有倒满的水，我们不能总看到“一半是空的”，重要的
是要看到已有一半的水，不能因为孩子一两次考试成绩上不
去就全盘否定孩子。每一个人都希望得到掌声受到表扬，尤
其是孩子。其实我们没位家长也有这样体会？？苏霍姆林斯
基曾说过：“不了解孩子，不了解他的智力发展、思维、兴
趣、爱好、才能、天赋、倾向，就谈不上教育。”每一个孩
子都有成为一个好孩子的欲望，家庭教育就应该让孩子找
到“我是好孩子”的感觉。事实上，我们要对有缺点的孩子
多一些宽容与赏识，多用发展的眼光看待他们，帮助孩子分
析落后的原因，提出应对的策略，你一定会发现“那只杯子
里的水越来越多”。当然，仅仅停留于看到孩子的“另一
半”是不够的，那样做不但不能促使孩子进步，反而会滋生
孩子的一些不良习惯。尽管表扬和鼓励是教育孩子的一种有
效手段，但并不是在任何场合、任何时候都奏效的“灵丹妙
药”，在看到孩子的“另一半”的基础上适时、适当的表扬
和鼓励，才是促进孩子健康成长的“添加剂”。也只有真正
看到孩子的另一半，才能从把孩子教育好的角度去真正地爱
孩子，才具备同孩子的沟通的良好心理基础。

二，给孩子一个锻炼的机会。

父母亲对子女的一切大包大揽、包办代替，像老母鸡护小鸡
儿一样，始终将子女护在自己的羽翼之下，不舍得让孩子做
力所能及的事情。还有的父母望子成龙心切，将子女活动的
范围完全限制在自己的视线之内。在某些地方，他们对子女
行了直接的甚至完全的控制，用各种清规戒律来约束孩子的
意志和行动，没完没了地纠正的指责，生怕孩子越出雷池一
步。过分保护会严重干扰孩子身心的正常发展，产生极其恶
劣的后果。

三，真正关爱孩子

现在的孩子都是父母手心里的宝，平时父母经常买些礼物送



给孩子，可是经过笔者的调查，却发现他们除了礼物之外，
其实更需要父母的爱。

（一）、把你的时间留一点给孩子

每天花一定的时间与孩子交流。抽出一定的时间陪孩子。时
间的长短并不重要，但是每天要花一定的时间坐下来，问问
孩子学习的情况，和孩子交流思想，沟通情感。

每天花一定时间和孩子玩耍。不一定要在空闲时，你在做家
务时也可以和孩子玩“猜谜语”等游戏，这样既不影响你做
家务，又让孩子在快乐中积累了词汇，岂不一举两得？和孩
子一起外出。带孩子一同去户外散步，上街购物，去公园赏
景，有条件的带孩子出去旅游，参观。拓宽孩子的视野，陶
冶孩子的性情。

和孩子一起看书、看电视。陪孩子看一些有益于他们身心健
康的书和电视节目，并相到交流观后感，培养孩子的鉴赏能
力。

（二）、把你爱抚送给孩子当孩子获得成功时，把你的亲吻
送给孩子，那将是对他最好的奖励。当孩子遇到挫折时，送
给孩子一个拥抱，将是对他最好的鼓励。把你的爱抚毫不吝
啬地送给孩子，无需太多的言语，孩子会觉得享受到了无尽
可的爱与关心，那会是他生活和学习的最大动力。

（三）、把你的信任送给孩子根据孩子的年龄，让他们适当
参与你的工作，他们会对你有所帮助，并分担你的工作。所
的孩子都喜欢与大人接近，并做大人的“事情”。让他参与
无疑是对他最大的信任。他会做得比其他任何一件事情都认
真。把你的时间、你的家抚、你的信任当做礼物送给孩子时，
你会是一位成功的家长。

（四）、从精神上善待孩子。虐待一词用在父母身上，听起



来有些耸人听闻，其中一些是故意的，法律上明确规定了的，
比如毒打；有些则是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的，但是这些行为
对孩子的身心发展很不利，我们也称之为虐待，包括精神上
的虐待。父母往往物质上对孩子无微不至。以下的做法，对
孩子的精神发展非常不利。

（五）、学会和孩子沟通。

沟通的通常方式是谈话。经调查发现，孩子是最厌恶的谈话
方式有下列几种：

唠叨型。某个道理孩子明明已经知道，可家长的絮叨没完没
了，这就把他们看低了。从心理学的角度上讲，这种絮叨是
一种重复的刺激，会在大脑皮层上产生保护抑制，你越说，
他越听不进。

迁移型。把别人身上出现的不良倾向和坏事，迁移一自己孩
子的身上，想当然地左叮咛、右嘱咐。这就把孩子看坏了，
从而把孩子的感情推向对立面。他们会对你的说教充耳不闻，
甚至反唇相讥。

提审型。刚发现一些苗头，便大惊小怪地孩子单独审问，这
就把孩子看死了。他们会因为你言过其实和妄加推断而大为
恼火，以致拂袖而去。

揭丑型。对于确有错的孩子，有些家长爱在吃饭时进行训话，
或当着同学、亲友的面大加数落，以泄心中之火，这就把孩
子看扁了。这样做会挫伤孩子希求保密、谅解和宽恕的心情，
从而伤害自尊心，很容易产生破罐子破摔的思想，进而我行
我素，无所顾忌。“爸妈问话不耐烦，只愿独居小房间”。
许多学生与家庭成员间的“亲情淡化”。他们从不主动与家
人谈心，或只是偶尔才跟家人谈心。家长，感觉与孩子存
在“距离”与“隔膜”，有时甚至无从沟通。



1，用心灵去接近

现在的孩子已有点独立精神，对父母不像小时候那么依赖了，
有时对父母的言语表现出逆反心理。这时，父母只要和孩子
友好、平等相处，用心灵接近孩子，还是能和孩子交朋友的。

我觉得尊重孩子的独立个性很重要。仔细想想，孩子很听话
不见得好，有独立判断能力倒是好事情。只有引导其个性发
展，他们才能超越我们。我让他们自己安排学习计划，很多
事情上放“权”给他们，这倒培养了他们的责任心。

要和孩子交朋友，要多站在他们的立场想问题，体会他们年
龄状况下的一种心态，才能做到以心交流。比如像上课讲话
等问题，我们都要站在他们的角度分析给他们听。只有在同
一立场上规劝才有效。这里有一例：有一次，老师反映，我
女儿上课吃泡泡糖。我先问明原因，才知老师怀疑她抄同桌
作业，暗地里调查她，她很委屈，就在该老师的课上故意捣
蛋。我感受到她的苦恼，站在她的角度劝她，你只有一趟趟
用好成绩给老师看，老师才明白真相。而用吃泡泡糖这种无
聊办法，更让老师觉得你不聪明。后来她果然这科成绩出类
拔萃。

1、学点新新人类语言

孩子为什么不乐意跟自己父母说心里话？那是觉得上一辈的
人一定不会理解自己的处境和心情。而一些父母，老是固执
地抓着过去的“育儿”道理不放，没考虑过“代沟”出现的
原因和解决方法。

2、多给孩子发言权

把孩子当作自己的朋友必须赋予其发言权，不管他的论点是
否正确，想法是否单纯。



3、从小培养沟通习惯，消除相互间的隔阂。

如果小时候缺乏和孩子沟通，等孩子长大了，特别到了高中
的敏感年龄，想要做他的朋友，我觉得那是不大可能的。

（六）、真正关心孩子的学习。

面对这些情况，家长应当怎样辅导孩子呢？

首先是热情支持。父母对孩子学习上的支持是多方面的，比
如在家里给孩子创造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看电视时，尽量
控制音量，不干扰孩子学习；孩子学习用的文具、书籍要给
他们随时添置。同时在生活上注意孩子的衣食住行，使孩子
时时感受到父母对他们的关怀。其次是认真督促。由于孩子
的自控能力差，父母心要的督促不能忽略。当遇到孩子放学
后把书包一扔就去玩，或一边做作业一边听收录机、看小说、
看电视时，父母就应劝导孩子，把孩子的注意力引导学习上
来。

第三是仔细检查。文化水平低的父母虽不一定能看得懂孩子
的作业，但也要仔细检查孩子的作业本，因为作业可以反映
出孩子的学习情况。如果发现作业马虎潦草，乱涂乱画，甚
至不完成作业，父母就要及时追问原因，要求孩子重新做好。
这样，可以逐步培养孩子认真严谨的学习态度和良好的习惯。

以上就是我想与大家分享的。谢谢大家。

八年级七班家长会家长代表发言稿篇四

尊敬的老师、各位家长、亲爱的孩子们，大家早上好。

我是（）的爸爸，非常感谢老师给我这么好一个机会，能让
我站在这里和大家共同探讨孩子的成长教育问题。刚刚老师
说了，今天是母亲节，我们感恩我们的母亲，更感谢我们像



妈妈一样的八二班的所有老师，正是你们的辛勤哺育以及呕
心沥血的付出，成就了我们孩子的优秀。

下面我想从三个方面来交流一下自己教育孩子的一些体会和
感受。

家长的一言一行直接影响着孩子，孩子的好习惯和家长有关，
孩子的坏习惯同样也可能是受家长影响。家长应该以身作则、
以自己的实际行动给孩子做一个榜样。比如说，要孩子自力
自强，我们自己就不能向父母伸手；要孩子勤俭节约，我们
自己就不能大手大脚；要孩子知难而进，我们自己在遇到困
难和挫折就不能怨天忧人，要孩子孝敬父母，我们自己就不
能虐待老人；……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在教育孩子时是一套，
自己行动时又是另一套，这样是绝对不可能收到好的教育效
果的。要让我们的行为给孩子一个正确的指引。

。

我们的孩子，有的成绩不是特别优秀，有偏科现象，其实并
不是孩子不够努力，而是接受能力有高低，有的孩子语文成
绩好、有的`孩子数学成绩好、有的孩子乐感好喜欢音乐、有
的孩子画画好喜欢美术。

所以作为家长，要全面了解孩子，要给孩子一个合理的定位，
要知道孩子在性格、学习、生理方面优点、缺点、和其他孩
子有什么样的差异。孩子的成绩在班级中的大致位置，学科
中有没有偏科等等。

和孩子在一起的时候，要多和孩子沟通，在沟通交流中感受
孩子的思想状况，及时发现问题。

这些都掌握之后，就要帮孩子分析原因，根据原因调整孩子
的学习方式或学习方法。帮助孩子确定合理的学习目标，确
定一个努努力就能达到的目标。比如说这次班级第三十名，



下次月考的目标就是第二十五名左右。只要有进步就要给予
鼓励，给予表扬，帮助孩子从学习中找回自信。让学生从进
步中重新找到学习的乐趣，建立学习兴趣。

要看到孩子的点滴进步和闪光点，理解孩子在学习中遇到的
困难，一定要多表扬多鼓励，少批评。

当孩子出现错误或者孩子不听你的安排时怎么办？

就要给孩子讲道理，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要让孩子明白，
错误的原因或者了解你安排事情的原因，让孩子明白，什么
是对，什么是错。别动不动就采取暴力手段，经常挨打或挨
骂的孩子（家暴），会产生严重的心理扭曲，甚至会影响孩
子的整个人生。再说，这个年龄段的孩子正处在青春期，自
尊心强，教育孩子更应该注意方式方法。最后我还想对孩子
们说几句，孩子们，春天过去了，有再来的时候，杨柳枯了，
有再青的时候，时光去了，就一去不复返了，莫让自己的青
春年华从身边悄然流逝，趁青春年少，奋发图强，为今后的
人生之路打下坚实的根基，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努力吧，孩子们，明年这个时候就面临着中考，在今后的这
一年里，相信你们一定会更加严格要求自己，戒骄戒躁，以
更饱满的热情投入到学习中，以更优的成绩来证明你们的人
生价值。

最后，祝我们的老师工作顺利，家长们身心愉快，更祝孩子
们取得更好的成绩！

八年级七班家长会家长代表发言稿篇五

尊敬的各位老师、家长、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上午好。

首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八年三班xxx同学的家长，十分感谢



学校给我创造这么好的一个机会，让我站在这里和大家共同
探讨孩子的成长教育，我感到十分荣幸。

我的女儿去年升入初中，当时我犹豫了很久，在如今家长都
把孩子送入市内念书的大潮中，我选择了双羊中学。一年多
来，孩子变得更加朴实、勤奋、刻苦、不事张扬，得到了大
家的肯定，借此机会，我特别感谢各位老师对孩子无微不至
的关爱。

作为家长，我时刻关注着孩子的学习，更加关注学校的教学。
去年学校引进了“小组积分制”的教学，当时听孩子说起，
还不太理解，怕他分心，怕影响到她的学习成绩，事实证明，
我的担心是多余的，原来这种教学的精髓就是合作，共同进
步。在物欲横流，私有化严重的当下，孩子们的合作意识并
不强烈，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思想非常严重，所以，每个
孩子都需要这种帮助，团结合作精神的熏陶和教育。

亲爱的孩子们，积分教学，小组合作，你们一路前行，梁启
超先生曾经说过：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我相信，
你们的课堂会更加精彩，你们的未来会更加美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