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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家访”架起连心桥
近日，教育部等13个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健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机制的意见》。这份
文件明确指出：要认真落实家访制度，学校领导要带头开展家访，班主任每学年对每名学生
至少开展一次家访。那在电子信息盛行、沟通十分便利的当下，家访到底有没有必要做？能
否对学生的学习和成长产生积极的作用，进而实现家校合作的“双赢”呢？
本期“班主任驿站”，一起走进天长市第一小学和肥东县第六中学小学部，看看两校的班主
任对此是怎么看的。

天长市第一小学

走进家庭 贴近心灵
□六（5）班班主任  姜晓梅
教育是雕塑心灵的艺术，作为教师应该用心去和学生进行交流沟通，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了
解学生，走进他们的情感世界，成为他们的朋友，感受他们的喜怒哀乐。
二十几年的班主任经历，让我深知师生心灵沟通的重要性。要成功沟通师生的情感，需要很
多技巧和方法，家访就是其中的一种。二十几年的教学生涯中，我一直坚持着家访。
在农村工作时，当时通讯还没有现在这么发达，再加上农村的留守学生比较多，学生都是自
己来学校上学，没有家长接送。所以要想了解一个学生，必须登门家访。走进家庭，了解后
进学生造成后进结果的深层次原因；发现优等生在其成绩优异的背后，可能难为人知的另一
面；对于贫困学生和遭遇不幸的家庭，为他们带去温暖和希望。
这种传统的家访很麻烦，但不可否认，家访的确是了解学生最有效的途径，对了解学生家庭
教育环境有很大帮助。家访也更容易让家长包括学生本人感受到教师的责任心和关爱，是一
种深度的感情交流。
如今，通信便利，打电话、发短信或微信，都能促进家长和教师的沟通。忙碌的工作之余，
“电子家访”成了我与家长沟通的重要途径。“电子家访”有很多优势，很多小事情一个电
话就能解决，不会耽误家长和教师的工作。这种新的沟通形式逐步取代了部分传统家访的功
能。但对于一些特殊的学生个体，我依然会采取传统的家访形式，走近他们，进一步掌握他
们的个性特点、内心情感，对学生进行有针对性、个性化的教育。我确信：当班主任叩开学
生的家门时，面对教师的拜访，孩子与家人的感受一定是一种温暖，而这种温暖显然是电话
或微信无法传递的。
在信息化时代，家访依然是不可或缺的。

家校共建 畅享沟通
□六（9）班班主任  于桂芹
家访是联系教师、家长、学生之间的纽带，是学校、家庭、社会之间的桥梁，在学校教育中
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事实证明，家庭访视是有效的教育措施。它在教育中的作用是无可
替代的。但是，随着科技不断进步，新的沟通方式层出不穷，家访的内容和形式也变得更加
多元化。
家访的形式更加多样。随着时代的发展，家访已经不再仅仅局限于家庭访视，教师可以通过
微信、电话、视频通话等方式跟家长进行沟通。在传统的家庭访视基础上融入新型的通讯手
段，可以扬长避短，更好地帮助教师通过家访来实现与家长的沟通，达到预期的效果。
家访有更强的针对性。每个孩子都是一个独立的与众不同的个体，家访也不能千人一方，为
了提高家访的效果，教师要学会合理使用不同的家访形式。比如针对平时性格开朗活泼、成
绩优秀的学生，我们可以选择与家长进行线上交流；对于家庭情况复杂、容易出现情绪问题
的学生，最好是定期家庭访视并辅以不定时的电话、微信等形式的沟通。教师要密切关注学
生的身体、心理健康的发展，以便及时与家长取得有效的沟通。
家访更加注重家校共建。教育从来都不是单方面的事，所以家访也应该是社会、家庭、学校
的合作共谋。为了提高家长在教育中的主动性，而不是仅有学校、教师的剃头挑子一头热。
学校要开展丰富多彩的家长活动，比如“每周开放日”，让家长真正参与到孩子的教育中
来，变“老师走出去”为“家长走进来”，让家访变成“你情我愿”的事。
让更多更先进的家访手段融入传统的家庭访视，在社会、学校、家庭的合力下，必然会更好
地发挥它们的育人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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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材施“访” 高效“双赢”
□二（3）班班主任  余天天
家访是联系学校、社会、家庭的一座桥梁，是教师了解学生家庭环境和背景的最好途径，是
把握学生个性特征和学习动态的主要渠道。当下电子信息盛行、沟通方式便利多样，家访的
形式也应与时俱进。教师要根据实际情况，分类操作，有效家访。
优秀群体，择情家访。优秀学生踏实自律，家长积极配合，学校布置的任何一项任务，他们
都不折不扣地圆满完成，还会主动找教师沟通和交流，根据这一类学生的情况可以选择性家
访。
中游群体，线上交流。中游群体，是一个班级中人数最多、发展潜力最大的群体，他们的学
习态度尚可，只是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导致学习效果不尽如人意，他们有的缺乏自信心、进
取心，有的付出不够，有的缺少指导，有的天资不同……对于这一类学生，教师要想办法尽
力改善，让他们努力达到自己能力的上限。为了提高效率，教师可以通过电话、微信、视频
等方式联系家长，发现问题及时沟通、及时解决，方式便捷，效果显著。
特殊群体，实地家访。特殊群体包括后进生、单亲家庭子女、留守学生等等，他们在学习、
生活、管理班级等方面，更需要教师的特别关怀。当教师叩开学生家门时，学生和家长所感
受到的是一种别样的温暖，这种温暖是电话、微信都无法传递的。教师坐在学生家里同家长
面对面地交流，家长从感情上更贴近学校，从心灵深处更理解教师，教师也能更全方位地了
解学生，真正做到“一把钥匙开一把锁”。
无论哪种形式的家访，教师都要积极主动，只有家长和教师相互学习、相互信任、相互合
作，形成一个家校联盟的共同体，才能真正实现“家校合作，和谐共赢”。

肥东县第六中学小学部
多样家访 共育成长
□三（2）班班主任  阚  月
家访，不一定都要到学生家里去，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具体对待，凡是以促进学生心理健康和
学习效果为目的的家访就是好的家访。下面结合我自己的工作经验，来谈谈几种家访的形
式。
首先是走进家庭的传统意义上的家访。带六年级的时候，有一个男生对我说：“老师，我想
请你到我家家访，我觉得以前的老师家访，都是到成绩好的学生家里去，像我们成绩不好
的，老师都不会来。”听了他这句话，我感受到了他的心声，即使工作再忙，我也要去。后
来，我不只去他家一次，明显感受到他在学习上的积极性好多了，有些做得不好的地方，只
要我提醒他都会努力去改正。
其次是微信交流，目前我们班级有两个留守学生，其中一个学生家长对学生重视程度很低，
导致该名学生严重缺乏安全感，与同学打闹，总认为是别人欺负他，网课期间，更是沉迷网
络。我就发信息给他远在上海的爸爸，希望他们多关注孩子的问题。另外，这名学生的自我
评价比较低，甚至在日记里流露出“轻生”的念头，我把日记发给他爸爸看，希望他们可以
多重视，而我也会在学校多关注他的成长，多鼓励他。现在这名学生的家长开始从行动上关
注孩子了，并且有了回来陪伴的计划。
最后就是主动请家长到学校来聊一聊。我很反对责问式地请家长，因此，每次请家长我都会
告诉他，只是聊一聊，探讨一下怎样解决孩子遇到的问题。一般情况下，我也不会把家长叫
到办公室聊天，一方面影响同事工作，另一方面也不想让家长在公众场合拘谨。
所以，一切本着为学生健康成长为目的的真诚沟通都是可行的，形式并不重要，与家长达成
真正的家校合作才是最重要的！

家校沟通促成长
□二（3）班班主任  王薇薇
小时候，每当听说老师要来家访时，通常是紧张大于激动，莫名的害怕……
长大后，我成为了一名教师兼班主任，每当学校安排我们到学生家里家访，有点抗拒。时而
反思，这问题主要出在我自己身上。小时候学习不好，总害怕老师来家里打小报告……
作为一线教师，大家都有体会，我们在注意到学生一些异常情况后就会第一时间和家长沟通
解决，比如孩子最近注意力不集中了，和同学经常闹矛盾什么的，班主任一般都会立刻向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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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了解相关情况，对学生进行相关心理辅导教育，帮助其改正。我觉得这样的即时沟通行
为，也可以算作教师家访工作的表现。
学校组织家访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家长了解学生在学校的情况以及各方面的表现，让老师了
解学生在家里的表现，加深对学生的了解。通过家校沟通，共同促进学生进步。我认为只要
能达到这个目的，无论在哪个地点，用什么样的形式和学生家长沟通都不是问题。考虑到学
生的家庭环境，以及父母对孩子教育的重视程度等变量因素，家访的效果还是因人而异的。
无论采取何种家访形式，相信只要教师和家长心连心，我们的学生都能健康快乐成长。
本版稿件由吴琼、江炎魁综合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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