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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小学班主任的工作语境中，
“家访”是一个过去被熟知、曾经淡出视
野而当下又逐渐回归教育生活的词
语。20世纪50年代，家访是学校教育
工作的一项常规，是班主任的基本职责
之一。至70年代，家访成为一种普遍
的教育现象，是家校联系的主要方式。
改革开放后的20余年，在信息技术迅
猛发展的背景下，家访随应试教育功
利化倾向的逐步加大而离学校和教师
渐行渐远，其对于家庭和学生的影响
也日渐式微。21世纪以来，面向快速
变化的时代，构建更加开放、与社会联
系更为紧密的学校建设模式成为重要
的教育议题，家访被重新提上议事日
程。2020年10月，党中央、国务院印
发的《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
方案》提出，“坚持把立德树人成效作
为根本标准”，以“落实中小学教师家
访制度，将家校联系情况纳入教师考
核”的要求来“改革教师评价，推进践
行教书育人使命”。可见，中小学教师
家访制度的落实不仅关乎教师评价改
革，更被提至完善家校协同育人机制
的战略高度。

所谓“家访”，是“到家”而访，这有
别于通过电话、短信、微信等通信手段
了解学生家庭情况，只有亲眼看见、亲
耳聆听、亲身感受，每个家庭独有的鲜

活场景才能让家访衍生出生动而具象
的育人场域。而“家访”中的“访”是有
计划、有目的、有准备、有方法、有成效
的探访、寻访、求访，它不仅是一种有
效的家校信息沟通方式，更应当成为
一种极其重要、不可替代的教育手
段。家访的最终目的是促进学生的身
心健康和综合发展，实现家校协同育
人的最大合力。

班主任在实际家访中应避免两类
偏差：一是聚焦“错位”。班主任将关注
点集中在学生的学习成绩和在校表现
上，而忽视对学生整体发展状况的呈
现；在向家长陈述学生问题时，缺乏对
事实的全面、客观描述，归因简单、主观
评判色彩浓厚。这极易招致家长和学
生的阻抗心理，从而导致沟通失效。二
是能力“缺位”。班主任忽略对学生的
家庭氛围、家长教育理念和教育方法的
深入探究，忽视学生心理品质和个性特
质的差异，缺乏与家长一起“会诊”、探
求问题真相并开出“处方”的意识。这
其实反映了班主任在家庭教育指导方
面存在角色认知误区和能力建设盲区。

为此，家访中，班主任要与家长建
立“伙伴关系”，形成育人共同体。

首先，避免家长“空场”。家长的教
育参与权不容忽视，家访理应成为班主
任和家长“共在”的“主场”。班主任应

以平等的姿态积极引导家长参与对话，
向家长学习，和家长成为学习互进的

“合伙人”，避免唱“独角戏”；家长也应
增强自身的教育参与意识，主动与班主
任一同演绎教育的“协奏曲”。

其次，学生应当“在场”。儿童是有
真情实感的客观存在，是家访的主体，
理应成为“局内人”。三方“共在”的家
访才能真正提升教育的针对性和有效
性。没有家长和学生“在场”的反馈，家
访只能算是班主任的“通报”“告知”，何
谈共识的达成？

再次，要有互动“生成”。班主任与
家长的互动促进了双方作为教育者的
自觉与反思；家长与其子女的互动密切
了亲子关系；班主任与学生的互动增进
了师生双方的情感。一次有效家访为
三方的价值共创和价值共享提供了“交
集”，扭转家校共育的失衡。

理解孩子是教育的起点，改变教育
从改变关系做起。家访如同一扇窗，为
班主任打开学生的另一个世界；家访更
像一扇门，引领班主任走进另一个课
堂。构建家校共育一体化班主任家访
工作机制，让家访回归现代教育生活，
让班主任和家长成为学生最亲近的
人。新时代背景下，家访这一被赋予时
代使命的重要方式，成为提升育人成效
的应然之举。

改善教群关系，增强家校联系。2022-2023新学年新学期
以来，全市60000余名中小学教师走进810000余名学生家中
开展全员家访，拓宽和加深对学生成长环境的感受与认知，探求
促进学生全面健康成长的共育之道——

9月底，我有一次特别的家访经历。
新学年，送走了毕业班，迎来了新的一

年级。开学前，因为疫情，我就认识了一个
特殊的家长。打电话催二码（健康码、行程
码），孩子爸爸很为难地和我说，他自己看不
见，手机不大好操作，但还是很配合，说想办
法找店里的客人或者邻居帮忙上传。

复课那天，家长带着孩子来报到，拄着
导盲棍，带来了将要上一年级的男孩，还有
一个女儿。上学第一天，孩子爸爸便打电话
给我，说孩子有些调皮。才只有半天，我便
领教了小家伙的厉害。何止是调皮？他在
草丛里、走廊里、教室里没有一刻得闲，每个
走进教室的老师都能看出，这是一个不一般
的学生。

刚上学两周，我便记录下了他大大小
小层出不穷的“事件”。走廊哭闹事件、吐口
水事件、草丛如厕事件，等等，让我时刻担心
别人和他自己的安全问题。他能用哭闹声
撼动整层楼，会对着老师伸出拳头，可以向惹
他不满的孩子吐口水。他想脱鞋就会脱鞋，
露出肉色的丝袜；他想去草丛就会去草丛，全
然不顾班级齐整的队伍；上课时，他想去倒水
就去倒水……我常常恨自己表达得不够生
动，刻画的细节不够传神，不能让他的家长充
分想象孩子在校的言行及呈现的问题。

孩子的父母都是盲人，这样的家庭自然
是特别的。为了这次家访，我做足了准备：列
好了要点，带好了材料，请好了陪同的老师。

一进学生家门，毛坯的墙壁，毫无修饰，
堆着许多杂物。三间房，一间是父母和孩子
睡的，倒是干净整洁，显得格外亮堂；一间是
爷爷住的，就稍显杂乱了些，薄薄的被单积
攒出岁月的痕迹；还有一间没有窗户的小房
间，只能塞下一张单人床，是给店里两个工
人睡的（他们有一家盲人按摩店养家）。

屋里没有什么能坐的地方，我便站着和
家长聊起孩子的教育问题。孩子太好动了，
甚至在我面对面和他家长谈话时，跑到我们
面前手舞足蹈，无规律地胡乱舞动着。能看
见的爷爷也并不阻拦，流露出欣慰的表情。
事实上，之前在学校和爷爷的交流实在困
难，我听不懂他的爷爷在讲什么，孩子爷爷
也完全不能听懂我在讲什么。

我有些无力，孩子在家时，这家里唯一
的“顶梁柱”——孩子爸爸，真的能发现孩子
的问题吗？

还未等我提问，孩子爸爸主动抛出了一
个话题——有人问他们，明明父母都是盲
人，又是这样的条件，为什么还要生这么多
呢？他给出的答案是想要传宗接代。我听
得出来，孩子的爸爸是有些委屈的，为什么
盲人不能拥有那种传统的、幸福的生活呢？

是啊，他们已经失去了很多，明媚的阳
光、缤纷的色彩，他们都没有感受过。相反，
因为残缺，这生活的不易，怕是已经品尝够
了。而这位特别的家长，其实已经很努力
了。虽然家里算不上干净，但自己的衣服、房
间，也努力做到整洁，凭着自己的双手，勤恳
赚钱养家，忍受各种非议，辛苦拉扯两个孩
子。难道不是为了让自己的生活好起来吗？

但我又不太能理解。事实上，他们的传
宗接代，是指生下儿子。家访过程中，可以看
得出来，这家的女儿虽是姐姐，却是非常黏弟
弟的，几乎是以弟弟为中心了，我想这和家庭
环境是有关系的。不仅如此，也正因为孩子
的父母看不见，有很多事做不了，而平时接
送孩子的爷爷思想更为传统，对孩子的成长
几乎是没有干预的，可以说得上是贴近自然
了。这样，真的对两个孩子好吗？我遗憾又
同情。对学校教育，孩子的爸爸不是不配
合，相反，对老师的话他总是点头认同，只是
有很多事他根本不知道而已。那一瞬间，我
突然明白了，这和我以前的家访不一样。我
不能仅仅告诉他在家可以怎么做，还要更仔
细地向他说明孩子存在的一些问题，指导他
如何针对孩子存在的一些不恰当行为作出
引导……总之，思想的转变最为重要。

家访那天之前，我只觉得遇到了一个连
尊重都不明白、令人头疼的孩子。但那天的
家访，让我更真切地看到孩子背后的现象。
进而想到，还有多少家庭也有着“看不见”的
问题呢？

如果看不见，就无法更好地实施针对性
的教育。虽说教育好孩子，不是老师单方面
就能做到的，但我仍然希望能以师者的绵薄
之力，帮助这个家庭看到多彩的生活。

（南通市崇川小学 朱青晴）

根据班主任的安排，本学期我家访的对
象是小沈等 10 个学生。平时工作忙，那国
庆假期无疑是个不错的家访机会。

七天时间里，居然只有 6 号相对空闲，
行，那就6号家访吧。微信群里征询这10个
家长，7位家长表示时间方便。

早上小雨淅沥，第一家是住在德禾小区
的小沈同学。小沈父母是为了孩子入学才
购房来县城的。令我感动的是，爸爸今天特
意请了假在家接受家访。交流中才知道，这
个才8岁的小孩子，学校发的牛奶和面包，
自己不舍得吃，都是带回来给妹妹吃。这时
我给坐在一边的小沈竖起了大拇指。

第二家是小姜。小姜的父母均来自外
地，他们一家住在爸爸工厂的职工宿舍。80
多平方米的房子，干净整洁。特别是小家伙
的房间，课外书整整齐齐，玩具、衣服井井有
条。小姜妈妈总是说，孩子不够优秀，现在
的孩子很内卷。“儿子很优秀，父母不要过于
焦虑，过高的要求会让孩子失去信心，我们
要多鼓励孩子，给孩子成长的信心。”我这样
告诉小姜妈妈。

第三家是刚从徐州转过来的小颜同
学。小颜的父母开了间烧烤店。说实话，孩
子刚到班时，我还担心父母忙于生意会忽略
孩子的学习，一个月下来，小颜无论是阅读
打卡还是体育打卡，都能及时完成。当我问
到有没有需要我们帮助时，小颜妈妈说，孩
子基础差，还要老师多费心。我笑着说：“放
心，我们会一起努力的。”

第四家是来自山西晋中的小赵。小赵
的父母都在开发区的工厂工作十多年了，孩
子一出生就在如东。一家三口租住在顶层
的阁楼，房子不大，同样干净、整洁。给孩子
送了一本书，希望小家伙爱上阅读。

走进小盛家，小家伙一脸拘谨地站在客
厅里，妈妈让他坐下，他这才坐在离我较远
的沙发上。盛妈妈又催了一下，他这才靠近
我一些。这小伙子学业优秀，长得也是眉清
目秀。最需要改进的就是不自信，听妈妈说
平时在家也是尽量多机会锻炼，还给他报了

口才班。希望这个孩子在二年级有更多的
进步。

从小盛家出来已经是11点10分了，最
后一家走访的是小翁家。小翁是二宝，父母
均是70后，姐姐大学在读。听翁爸爸说，今
年他调整了原先的工作，一心陪伴儿子成
长。高情商的小翁其他都好，就是做事有点
磨蹭，推荐了一本《拒绝拖延症》给小翁爸爸
学习。

下午走访的是来自陕西安康的小魏。
小魏父母在如东从事足浴工作已经 8 年
了。听小魏妈妈说，孩子在老家上学时成绩
也数一数二，不过和这边孩子一比，还是有
些差距，孩子有信心赶上来。魏爸爸说，孩
子脾气有点大，我建议父母要调整和孩子的
交流方式，给孩子平等、尊重，凡事多商量。

细数今天家访的七个孩子，还具有一定
的代表性。从地域来看：外来务工人员子女
4人，本县乡镇购房入学的学生1人，开发区

“土著”子女2人。从家庭子女数量来看：独
生子女2人，非独生子女5人。此次家访，我
更多地关注了外来务工子女。我发现外来
务工人员子女的学业主要面临这样的几个
困境：一是学习氛围相对不足，父母大多是
做小生意的；二是教育方式还需要提升，过
去的打骂的方式还存在于当前教育方式中；
三是教育环境的多变，因为父母时常会改换
工作地点，孩子常常面临转学。面对这些困
境，从学校出发，我们对于外来务工人员的
子女需要更多的关爱，从学业、生活等方面
给予更多的帮助；对于外来务工人员要多指
导，借助家长学校、父母共读等方式引导他
们用更科学的方式来养育孩子。

家访是什么？我以为，家访是老师、家
长把各自的教育理念、教育方式告诉彼此，
互通有无，最终让学校和家庭形成教育的合
力。“共同的生活才能获得共同的言语密
码”。走进不同的家庭，你才会更加理解这
些家庭教育的难处，给予他们更多的理解和
帮助，因为双向奔赴才能创造教育的美好!

（如东经济开发区实验小学 张小琴）

家访家访，，通向教育的澄明之境通向教育的澄明之境

3-6岁是孩子成长的关键期，孩
子的性格和行为习惯养成对于今后的
人生至关重要。家园共育，搭建教师
和家长充分了解、相互信任、协同育人
的桥梁，幼儿园教师家访是一条重要
的途径。

家访，用情合奏共鸣。9月开学
季，新生即将进入幼儿园学习，如何帮
助孩子顺利度过分离焦虑期，同时缓解
家长的担忧顾虑和紧张情绪，入园前的
新生家访活动意义重大。家访让老师
们与孩子提前熟悉并拉近距离，增加孩
子的信任感。教师通过与家长的倾心
交谈，了解孩子的性格特点、生活习惯、
兴趣爱好、家庭教育环境，便于根据孩
子的个性差异进行针对性的指导。同
时，教师给予家长指导：如何做好入园

准备、幼儿园的管理方式、孩子入园一
日生活等，让家长做到心中有数。真心
的交流，增进了情感共鸣，为幼儿入园
适应奠定良好的基础。

家访，让爱润泽童心。家访是打
开孩子心灵的钥匙，更是家园之间爱
的传递。在幼儿园内也有特困儿童、
留守儿童、单亲儿童、特殊儿童等群
体，教师通过家访能更好地了解这群
孩子的家庭状况和成长环境，全面推
进教育扶贫政策，切实做到“不让一个
孩子因贫困而失学”，更重要的是通过
家访给予家庭教育指导和帮助，给这
群孩子更多的关爱和鼓励，帮助家长
解决一些力所能及的困难，让孩子感
受幸福和温暖，促进孩子向着健康的
方向发展。

家访，用心双向衔接。通过家访还
可以促进家园双向衔接、资源共享。一
是通过教师介绍，让家长了解幼儿园的
教学特点，普及科学幼小衔接。针对家
长疑问，进行交流和沟通，获得家长的
理解和配合；二是通过走进儿童家庭，
了解家长的文化素质、工作情况等，有
助于教师充分挖掘家长教育资源，合理
利用，开发游戏资源、课程资源；三是通
过相互交流，教师可以提取家长中先进
的教育理念和有效的教育经验，进行家
教经验的推广和分享。另外在家访过
程中适时普及安全教育，更能助力孩子
快乐成长。

引导幼儿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不
断提升教育的满意度和幸福感，家访工
作就是一面行走的旗帜。

信息时代，家访又成了热门话题，
在交流方式日益数字化的今天，家访
到底意义何在？从校长的角度，我认
为在当前形势下，家访依然是不可取
代的家校共育的有效方式，没有一次
家访是可以忽略的。其意义可用三句
诗来概括：

不畏浮云遮望眼

很多时候，我们对学生及其家庭的
了解来源于和学生及家长的谈话，也许
我们认为这足够了。但俗话说，眼见为
实，如果我们去孩子的家里实地看一
看，和孩子其他的家庭成员再聊一聊，
我们会发现，之前我们的一些理解是不
全面、有偏差的。我校初二有个学生，
最近情绪有点不稳定，孩子的奶奶和老
师沟通也有些不顺畅，老师们推测孩子
和父母的沟通存在一些问题。慎重起
见，年级主任和任课老师进行了一次家
访，通过实地观察以及和孩子其他家庭
成员的交流，终于发现孩子情绪不稳定
是另有原因的。于是，我们对症下药，
制定了可行的方案，帮助孩子调整心
态，投入学习。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

家访，可以让我们真实地了解学生的学
习、生活状况，不被一些表象所迷惑，从
而更好地走进孩子的内心。不畏浮云
遮望眼，自缘身在家庭中。

不信春风唤不归

融洽的家校关系，是学校和家庭形
成合力的基础。老师和家长的交流方
式，一般都是打电话、发微信，孩子有严
重问题了，老师就会把家长请到学校
来，再者就是每学期会开一次家长会。
这样的沟通方式，老师一直处于主导地
位，甚至高高在上，所以家长怕接老师
电话，怕被老师叫到学校，怕开家长
会。少数老师还会有处理不当的现象，
如群里点名批评，家长会开成告状会
等，弄不好会产生家长和老师的对立，
不利于家校协同，共同做好教育工作。
而家访就不一样了，一般都不会为一件
具体的事情，老师走进家庭，聊聊家常，
聊聊孩子在家在校的情况，交流交流教
育方法，沟通平等而轻松。有的家庭住
得比较远，或比较偏僻，有的家长比较
忙，老师的辛苦奔波和耐心等候更能让
家长和老师的心贴近，融洽的家校关系

会促进家长和老师同向发力，很多问题
就迎刃而解了。

万紫千红春满园

对于教师而言，每个孩子都重要，
不是一句空洞的话，要求每位老师平
等地对待每一位学生。每个学生在学
校的班级也许只是五十分之一，可在
每个家庭都是百分之百。目前我们的
家访，要求做到每个学生全覆盖，重点
学生多关注，就能体现面向全体学生
的理念。无论是班级中的“学霸”，还
是平时默默无闻的学生，抑或经常被
批评的孩子，在全覆盖的家访中都得
到一样的关注。每位老师都是德育工
作者，也不是抽象的理论表述。尤其
是科任老师，关心学生的学习，更要关
心学生的成长，每个人都责无旁贷。
我们学校在班级管理中推行“一主三
师”，家访落实到每位科任教师。家访
前，班主任召集任课老师商量，确定家
访方案。家访结束，班级所有老师还
要在一起交流，反馈情况，共同制定措
施。这样真正做到全员育人，立德树
人根本任务也落到实处。

◎大家谈

◎家访手记

南通市教育科学研究院 李屹：

家访是极其重要、不可替代的教育手段

跃龙中学校长 胡健：

家访是家校共育的有效方式

通州湾实验幼儿园 胡春梅：

幼儿园教师家访好处多

利用假期去家访

因为家访 所以“看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