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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访结束，闲下来了，买的纸墨
到了，对孩子们的名字还不是很熟悉，
边写边回忆家访时遇到的一张张可爱
的笑脸，乐在其中。”8月18日深夜，鄞
州区堇山小学的新生班主任杨美玲发
了这样一条文配图的朋友圈，引来众
多点赞。许多人点评“有爱心，有才
气！”“认真的杨老师，怎一个赞字了
得！”

记者联系到杨美玲老师时，她很
意外，一直说“哎呀，那个写着玩的”。

杨美玲是从上周开始家访的，那
是这个夏天最热的时间段。她告诉记
者，因为天气热，尽量安排晚上多家访
几个学生，每天在家里随便应付一下
晚饭就出门了。全班44个学生，她和同
事花了约一个星期家访完。“前面几
天，我们每天走八九户家庭；距离远
的，我们安排在后面，每天大概走四五
户。说实话，挺累的，但是累并快乐着。
家长们都很热情，许多家长担心我们
找不到，就主动到小区门口来接，这让
我们很感动。和四十多个孩子初次见
面，有好多惊喜。”

家访结束后，终于有自己的时间
了，杨美玲就拿出笔墨练练书法，“练
着练着就想到不如写写学生们的名
字，可以再熟悉下每个孩子。”就这样，
她边写边回忆着孩子们的样子，若是
想不起来，就翻出家访时拍下的照片，
看一看。

杨美玲还说，为了让小朋友之间
快速互相认识，她打算从名字入手，订
制一套姓名牌，贴在课桌上。“这样便
于其他任课老师快速认识，还能利用
这个生活中识字的情境，让小朋友课
后认一认。”

担心给老师留下邋遢印象
他们干脆约老师在茶馆见面

老师来家访
“走心”的家长“想太多”

市民马女士的儿子即将成为鄞州一
所中学的初一新生，上个双休日，老师来
家访。

“我一听周六老师要来，立马就紧张起
来。打扫卫生是必须的，可是我哪有时间打
扫啊！工作日紧张地上班，双休日忙着做

‘车夫’，家里很乱，也不是一天两天就能整
理好的。”马女士告诉记者，她后来想了个
办法，一家人和老师约在茶馆见面，“孩子
小学时，老师也来家访过，我光拖地就拖了
三遍，就怕哪里不干净，给老师留下邋遢的
印象。这次索性轻松点，没约到家里来。”

马女士坦言家访让她压力挺大，“那天
家访来了三个老师，教科学的班主任、语文
老师和社会老师。第一次和老师见面，我怕
给老师留下不好的印象。虽然初一还没正
式开学，但我已感觉到和小学完全不一样
的气氛了，我家儿子坐不住，比较调皮，我
已经开始焦虑了，向老师说了一大堆儿子
的缺点。”

让马女士心情变好的是，三位老师给
她吃了一颗“定心丸”，告诉她调皮是男孩
子的“通病”，到了初中慢慢会好、会懂事
的，“可能老师见的孩子多，他们很包容，这
让我很心安。老师也很辛苦，那天家访结束
已经是晚上10点多了。”

不只是家长，老师在家访前也会精心
准备。

宁波诺丁汉大学附属中学新高二班主
任刘清转老师在放暑假前，以“告家长书”
的形式，告知学生及家长家访中要交流的
内容：暑假有没有制订学习计划，计划落实
得如何？暑假里每个学生每天要有一小时
以上的家务劳动或健身活动，有没有完成？
每周有没有类似于家庭会议之类的家庭活
动，就某一话题各人发表观点，增进家庭成
员间的思想交流？

刘清转还特别布置了一个“家长作
业”：家访时，家长要当着孩子的面给老师
说出孩子的几个优点。为什么要家长挖掘
孩子的优点？因为家访中听多了家长的各
种“吐槽”。

“我们老师发现，家访中，有两个问题
家长反映比较多，一是孩子在假期不够自
律，自我管理比较差，家长对此很焦虑；二
是亲子关系差。其实这两个问题是因果相
连的，因为孩子假期中比较懒散，家长对此
不满意，却又没有很好的办法，一味地唠
叨、指责，这样不停地打击孩子，让孩子无
法忍受，导致亲子关系很差。”宁诺附中副
校长章宏分析说，孩子上中学后，很在乎父
母如何在老师面前评价自己，家访中，家长
不要一味地指责孩子，而是要善于挖掘孩
子的亮点，“孩子存在的问题，不一定要家
长讲，孩子到了十七八的年纪，会有自我反
思的能力，家访中只要稍微引导一下，比如
假期已过半，哪些方面有收获，哪些方面还
没有做好，让他自己来分析、来表达，然后
秉着共同解决问题的目的，家长和老师一
起来交流，这样谈话无论是氛围还是效果，
都会好很多。”

家长不要光“吐槽”孩子
要善于挖掘孩子的亮点

老师：重点在交流，应鼓励孩子多与老师沟通

眼下正是老师
对 学 生 进 行 家 访 的

时候，爸爸妈妈们为了在
老师面前争取“印象分”，
家访前给自己各种加戏：
怎 么 把 家 里 布 置 得 漂 亮
点；怎么让孩子在老师面
前好好表现一番；老师面
前 是 把 孩 子 夸 得 像 花 一
样，还是说说他的各种劣
迹；要不要给老师准备礼
物，即便老师不收，是不是
印象也会好一点……

一听老师预约家访，很
多家长“压力山大”，老师说
很多内心戏明显是走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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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教育孩子需要学校、家庭、
社会的三方合力，教师上门家访是为了全
面观察了解学生，以便日后的教育可以有
针对性地因人施教，这是家校协同育人的
一个重要环节。

那么家访中，除了学习，家长和老师还
可以进行哪些方面的沟通呢？宁波市曙光
小学教师、市中小学名班主任娄冬芳做了
30年班主任，她建议家长如实告知家庭成
员的组成以及家庭成员对孩子的照顾、教
育等方面的分工，便于老师了解家庭成员
对孩子的教育参与度。

此外，家长可以实事求是地告诉老师
自家孩子的“特别”之处，如“弱视”“过敏”
等，以及一些性格方面的不足，便于老师日
后对孩子酌情照顾与关注。“但是在介绍孩
子缺点、不足时，要将孩子支开。同样，不能
当着老师的面批评孩子，以免孩子日后在
老师面前不自信。”

娄冬芳还提出一个观点，为了拉近孩
子与老师之间的距离，家长要让孩子感受
到老师来家访是很幸福的事。“要鼓励孩子
自己与老师沟通，并在老师面前大胆展示
自己的特长。孩子与老师在沟通时，家长不
要抢话。如果孩子太内向，家长可以多引
导，但不要替孩子把话说完。”

“家访是很幸福的事”
应鼓励孩子多与老师沟通

这位老师家访后
边练书法边回忆家访点滴

担心给老师留下邋遢印象
一家人约老师在茶馆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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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美玲老师写的字。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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