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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芳顶着灼灼烈日穿梭在大街
小巷，花费一个多月的时间完成了
40余名学生家庭的走访工作；钱晓
红以前是“路痴”，经常手握导航却依
旧来到死胡同……这一个多月来，他
们迎着朝霞出门，披着星光归家。虽
然很辛苦，但老师们为自己能帮助更
多的学生而欣慰。

“多年的家访经验，让我对整个
象山县多个村庄的小道都越来越熟
悉，现在‘路痴’的状况已经有所改善
了。”钱晓红笑着说。

家访时，班主任会和学生们从儿
时的趣事聊到青春期的烦恼，用真诚
去打破学生们的心理防线，让他们卸
下心防。此外，老师还会悉心将收集
到的信息记录成册，形成一份份新生
档案。不仅包含身高、体重、兴趣、特
长等基础信息，还包含家庭组成、是
否贫困（需要在开学后为其申请政府
补助）、是否单亲、是否为留守少年、
家庭氛围等重要信息。

钱晓红说：“为了因材施教，家访
的辛苦不算什么。职业教育不仅育
人、育才，更重要的是用爱育心，我们
学校的班主任都是这样的。”

家访结束后，许多家长发来感谢
的信息，纷纷表示孩子对接下来的学
习生活充满了信心，是老师的细心关
爱激发了他们对新环境、新知识的渴
望与向往。

每个老师都是平凡人，但教书育
人、因材施教的爱生之心为他们披上
不惧烈日的盔甲。他们就像一个个旋
紧的螺丝钉，让象山港高级技工学校
在职业教育的路上踩出一个个脚踏
实地的脚印。

坚持暑假家访，班主任说

“为了因材施教
家访的辛苦
又算得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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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奇（化名）原本生活在
一个美满的家庭：父母都在当
地兢兢业业地工作，姐姐在一
线城市拼搏事业。虽然生活不
算富裕，但在家庭每个成员的
共同努力下，经济状况一年比
一年殷实。

本想着这样稳定的生活
会一直持续下去，谁也没想
到，今年暑假，刚刚结束中考
的王奇却经历了他十几年人
生中的最大变故：父亲在工作
中意外去世，刚刚好转的家庭
状况，又因为失去至亲而陷入
深渊。

“我到他们家里家访时，
王奇的母亲无法克制悲伤的
情绪，王奇也在一旁落泪。”黄
芳老师作为王奇的班主任，对
这一情况也深感同情，觉得自
己有责任让这个孩子重拾信
心，涅槃重生。

“爸爸还在的时候，我们家
还是很幸福美满的，虽然算不
上有钱，但我也很心满意足。爸
爸走了之后，家里只剩下妈妈
和姐姐，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王奇一边流泪，一边断断续续
地向黄芳倾诉着。

家访结束后，黄芳加了这
对母子的微信，时常在微信上
和孩子聊天。有时聊布置的暑
假作业是否有难处，有时聊聊
未来的专业学习，尽量转移孩
子对父亲去世这件事的注意
力。

“经过几次的沟通，我觉
得他的心态稍微积极了一点，
慢慢能够面对这件事了。我们
都不知道意外和明天哪个先
来，我们老师能做的，就是给
学生足够的关怀，让他重新拥
有积极的心态来面对明天。”
黄芳说。

儿时父母离异后，胡佳
（化名）由母亲一人艰难抚养
长大，与父族方面的亲人直接
断了联系，父亲乃至爷爷奶奶
等再也没看望过他。母亲由于
生活重担以及自身对教育方
面的认知不足，对孩子关心关
爱不够。

班主任钱晓红说，当时她
来到胡佳家里家访的时候，已
经是下午三点了，他母亲因为
家访才赶回家中。“我赶紧问
孩子吃午饭了吗，他迟疑了一
会儿，吐出两个字：没有。”

“胡佳性格比较孤僻，朋友
也不多。我工作期间，他基本上
都是一个人在家。”胡佳的母亲
说。钱晓红了解到，胡佳因为母
亲不在家，对于饮食也非常随
便，有一顿没一顿是常态，经常
饿着饿着就到了晚上。

在家访过程中，钱晓红注
意到，胡佳一直低着头不说
话，但是当母亲说到他时，却

会突然反驳。“这说明这个孩
子是有攻击性的，和外界处于
一个对抗的状态。”

家访结束后，钱晓红留下
了孩子的微信，经常在饭点发
去信息，提醒孩子按时吃饭，
并询问他想不想加一下未来
同学的微信闲聊几句。“我在
接下来的家访中留意了三四
个活泼开朗，性格乐观的同
学，在安排新生时，会把胡佳
安排到他们身边，希望他能被
同学们的快乐感染。”

钱晓红还为他制作了一
个新生辅导计划表，上面单
独为他留出了军训时和开学
后与他的谈心时间，帮助他
克服开学的挑战。另外也向
学校的心理咨询室做了备
案，为他在开学后的心理资
本培养辅导活动留下了一个
名额，帮助他更好地克服内
心的孤独感，能够尽快敞开
心扉，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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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家里的顶梁柱轰然倒塌
如何让小男生积极面对明天？

从小缺乏亲情的他孤僻又叛逆
如何让他重新接纳这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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