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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心得

家访争议
从“必要传统”到“隐私焦虑”
“老师要来家访，我提前几天就开始

收拾屋子，水果都买了好几种。”“90后”家

长王群坦言，家访的“仪式感”让她倍感压

力。在关于家访的微博热搜话题下，“疲

于应付”“隐私暴露焦虑”等成为高频词。

单亲家庭担忧被标签化、“蜗居家庭”害怕

居住环境被评判、职场父母苦于时间被挤

压——数字化时代，家长正在用新的价值

尺度衡量传统教育仪式的必要性。

这种群体性焦虑在浙江某家长发起

的网络投票中被量化呈现：6200余位参与

者中，85.5%的家长表示“不喜欢教师入户

家访”。数据背后暗藏代际差异：支持家

访的家长中“80后”占六成，而反对群体中

“90后”占比高达46%。

“这不仅是教育方式的争议，更是社

会观念的变迁。”四川省重大家庭教育课

题组主研成员、成都棠湖外国语学校德育

处副主任袁成指出，成长于互联网时代的

年轻家长，既渴望保留家庭空间的绝对主

权，又追求高效即时的沟通体验，这种双

重诉求正在重塑家校关系的边界。

形式主义也进一步加剧了家访困

境。一位班主任匿名在网上吐槽：“现在

的家访成了‘打卡任务’，拍照、填表，10分

钟结束，家长怎么可能不反感？”这种走过

场的现象被袁成称为共育的“隐形杀手”，

当家访开始流程化，就失去了看见问题、

解决问题的核心价值。

传统家访是否已成为过去式？记者

在走访中发现，支持者的声音依然在

场。在家长李楠的童年记忆里，老师家

访时“茶杯里升腾的热气与笔记本上密密

麻麻的字迹”，构成了具象化的教育温

度。如今孩子已经上小学的她表示，“面

对面交流能让家长更清楚如何配合老师

做好孩子的教育。”一名四年级学生的父

亲则认为，老师入户家访能更直观了解孩

子的成长环境：“有些问题电话里说不清，

比如孩子写作业总分心，老师来家里一

看，发现孩子在客厅做作业，立马找到了

问题的根源。”

对于家访，政策层面也在持续释放支

持信号。2020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

印发的《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

案》中就明确指出“落实中小学教师家访

制度，将家校联系情况纳入教师考核”；

2023年1月，教育部等十三部门联合发布

的《关于健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机制

的意见》进一步明确了校家社共育的重要

性，而家访正是其中的重要一环。

在袁成看来，家访的核心价值在于构

建教育共同体：“教师通过深入了解学生

成长环境制定个性化方案，同时向家长传

递科学教育理念，这种双向赋能是线上沟

通难以实现的。”

家访实践
从“破冰”到“看见”

“家访不是任务，而是解决问题的钥

匙。”成都师范银都紫藤北区小学六年级

班主任兼年级组长刘小诗谈起家访时语

气笃定。在她看来，每一次叩开学生家

门，都是一次教育的发现之旅——从书桌

摆放的细节到亲子对话的氛围，那些线上

沟通中难以捕捉的碎片，最终拼凑出孩子

成长的完整路径。

每学期初，刘小诗会协同家委会制订

覆盖全班的走访计划。她会根据每年家

访主题，梳理学生近期表现，收集科任教

师反馈。此举并不是为了“告状”，“家长

最渴望听到老师对孩子的肯定。”她强调，

即便面对问题学生，家访也要以正向评价

开场。

即使准备充分，无形的阻力依然存

在。刘小诗回忆，班上有位家长始终拒绝

她入户家访，坚持到校沟通。对此，她选

择尊重家长的决定：“边界感强的家庭更

需要循序渐进，家访只是共育起点而非唯

一路径。即使无法入户，通过其他方式建

立有效沟通，同样能达成支持学生成长的

目标。”

“家访的价值，在于让教育者成为‘第

三只眼睛’，帮助父母发现那些被生活琐

碎掩盖的细微变化。”刘小诗班上一名男

孩小A（化名）的案例印证了家访的独特价

值。

在一次心理测评中，小A的测评结果

亮起了“红灯”，这一突发状况让刘小诗决

定临时安排一次家访。令她诧异的是，小

A独自一人坐在沙发的一边，孤零零的身

影与沙发另一边爸爸妈妈和弟弟玩作一

团的欢乐气氛形成鲜明对比。

在交谈中，小 A 妈妈坚称自己“对两

个孩子绝对公平”，但提及兄弟争执时，她

又反复强调“哥哥应该让着弟弟”，并抱怨

小A“脾气差、爱计较”。当即，刘小诗对小

A父母表示，这种将冲突归咎于老大的惯

性思维，暴露出情感分配失衡的问题——

父母过度关注老二的即时需求，却忽视了

老大的情感表达空间。随后，她向小A父

母建议，增加与小 A 的专属亲子互动时

间，用倾听替代说教。从那以后，小 A 妈

妈开始在社交平台分享全家露营、阅读的

照片，小 A 也变得活泼开朗了，课堂专注

度与同伴合作意愿显著提升。

并非所有问题都能在家访中迎刃而

解。有的家长虽然表面上认同老师的建

议，却未真正执行。比如，刘小诗班上一个

男孩连续两周在课堂上打瞌睡，家长最初

坚称“孩子只是嗜睡”，后来发现原因在于

孩子每天熬夜玩手机到凌晨。“教育需要双

向奔赴，如果家长不愿直面问题，老师再努

力也像拳头打在棉花上。”刘小诗说。

平衡之道
在争议与共育间寻找支点
面对一些家长的抗拒，家访如何走出

信任危机？袁成认为，关键是把握好边界

感：学校加强教师师德师风培训，其中包

括尊重和保护家长、学生的隐私。在拍照

留痕上，一定要征得家长和学生的同意，

且选取不暴露家庭隐私的位置拍摄。这

些措施是建立信任的基础。

同时，他也提到了家访形式的创新。

比如“社区集体家访”，邀请邻近家庭到社

区交流，既缓解隐私焦虑，又能促进家长

互助；对于实在不愿让老师入户的家庭，

视频家访是折中之选，既能保留面对面交

流的温度，又给予家长安全感。

在成都师范银都紫藤北区小学，家访

已升级为系统工程。针对家长的隐私焦

虑，学校设立了3道“防火墙”：教师家访需

避开饭点和节假日；学校明确家访纪律要

求并向家长公示；严禁教师讨论家访见

闻。在副校长黄丽霞看来，更关键的是教

师要转变家访姿态，不带着审视目光入

户，而是以学习者姿态开展家访。“好的教

育首先是关系的建立。”她说，学校将家访

纳入了教师能力培养体系，通过情景模拟

训练，帮助教师把握沟通分寸感。

谈到如何破解家访的形式化，黄丽霞

表示：“家访不是普查运动，而是精准滴

灌。”她展示了学校的家访机制，即对特殊

学生开展阶段性家访，为普通家庭设置学

期节点，和家风优良的家庭进行“取经式

互访”。差异化方案背后，体现了学校“一

生一案”的精细化管理思维。

袁成则强调教师要掌握家访的方法、

策略和技巧，“从沟通策略到案例复盘，让

家访有备而去、有果而返。”具体而言，即

家访前需要做哪些准备；家访中如何聊、

聊什么；家访结束后，如何制定针对性的

帮扶措施，并在后期给予家长反馈，延续

家校共育等。

除了教师，家长的角色同样关键，袁成

呼吁家长从“被动接待”转向“主动共建”：

提前梳理关于孩子的2-3个核心问题，让

家访更具有针对性；家访结束后，反思家庭

教育的不足，和孩子一起制订计划并执

行。他特别指出，家访后的跟进比访问本

身更重要，定期反馈才能形成教育闭环。

今年春节联欢晚会上的小品《小明一

家》除了给观众带来欢笑，也给更多人带

来关于家访的思考。当荧屏上的老师透

过家访看见教育问题时，现实中的探索仍

在继续。在袁成看来，家访的未来需要多

方共建，它不该是过时的仪式，也不能变

成冰冷的任务，唯有家校携手才能找到最

适合的共育模式。

得知老师即将来家访，我既激动又

紧张。担心家中杂乱，影响老师对孩子

的看法，更怕暴露孩子在家的真实状

态。然而，当老师带着微笑踏入家门，那

份亲切瞬间消除了我的顾虑。

老师细心观察孩子的书桌、书柜及

卧室，从绘本和手工作品中敏锐地捕捉

到了孩子在课堂上未曾展现的创造力。

谈及孩子在学校中大大咧咧、在家中却

唯唯诺诺的表现时，老师和蔼地指出家

庭教育对孩子性格的养成至关重要。这

种跳出成绩框架的观察视角，让我开始

审视自己在孩子教育方面的不足。

针对孩子做事拖拉、缺乏计划的问

题，老师耐心与孩子沟通，鼓励她从制定

短期可行的目标开始，逐步去完成任

务。接下来的日子里，孩子一点点地去

尝试，收获了满满的成就感。

家访对我来说就像是一次教育的私人

定制，通过与老师的紧密合作，我们共同构

建了“观察—反馈—行动”的教育闭环。

——李彦霖妈妈

虽然平时也经常和老师通电话，但

面对面交流的温度，是隔着电话线感受

不到的。

最让我感动的是，家访让教育变成

了全家人的事。得知老师要来家访，孩

子爸爸也会提前下班回家，认真和老师

讨论孩子的成长问题。

孩子上五年级时的那次家访特别让

我难忘。那天，我们抱着6个月大的小儿

子，担心他的哭闹影响谈话。没想到小

家伙竟安安静静坐在爸爸腿上，参与了

整个过程。当老师用温暖的话语解开孩

子藏在心里许久的担忧时，不仅女儿松

了口气，也让我们豁然开朗。

如今翻看手机相册里记录的家访时

光，从最初紧张局促的合影，到现在从容

温馨的谈笑，我终于明白学校安排家访

的深意。那些在客厅里流淌的真诚对

话，那些被温柔化解的教育困惑，都在告

诉我们：最好的教育，是家庭和学校共同

织就的网，稳稳托住每个成长中的孩子。

——王嘉懿妈妈

作为一名经历过多次家访的家长，

我深刻体会到面对面交流在数字时代的

不可替代性。

通过入户观察，老师突破校园场景

的局限，从书桌上的文具摆放到家庭成

员的互动模式，立体地感知孩子的成长

密码。孩子曾在课堂上悄悄做手工，家

访时老师发现他书架上各种关于航空航

天的书后，顺势将数学知识与航空器设

计结合，成功激发了孩子的学习热情。

这种基于真实生活场景的教育诊断，是

线上沟通难以实现的。

家访不仅关注孩子，也让家长成

长。有一次，老师注意到我们制订的学

习计划过于密集，建议我们适当放手，让

孩子自主管理。这让我意识到，原来家

长过度的焦虑也会投射到教育中。现

在，我们留出空间让孩子自己规划，虽然

初期不够完美，但孩子的责任感增强了。

在这个随时可以视频联络的时代，入

户家访依然有其特殊意义。当老师轻叩

家门的那一刻，带来的不仅是教育的温

度，更是构建家校共育生态的重要契机。

——刘祈扬妈妈
（本报记者 张文博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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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内蒙古自治区的王女士

分享了一则与女儿谈心的视频，当

时，才 3 岁的女儿一边吃着烤地

瓜，一边清晰地向妈妈表达自己的

诉求：“人多的时候你别说我，你向

着我。”并坦言当众被批评让自己

想哭，不希望被别人看笑话。孩子

稚嫩的话语提醒了王女士，不能用

“揭短式”教育伤害了孩子的自尊

心。

这段母女间的平等对话、坦诚

交流，也引发了一众网友的讨论。

有人称赞王女士为“非暴力沟通”

的典范，表示要向她学习，做会反

思的家长；有人则为孩子的表达能

力点赞，感慨这个3岁萌娃说出了

自己小时候的心里话；也有人不以

为然，提出“当众揭短”是为了增强

孩子的心理承受能力，这样，他长

大后才能更好地适应现实社会。

从儿童心理发展的角度来看，

大约3岁时，孩子便有了“要面子”

的需求，而这种所谓的“面子”，就

是孩子的自尊心。家长有意或无

意地“揭短”都会伤害孩子的自尊

心，不利于他建立积极的自我认

知。若长期处在外界的负面评价

中，还会让孩子给自己打上“我很

差”的标签，觉得自己不被接纳、不

配被爱。这种“自卑感”会一直延

续，影响孩子成年后的人际关系建

立和正常的社会交往。

对视频的讨论让更多人关注

到儿童心理发展的真实需求，也进

一步引出了人们对家庭教育的深

层思考：传统的批评教育中是否存

在误区？

亲子关系中，扮演“权威者”或

“批评者”的家长，更善于向孩子强

调缺陷与不完美，将孩子的“糗事”

作为饭后谈资公之于众。这种不

尊重孩子的做法，不仅难以达到教

育目的，还会伤害亲子间的信任。

这样的批评教育虽能让孩子“长记

性”，却也容易令他们感到耻辱与

挫败。家长“爱之深，责之切”，可

除了鞭策孩子进步，还应教会他们

在追求更好的路上自我悦纳。

家庭教育需有“分寸感”，批评

教育尤是。不随意指责、夸大渲染，

理性探讨、就事论事，家长的批评才

更容易化作孩子向前的动力。家

长总习惯于将注意力集中在孩子

身上，使出浑身解数托举孩子，殊不

知，孩子也在敏感地捕捉着家长的

言行举止、态度与神情。家长不经

意间的一句话、一个动作都有可能

被孩子收藏心底。是为他们埋下

了治愈一生的宝藏，还是烙下了难

以抹去的伤痕，全由家长在日常生

活中对孩子的养育方式决定。

王女士与女儿谈心的视频之

所以被许多网友直呼羡慕，是因为

在女儿表达时，妈妈做到了温柔、耐

心地倾听，并给出了积极的回应。

王女士并没有因为女儿年龄小就

忽视她的感受，而是认真思考、将心

比心。既然女儿言之有理，那么自

己虽身为大人，也无需摆谱、作势，

她大方地承认不足、承诺改进，使整

个沟通过程有爱、有效。

有家长支持的孩子，在成长

中才更有底气，当家长能发自内

心地接纳、赏识并维护自己的孩

子，孩子才会相信自己的能力、

发现自己的长处、展现自信的态

度。真正的教育不是驯服，而是

唤醒，唤醒孩子对自我价值的认

知，唤醒自尊与自爱，这或许是

一个 3 岁女孩的心声带给所有家

长的深刻启示。

家访，教育的“私人定制”

开学前开学前，，一条一条““班主任寒班主任寒

假家访遭各种理由拒绝假家访遭各种理由拒绝””的的

话题登上微博热搜话题登上微博热搜，，折射出折射出

数字化时代家校沟通的深层数字化时代家校沟通的深层

矛盾矛盾：：当线上交流日益便捷当线上交流日益便捷，，

传 统 家 访 是 否 仍 有 存 在 价传 统 家 访 是 否 仍 有 存 在 价

值值？？面对年轻家长的隐私暴面对年轻家长的隐私暴

露焦虑与对家访形式主义的露焦虑与对家访形式主义的

质疑质疑，，如何重建家校信任如何重建家校信任？？

带着这些疑问带着这些疑问，，我们采访了我们采访了

教育专家教育专家、、校长和一线班主校长和一线班主

任任，，共同探寻家校共育的突共同探寻家校共育的突

围之路围之路。。传统家访遇冷传统家访遇冷传统家访遇冷
家校共育如何家校共育如何家校共育如何“““破冰破冰破冰”？”？”？

■ 本报记者 张文博

家访，是家校共育的重要抓手，有助于教师更全面地了解学生，还能增强家
校之间的合作与信任。当老师用心开展入户家访后，家长们有着怎样的收获和
感受？来看看几位家长的分享。

资
料
图
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