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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家访是在放寒假前
两天进行的，老师第一次来约时
间时我拒绝了，第二次实在抹不
开面子就约了个时间等老师上
门。”家长刘女士说，考虑到寒假
期间很多孩子会出游或回老家，
女儿的班主任将家访的时间确
定在了放寒假的前后几天内，时
间安排非常紧凑。

“我其实是很想跟老师沟通
的，但不太想让老师来家里。”刘
女士坦言，家里的住房离学校比
较远，为了女儿上学方便，现在
是在学校附近租的房子，居住条
件不是太好，“老师来家访，肯定
得提前打扫收拾一下，那段时间
正好工作上很忙，感觉多了好多
事情。如果是去学校或在外面

的茶室、咖啡馆会更方便一点。”
同样勉强让老师上门家访

的高女士也表示很“心累”，一方
面家里房子太小，怕给老师留下
不好的印象，进而影响孩子，另一
方面还要纠结准备什么茶点、是
不是要来点“人情世故”，“自己焦
虑了好几天，结果老师来聊了20
多分钟，水都没喝一口就走了。”

“这么多年家访下来，确实
是很多家长都不愿意老师上门
家访。”一位资深班主任表示，家
长的顾虑有多方面，比如容易泄
露隐私、要专门打扫卫生、住房
环境不好、与老人同住等等，“但
其实，作为老师，我们也不喜欢
上门家访。”她坦言，有些学生的
实际住址与户籍地址不一样，老

师上门家访跑来跑去很累，尤其
是家访时间一般集中在暑假和
寒假，天气要么高温要么数九寒
天，很辛苦。“有一年我开着车每
天从早忙到晚，中午饭都来不及
吃，才勉强在一个星期内家访完
了 45 个孩子，还遭遇了没法停
车、家长不太配合等各种尴尬。”

另一位年轻班主任则表示，
自己不怕家长“冷脸”，就怕家长
过分热情。“有的家长准备了昂
贵的茶点和水果，还一个劲劝我
吃，推来推去真的很尴尬。”她认
为，上门家访主要是为了沟通学
生的情况，帮助家长解决问题，
家长在其他方面的精心准备反
而会让老师很尴尬，也有很大的
心理负担。

“老师，别来我家”
家长抵触老师顾虑 上门家访已过时？

随着寒假临近尾声，最近，家访又成为不少家长和老师不得不面对的问题。然而，很多家长对于老师
上门家访并不欢迎；而要在短短几天内家访班级里的所有学生，班主任老师尤其是年轻老师也感觉“头
大”。推行了几十年的上门家访过时了吗？在各种通信方式发达的新时代，还有必要让老师上门家访
吗？青年报记者采访了解到，针对上门家访不受待见的情况，不少学校和老师已经在创新家访模式，力求
让面对面的家访更加灵活。 青年报记者 刘春霞

上门家访不受待见？

家长内心抵触，老师也有顾虑

既然家长、老师对于上门家
访都不太情愿，那么上门家访还
有必要吗？是不是可以取消？

对此，宝山区教育学院心理
教研员蔡素文认为，上门家访是
有意义的。“家访的初衷，是通过
家长和老师面对面沟通、情感互
动，更深入、更细致地了解语言
和文字背后的家庭真实情况，在
家访中，老师可以看到家庭环
境、亲子关系、家庭氛围等‘键对
键’沟通时了解不到的信息。”蔡
素文说，从这一点来看，上门家
访还是有必要的，“但是，不能把
家访任务化，现在的年轻家长、
年轻老师都很有个性，如果只是
把上门家访当作完成任务、数
据，流于表面和形式，那就失去

了家访的意义。”
有着20多年带班经验的资深

班主任乐老师也表示，上门家访有
助于老师更全面地了解学生。“工
作这么多年，有两次家访至今让我
记忆深刻。”乐老师说，有一年接新
班家访时，一个学生家里住宿条件
很差，四五平方米的家里还隔成了
上下楼，住了一家三代四口人，“后
来我注意到，这个孩子特别自卑、
内向，这和他的家庭环境影响也是
分不开的。为了照顾孩子的情绪，
后来再家访时我就把他父母约到
学校来。而在平时，我也会多关注
他一些。”

还有一次，乐老师接了一个
五年级的新班，家访时注意到一
个学生家里爷爷奶奶都瘫痪在

床，没有妈妈，只有爸爸一人工
作。“当有一天她问我‘老师，你
觉得我再努力读书，能改变现状
吗’时，我立即就能明白她这种
情绪是从何而来，所以及时进行
了疏导，如果不知道她的家庭环
境情况，可能没那么快‘对症下
药’。”

乐老师坦言，作为老师，上
门家访之后，才能懂得真正的

“人间烟火”，但同时，这类家长
也是内心最抵触老师上门的，所
以需要老师有一定的智慧，“要
选择双方都悦纳的方式，比如，
有的家长希望上门的，那就上
门；抵触老师上门的，就采取其
他的方式，可以让家长来学校，
在教室里一对一与家长沟通。”

上门家访还有必要吗？

一件有意义的事，但不能任务化

上海市宝林路第三小学开展“游学式”家访。 受访者供图

“游学式”家访受到学生和家长的欢迎。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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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访不能丢 方式可以变
有学校“游学式”家访已开展十余年

专家声音

关于上门家访的要求，一

位资深班主任介绍说，通常情

况下，新接的班级要求 100%

上门家访，一般要在开学前完

成。非新接班的家访时间、要

求，各区、各校都有些不同，比

如，有的学校要求在寒暑假一

个时间段内集中家访，有的学

校可以一个学期内“慢慢”进

行。

事实上，近年来上海不少

学校已经在慢慢改变家访模

式，通过多种模式结合的方

式，更好地与家长交流、倾听

他们的心声。

家长李女士表示，女儿读

三年级，一年级入学前班主任

上门家访过一次，此后都是期

末时去学校教室里与老师一

对一沟通，“三年级时换了个

班主任，所以第一学期开学前

新班主任又上门家访了一次，

这 学 期 开 学 前 就 没 有 家 访

了。”李女士坦言，这样的方式

自己比较能接受。

顾女士的儿子同样读三

年级，她表示，除了一年级开

学前老师上门家访过一次，之

后就一直是通过家长会、家长

见面会的形式与老师交流。

“我其实是喜欢老师上门家访

的家长，在家里的氛围下，可

以通过拉家常的方式更好、更

深入地沟通。”

“家长是家访的主要对

象，所以采取哪种方式家访要

征求家长的意见。”蔡素文认

为，很多家长不愿意上门家

访，但也有一些家长希望上门

家访，因此家访的方式也要

“因人而异”，“家访的目的是

深入交流、解决问题，要根据

不同学生的情况，采取不同的

家访模式。”

记者采访了解到，在上海

市宝林路第三小学，开展“游

学式”家访已经有十余年。学

校德育主任陈佳易介绍说，最

早学校也是传统的上门家访

方式，但学校的学生多是外来

务工子女，寒暑假大多数孩子

会回老家，而且家长工作时间

比较难协调，很多家长因为住

房条件等抵触上门家访，于是

十多年前学校开始推行“游学

式”家访。

“通过开展活动的方式，

比如到公园里、场馆里，小朋

友们可以做游戏，家长可以互

相交流也可以与老师交流，既

缓解了尴尬，也加深了了解。”

陈佳易说，采取这一方式后，

家长参与都很积极。“一开始

是全班一起进行，人数比较

多，后来结合全员导师制开

展，每个导师带11~15个孩子，

人数少了，活动也更灵活、更

有趣，沟通交流更有效了。”

陈佳易表示，对于希望

老师上门家访的家长或因各

种 原 因 需 要 上 门 家 访 的 情

况，老师还是会上门家访，

“上门家访的家长，如果愿意

再参加‘游学式’家访，也可

以继续参加。总之，通过上

门家访和‘游学式’家访相结

合的方式，保证每学期每个

小朋友100%家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