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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面对面沟通无法被替代
互联网时代，沟通更加便利。虽然微信、QQ、电话、短信等

沟通渠道越来越丰富，但传统的入户家访仍然十分必要。“信息技
术越来越发达，但面对面的沟通还是无法替代的。实地了解学生
的生活环境和家长的教育方式，这些都是手机沟通所不能做到
的。”高元聪表示，学校成立四年来，每年都会对新入学的初一学
生进行一次全面的家访，这样不仅能加深家校联系，也能让老师
对学生有更多的了解，以便更好地开展教学工作。

当然，家访也是一项费时费力的工作。“家访不是走过场，老
师要对每位学生有一定的了解，才能在家访时有针对性的沟通。”
容铭蔚告诉记者，每个学生情况不同，几乎每次家访都需要一个
小时左右。再加上许多家长工作繁忙，学生居住地过于分散，老
师教学任务繁重等，都增加了入户家访的难度。“周内利用课后时
间进行家访，每天忙到晚上10点多，但最多只能家访两户。”容铭
蔚表示，老师周末的空闲时间多一些，但路上会耗费不少时间，家
访的户数也有限。“一个班40名学生，全部家访一遍大概要一个
半月左右。”

互联网时代，入户家访有必要吗？

“在线聊”
“进家门”

还是

入户家访面对面沟通仍是不
可或缺的家校交流方式

记者跟随海口两位老师进行家访

本报讯 随着互联网的不断发展，微信、QQ、电话等已经

逐渐成为老师和家长沟通的主要渠道，但值得注意的是，微信

群、家长群内的“云沟通”有时候也易出现问题和误会。记者了

解到，越来越多家长希望与老师有更多的面对面沟通机会，传

统的入户家访也逐渐得到家长的重视。 记者 林文星 文/图

进入12月以来，海口市海景学校初一年级
集中开展学生入户家访工作。初一年级班主任
容铭蔚和初中部教务处主任高元聪两人为一
组，利用课余时间逐一来到学生家中走访，搭建
起家校联系的桥梁。12月12日下午，记者也跟
随两位老师进行了入户家访，看看老师们是如
何开展家访工作的。

“今天要家访的这个学生，上课听讲认真，
学习成绩很好，但不喜欢和同学交流，性格有些
内向。”容铭蔚对家访学生的在校情况如数家
珍，她特意整理了近期的学生成绩表及家访记
录单，方便和家长交流。高元聪是该校初中部
教务处的负责人，同时也是这个班级学生的数
学老师，在学生教育方面经验丰富。

两位老师与学生家长并不陌生，除了开学初的
家长见面会外，平时也会通过电话、微信等方式沟
通。见面寒暄之后，高元聪提出到学生妍妍（化名）
的卧室看一下，“了解学生在家的生活和学习环

境。”记者看到，妍妍的书架上放有不少课外辅导
书，看得出家里学习氛围浓厚，但书桌上的课本和
文具有些杂乱。妍妍的母亲笑着解释，平时孩子的
书桌收拾都有家人代劳，生活习惯上还有待培养。

学生的学习情况自然是家访的重点，“孩子
以后想考哪所高中，现在有没有明确的目标？”
高元聪表示，虽然学生才刚进入初一，但提前确
定升学目标，对接下来的初中学习很有帮助。

“妍妍的姐姐已经考入名牌大学，有姐姐做榜
样，妍妍对自己的要求较高，目标也很明确。”妍
妍母亲说。

有了目标就能有针对性地学习。高元聪结
合妍妍的日常成绩与家长进行沟通，建议其加
强政治和历史两科的练习，做到与其他科目齐
头并进，并针对学习方法给出建议。家访过程
中，两位老师也跟家长提到了学生性格内向的
情况，建议家长挖掘孩子的优点，多鼓励孩子，
帮助孩子树立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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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卧室、聊学习，有针对性地给出学习建议

在一个小时的家访过程中，两位老师和家
长进行了充分沟通，对学生的情况也有了更全
面的了解，“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家庭教
育对孩子的影响是很大的。”高元聪表示，通过
家访了解学生的日常生活和家庭教育情况，老
师才能更好地在校进行教学和辅导。

家庭教育对学生的影响体现在方方面
面。“接下来要家访的这位男同学，成绩不错，
为人很开朗，就是性子有些跳脱，甚至有些‘江
湖气’。”与略显内向的妍妍比起来，这个男同
学有些过于自信，形成了鲜明的反差。这种性
格是如何养成的？两位老师在家访后很快就
明白了原因所在。

原来，这位男同学的父母都是知识分子，为

人热情友好，做事雷厉风行。从沟通过程中可
以发现，学生的性格与父亲如出一辙，明显受家
庭影响较大。学生父亲也自嘲道，自己说话有
些“匪气”，平时父子俩相处也没有约束，有时甚
至会“乱了辈分”，“不过孩子绝对不会做出格的
事，这方面他是有分寸的。”

每位家长与孩子都有不同的相处方式和教
育方式，像这位男同学父亲的这种方式也并无
不可，不过高元聪还是建议家长，注意培养孩子
稳重的性格，“自信是件好事，不过也容易在小
事上粗心，从学生这次考试情况来看，一些简单
的题他都会出错，也反映出他在学习上还不够
细心。”高元聪表示，家长要注重日常亲子相处
中的细节。

讨论教育方式和亲子关系，更全面了解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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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家庭教育存在常见误区
老师在家访过程中，也能发现一些家庭教育中存在常见

的误区。
“家长普遍对孩子期待过高。”高元聪告诉记者，不少家长学

历较高，也希望自己的孩子成为“学霸”，给孩子制定过高的升学
目标，没有充分考虑孩子自身的感受。高元聪表示，家庭教育是
细水长流、潜移默化的，重视升学目标而忽视成长过程是不可取
的。“小学、初中阶段是孩子成长的关键时期，家长要以身作则，最
重要的是培养孩子良好的学习和生活习惯，给孩子太大的压力反
而会适得其反。”

另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是，家长对主科和副科的重视程度不
同，“重视语数外而忽视其他科目，尤其是政治（即‘道德与法治’）
和历史科目的重视程度不够。”高元聪表示，政治和历史在中考中
是开卷考试，许多家长认为孩子熟读课本即可，课后不用多花时
间练习，“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只要纳入中考的科目，就全部都是

‘主科’。”高元聪用“木桶原理”举例，“短板会成为限制学生学习
水平的障碍。”高元聪也建议家长们，在家辅导孩子作业时要督促
孩子补短板，实现均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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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希望与老师面对面沟通
记者了解到，越来越多的家长也希望与老师面

对面沟通。“孩子每天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学校，但我
们家长对学校和老师的教育方式并不是很了解，仅
靠微信群沟通也看不出来什么。”学生家长陈女士表
示，老师很多时候会在微信群布置作业或者发通知，
如果家长私聊或者打电话，老师未必有时间一一回
复。“家长只能通过孩子的只言片语了解其在校的生
活，很难做到完全放心，也容易对学校和老师的一些
做法产生误解。”

“更重要的是，家长不是专业的老师，教育方式存在
问题也意识不到。”学生家长林先生表示，如果能有面对
面沟通的机会，家长可以向老师请教经验，反思和改善
自己的教育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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