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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70后”的记忆中，寒暑假开始后的几天，心里最是忐
忑不安——等待班主任上门送成绩单兼家访。如今，电话、短

信、QQ、微信方便快捷，传统的家访渐行渐远。老师上门家访是否
还有必要？ 话题

事件回放：

嘉宾说：

记者调查：

家长争论“家访还有必要吗”

打电话、发微信、聊QQ，交流沟通方式多样化

老师上门家访真的过时了吗？
他们说：

市区某单位的黄女士和杨

先生同一间办公室，两人的孩子

都在读小学，平时颇有共同话

题。近日两人却为“老师上门家

访是否符合时宜”，在办公室里

展开了激烈讨论。

黄女士认为，如果不实地家

访，就不能真正了解一个学生，

“电话、微信等确实方便，但涉及

具体的家庭情况和生活环境，家

长一般不太愿意透露。然而，这

些因素对孩子的成长影响很大。”

杨先生则表示，如果没有特

别情况，老师完全可以通过电话

或 召 开 家 长 会 的 形 式 联 系 家

长。他的女儿读小学，孩子的班

主任曾家访过一次。“坦率地说，

对于老师的来访，我感觉挺有压

力的。”杨先生说，妻子开了一家

小店，当老师通知要来家访后，

妻子当天特地留在家里，把家里

收拾了一下，并准备了一些糖

果、饮料招待老师。“我们想知道

孩子在校表现如何，或是老师认

为有需要和家长沟通的，直接通

过电话、微信就可以了，省时省

力。”杨先生说。

传统家访几乎“失传”

不知道从何时开始，班主任

登门家访越来越少，取而代之的

是电话、短信。家长除了参加家

长会能见到老师外，很少有机会

与老师面对面交流。

是什么原因使得传统家访

渐行渐远呢？采访中很多家长

表示，现在联系方式多样，电话、

短信、QQ、微信等很便捷，传统

的家访方式有点“落伍”了。

记者随机采访了市区、马

屿、莘塍的一些家长。大多数家

长表示没有接待过老师的家访，

少部分家长表示曾有老师“登门

拜访”，那是由于孩子在学校成

绩直线下降，老师上门来了解原

因。

采访中，有家长坦言，上门

家访没有必要，时下联系方式多

样，老师高温天家访太辛苦。有

家长认为，上门家访既给家长压

力，生怕招待不好老师，又让孩

子心里忐忑不安，所以他们并不

希望老师上门家访。

但也有家长表示，希望老师

能在假期中挤出时间，到学生家

里走一走，与家长、学生面对面

交流和沟通一次。

在学校看来，上门家访是

一项非常辛苦的工作，在正常

的课程安排之外，老师还需要

挤出额外的时间和精力到学生

家，可能还要面对学生和家长

的不理解。

“传统的家访是好，但是老

师承担的压力太大了。”市区一

位小学老师坦言，上门家访有一

定的限制因素。比如说，要做大

量的事先准备，还要提前跟家长

沟通。而现在老师不仅担任教

学任务，而且要忙科研等各种业

务。一个班按40名学生算，每人

家里去一趟，还得挑时间，将占

去老师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而

且，不少家长不一定有时间配合

家访。种种因素制约下，很多老

师就会减少家访的次数。

也有老师表示，确实有少数

家长对于老师家访存有一定心

理负担，比如担心家庭情况影响

老师对孩子的态度，为如何招待

老师花费心思等。

莘塍的一位老师说，前几

年，学校要求老师必须上门家

访，现在没有了。“家访中有时出

现尴尬局面，也令老师‘却步’。”

她透露，有一年学期末，她走访

了几个学生家庭，但是遇到了不

少尴尬。“一到学生家，还未聊上

几句，家长就开始张罗饭菜，坚

决要留我在家吃饭。临走时，家

长还硬塞烟酒或红包等礼物。”

尽管家访存在一些局限，

但其所特有的温情和直接性还

是得到了大多数家长和教育界

人士的支持。很多教师特别是

老教师仍然认为，传统的家访

必不可少。市教育局有关人士

表示，家访是整个教育工作中

不可缺少、不可替代的一个重

要环节，是不能用网络、电话等

取代的。

用电话能解决就没必要去家里
市民王女士：平时，家长

的手机上都能收到校讯通短

信，告知孩子课外作业内容，

孩子最近表现等等。孩子的

班级也建了 QQ 群、微信群，

不仅可以发布校方信息，家

长和老师也可以在上面互动

交流，沟通十分方便。用电

话能解决的事，没必要再去

家里。

市民曾先生：在我看来，

家访应该与时俱进，要有“时

代特色”。要不要到学生家

里家访，需要征得家长和学

生的同意。不是每一个家长

都愿意老师到家里来的。毕

竟要特意留出一个时间段，

而 且 还 要 涉 及 待 客 之 道 等

等。有人喜欢，有人讨厌，这

是很正常的现象，不管怎样，

到学生家中家访，绝不能强

求 ，需 要 有 一 个 沟 通 的 过

程。否则，效果可能适得其

反。

家访也要与时俱进

安阳实验小学教师叶世
蛮：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那时

还没有手机和网络，座机电话

也不普及，因此，家访是老师

与家长沟通的重要方式。但

如今，通信便利，打电话、发短

信或微信、聊 QQ，都能促进

家长和老师的沟通，相对而

言，家访当然少了。

“电子家访”有很多优势，

很多小事情一个电话就能解

决，不会耽误家长和老师的工

作。新的沟通形式取代了部

分传统家访的功能，但传统的

家访不能丢，“面对面”的沟通

方式必不可少。

尽管传统家访会给老师

增添不少负担，但不可否认的

是，家访的确是了解学生最有

效的途径，对了解学生家庭教

育环境有很大帮助。家访也

更容易让家长包括学生本人

感受到老师的责任心和关爱，

是一种深度的感情交流。当

班主任叩开学生的家门时，面

对老师的拜访，孩子与家人的

感受一定是一种温暖，而这种

温暖显然是电话或 QQ 无法

传递的。

无论选择什么样的方式

进行沟通交流，最根本的目的

就是为了让孩子更好地成长，

所以，家长和老师、学校应该

积极配合，共同做好孩子的教

育工作。

■记者 蔡玲玲

传统的家访不能丢

市民余女士：参加学校

家长会时，经常能看到这样

的现象：家长会一散场，老

师 就 会 被 家 长 们 围 得 水 泄

不通，家长们都想从老师那

里 了 解 到 更 多 有 关 自 家 孩

子 的 信 息 。 老 师 到 每 个 学

生家里家访太费时了，有需

要 的 家 长 也 可 以 和 老 师 约

时间“校访”。无论哪种形

式，目的都是一样的。

家长也可以“校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