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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清市大荆镇第六小学
张娅媚

害怕教师来家访，是学生时代

我对家访的所有回忆。时过境迁，

如今我成了一名班主任。为让学生

和家长不排斥家访，也为让家访不

走过场，发挥亲子沟通指导的真作

用，带着“试卷”去家访的妙招应运

而生。效果如何呢？你瞧——

“同学们，家访日到咯，你们准

备好设计‘家长试卷’了吗？”

教室里立刻沸腾起来。学生们摩

拳擦掌，跃跃欲试。奇怪，教师去家

访，学生不害怕，反倒都兴高采烈呢？

这一切，还要归功于这张小小

的“家长试卷”。

学期最后一天，我遇见小陈在

小巷闲逛，原来是期末考试发挥失

常，她不敢回家。

“那老师陪你回家？”见小陈面

露难色，我抛出诱饵：“我帮你一起

解释，爸爸妈妈一定会相信的。”

思索再三，小陈总算点了头。

对我的突然到访，小陈妈妈一

脸错愕，边招呼我进门，边小声追问

小陈：“在学校惹事了？”

小陈一脸哭相，不敢说是，也不

敢说不是。

真是怪，教师来家访，还没开口，

家长的第一反应总是出奇一致——

认为孩子做错了事。

“没考好？考了几分？”小陈妈

妈拿过试卷一看，“连90分也没有，

怎么退步这么大？老师，她是不是

学习不认真？”小陈妈妈说的话，无

数的爸爸妈妈都说过，对孩子的期

望使得他们对考试成绩无比重视和

敏感。

“考试时我太紧张，把题目看漏

了，有两道题目我没读懂……”小陈

小声解释着。但显然，小陈妈妈并

没有走进孩子的内心世界，她始终

纠结着分数。

一次意外的家访使我惊醒，其实

家访是一场考试，学生、家长、教师得

一起考。家访不只是为家长送去问

题，更需要帮助家长、学生去寻找解

决问题的方法。家访这场考试的答

案需要学生、家长、教师共同书写。

暑假伊始，我暗自琢磨，一定要

借家访的东风，去开展亲子沟通的

指导。我开始升级“家访秘籍”，带

着“试卷”去家访就是一大绝招。

“哪些同学要邀请我去家访，请

到我这儿报名。”

我一改从前家访教师主动、学

生被动的局面，化主动为被动，给学

生自己是小主人的感觉，而我是被

邀请去家访的。这让他们慢慢地不

再害怕家访。

毫不意外，家访申请制度实行

初期，我的“生意”并不景气，只有几

个成绩优异的学生愿意邀请我。

为了给家访塑造口碑，我和这

几个学生开展了数次谈心，和他们

聊生活的烦恼，聊学业的压力，听他

们说家里的酸甜苦辣……聊着聊

着，亲子沟通中的典型问题、学习生

活中的现实需求纷纷浮现，我的班

主任工作笔记也已不知不觉记满了

新问题、新发现。

“这次家访会有些不一样，老师想

带一份试卷，考考你们的爸爸妈妈。”

“让爸爸妈妈考试？”小阳好奇

极了。

“猜对了一半，这份试卷考的不

是知识，而是考爸爸妈妈是不是了

解你们。”

“有这样的试卷吗？”楠楠歪着

小脑袋。

“这试卷得要你们自己设计。”

听到这个消息，学生们马上兴奋起

来，又问了一连串问题。

经过反复打磨，“家长试卷”完美

出炉。不久，我便带着这一份份精心

设计的试卷挨家挨户登门造访。

“小阳爸爸，这次家访我们先来

做个题。”我拿出试卷，和小阳相视

一笑。

第一题：小阳最近读了哪些书？

（多选）A.《绿野仙踪》 B.《海底两

万里》 C.《稻草人》 D.《佐贺的超

级阿嬷》

第二题：小阳最近在钻研哪些活

动？（多选）A.足球 B.乒乓球 C.花样

跳绳 D.飞行棋 E.24点

第三题：请写出小阳最近在烦

恼的事情（3件）

第四题：请写出小阳最近最开

心的事情（3件）

望着这张奇怪的试卷，小阳爸

爸直发愁，唉——怎么都不会？待

小阳认真地批改完试卷，我望着试

卷上鲜红的12分，故作严肃地说：

“小阳爸爸，要想考出好成绩，还得

加把劲哦。”

“张老师，在了解小阳这门功课

上，我是不合格的。”小阳爸爸望着

试卷上的红叉叉，长叹了一口气，意

味深长地沉默良久。

一轮家访下来，只有楠楠妈妈

勉强及格，大部分学生家长的“考试

成绩”都在30分徘徊。

就因为这一张张“家长试卷”，

家访变得不一样了：我不用再绞尽

脑汁找话题，大谈学生在学校的表

现，不用再苦口婆心劝说家长该怎

样做；家长不用再硬着头皮接我的

话题，不用再面红耳赤解释、道歉；

学生也不用再如坐针毡，夹在中间

度秒如年。

听说张老师带着“家长试卷”去

家访的趣事后，逐渐有学生半信半

疑地加入邀请者的队伍。就这样，

靠着学生的口碑，邀请我家访的学

生越来越多了。

家长有“家长试卷”，学生也得

有“学生试卷”。家长也可以设计试

卷，把渴望与孩子倾诉的话题寄托

其中。

带着“试卷”去家访，那一道道题

目不正是学生内心与家长沟通的渴

望吗？那一个个答案不正是学生最

真实的近况反映吗？那一个个分数

不正是家长对孩子的了解程度吗？

带着“试卷”去家访，让亲子沟

通变成一场甜蜜的双向奔赴。

□杭州市湖墅学校 王 晨

“王老师，小星又把饭盒丢垃圾桶

啦。”“王老师，小星又在操场上小便

啦。”课间十分钟，学生一个个小脸通

红、气喘吁吁地报告他们的新发现。

“那你们有没有主动帮助小星，

告诉他正确的做法呢？”

“有，但他一直说‘不要’。”

小星是我们班的一个孤独症男

生，最近似乎遇到了新麻烦，变成了

“不要”的复读机。

用完午餐，学生们排队倒剩菜

剩饭。轮到小星时，他一股脑儿连

饭盒一起丢进去，旁边的学生提醒

他捡回饭盒，他却突然跑出队伍笑

着跳着，嘴里还不停地说“不要”。

大课间跑操休息时间，小星一个

人游荡到草丛旁，猛然脱下裤子“就

地解决”。“小星，我们以后在厕所里

小便好吗？”事后，我和小星约定。小

星用手捂住耳朵说“不要”。

我安抚小星的情绪：“小星，咱们

去教室品尝美味的海苔好吗？”

换来的竟也是坚决的“不要”。

这下可把我们难住了，这到底是怎么

回事？

通过观察，我发现，大多数时候

小星的“不要”是一种直接的、下意识

的回答，是因为没有听懂我们说的

话，或者不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做。

“不要”到底是真是假，其实很容

易分辨。当我问小星“要不要吃海

苔”，并拿出海苔放在他的手中，他就

不会摇着头说“不要”了。

为让小星学习在不同的场合下

实施正确行为，我给他定制了一本

“行为照片书”。同时，分三阶段帮助

小星去认识和使用。

我想做——巧用评价找动机。

当小星完成阶段性学习任务时，就可

以获得一枚海苔徽章作为奖励。由

于小星的活动场所比较多变，接触的

助手也比较多，我们在班会课上成立

帮帮团，更好地营造班级互助氛围。

每一名评价员可以通过观察与行动，

参与到对小星的评价中，还能获得乐

于助人徽章。

我 会 做—— 任 务 分 析 学 方

法。当小星在实践过程中遇到困

难时，可以通过“行为照片书”的图

片提示、帮帮团同伴互助等形式获

得提醒和帮助。“行为照片书”不仅

有电子版，还有纸质版，帮助小星

在家长指导下巩固练习，双管齐

下，逐渐将正确的行为泛化到更多

真实的生活场景中。

我能做——自我录像助内化。

有了行动的意愿和行动的方法，还需

要日复一日的坚持，让好习惯变成一

种肌肉记忆。为帮助小星更好地内

化所学所做，我们在不同的生活和学

习场景拍摄，记录小星在他人的指导

与帮助下作出的正确行为。这些录

像不仅可以作为学习素材，还能为班

级学生树立榜样——小星都能做到，

我可以做得更好。

我们还联动任课教师和后勤人

员，在校内形成良好的生态互助

圈。其中最熟悉小星的就是楼层阿

姨，她课间都在洗手间打扫卫生，看

到小星没有正确洗手就会热心指

导，提醒他及时关闭水龙头并擦手。

除了学校实施的一系列计划，小

星的成长更离不开家庭教育。我们

编制了详细的家庭指导计划，明确家

校做法的一致性，并进行线上远程督

导，灵活调整帮扶方案。

一段时间以后，小星进步明显，

他不仅学会了整理个人物品、收拾

饭盒、正确洗手，还愿意主动承担力

所能及的家务劳动。课间，我经常

看到的是小星和同学们一起玩的开

心笑脸。

家访其实是一场考试

榜样就是我自己

手心里的妈妈
□义乌市义亭镇义亭小学 龚琴娟

“小Y开学以来表现都挺好，没有哭过。谢谢老师的关

心。”小Y妈妈说。小Y是一个一年级女生，我用了两个月时

间，治好了她的“上学爱哭病”。

去年11月初的一天早上，我看到校门口有个女生抱着

妈妈在哭。开学都两个月了，上学还闹情绪？

这个女生就是小Y。得知是一年级学生，我告诉小Y，我

有办法帮她留住妈妈，但需要她伸出一只手。

小Y半信半疑地伸出右手，但马上又缩了回去，也许是

担心我强行把她拽进学校吧。

过了一会儿，我再次请她伸出手。她似乎放松了一点，

犹豫着伸出了右手。

我让小Y妈妈亲吻孩子的手心，然后，我让小Y迅速捏

紧拳头。

“现在妈妈就在你的手心里了。”我告诉小Y。

小Y握着拳又搂着妈妈哭，我继续等待，并强调：“千万不

要松开手哦。”等她哭够了，我跟她商量，由我牵着她进教室。

她认真地想了一下，伸出左手让我牵。

走到教室门口，我对小Y说：“待会儿你要翻书、写作业，

手心里的妈妈怎么办呢？”

小Y也很为难。

我让小Y把拳头伸进口袋，再小心地放开，告诉她，妈妈

在口袋里了，可以一整天都陪着她。

她露出惊喜的表情，轻快地跑进教室，还回头跟我说

“再见”。

我也开心地挥手致意，为自己的“忽悠”水平大涨感到无

比高兴。

事后，我向班主任了解小Y的情况。

班主任反映，小Y总是要妈妈送到教室门口，有时候要

在门口安抚好久，但进了教室就一切正常。班主任初步判断

这学生应该是“上学气”重，环境变化造成的不安全感引发分

离焦虑。

我嘱咐班主任多关心、多鼓励这个学生，后来还加了小Y

妈妈的微信，以便跟进。

据小Y妈妈反映，“口袋里的妈妈”帮助她们第二天在校

门口就愉快地道别，但到了第三天，孩子又哭闹起来。

我不想就这么败下阵来，决定非帮助这个女生顺利度过

幼小衔接期不可。我猜测，也许是“口袋里的妈妈”看不见、

摸不着，因此效果不好。

此后一周时间里，我保持与小Y妈妈的联系。沟通中，

小Y妈妈聊到孩子特别喜欢画画，有一天还因为美术课被换

掉而伤心地哭了。

我决定从这个角度试试，画她们母女俩的合影，用超轻

黏土捏小Y妈妈，但效果都不太满意。一时气馁，事情又被

搁置。

11月底，小Y妈妈说孩子因为请了几天病假又不想上学

了。我意识到，这是家长在向我求助，只能硬着头皮继续干。

茫然无措之时，我忽然冒出个念头：人像不行，可以换成

卡通呀。

“只要坚持连续5天开开心心来上学，我就把画里的熊

妈妈送给你。”

小Y愉快地答应了。接下来的一周，小Y表现得很不

错。我郑重地把画交到她手中，又跟她约定，再坚持5天，我

会把熊宝宝也画上。

一周后，我从她手中取回那幅画，故意拖延了几天才交

画，让“疗效”更持久一些。

当我把完整的画作交给小Y后，又拜托班主任多多关

注她。

放寒假前，小Y妈妈和班主任都反映小Y上学已经不闹

情绪了。看来，她已经成功跨越了幼小衔接的适应期。

晴天惊雷训导法
□桐乡市崇福镇虎啸中心小学 陈剑宏

小吴个子高，样子帅，乒乓球、篮球玩得溜……可成绩处

于班级中游，平时还常领着一帮外校的“哥们儿”惹事。

一天下午，小吴逃课跟“哥们儿”钓鱼去了，没有请假，

第二天被班主任狠狠批了一顿。但据我观察，这种场面对

他来说司空见惯，应对起来就是8个字——坚决认错，死不

悔改。

有人请教库图佐夫将军，战胜拿破仑的法宝是什么，回

答是“忍耐和时间”。

忍耐是痛苦的。动之以情需要良辰吉时，晓之以理需要

实话实说，导之以行需要一剑封喉。

国庆假期结束回校的那天中午，快上课时，小吴抓住小

朱的头往墙上很有技巧地撞了3下，小朱哭声震天，坐在楼

梯上死活不愿进教室。

马上就要上课了，我连拖带拉把小朱弄进办公室，看他

头上的伤情，安抚一下，委托同事照看，就先去上课了。

下课后，经一番调查取证，我把小吴也叫到办公室。先

是让“被告”面壁思过5分钟，然后“原告”陈述事实，结果“被

告”反驳。

我只能挥挥手让小朱先回去，不急于下结论，和小吴谈

起家常来。

小吴不知我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一开始我问一句，他瞅

我一眼，想半天才答一句。

看他的戒备心渐渐松弛，我就把话题引到他的父母职

业、家庭收入等情况上来。当他说到父母在家务农劳累辛

苦时，我突然站起，脸色一变，猛地一拍桌子，怒吼一声，

“那你还不好好读书，对得起父母吗？”恰如晴天里响起一声

惊雷。

事后，同事对我说：“我们都吓了一跳，你平时跟学生称

兄道弟的，竟然也会发火。”

小吴吃了一惊，眼泪不争气地一下子涌了出来，吧嗒吧

嗒直往下掉。

后面，我一番掏心窝子的话，从民事、刑事、家庭、社会，

一直讲到人生，学生心理的堤坝一旦打开，便如清清河水灌

溉农田，一切水到渠成，此后的班级管理工作就顺畅多了。

近日，杭州市凤栖幼儿园大班幼儿毕
业典礼如期举行。本次毕业典礼在音乐
会的基础上进行了突破，全员参加、全员
感受、全员分享。台上的表演者与台下的
观众随着音乐互动，沉浸其中。图为演唱
《虫儿飞》时，幼儿手握星星灯，祝福童年。

（本报通讯员 叶 靖 摄）

祝福童年祝福童年

●点评：
指导良好的亲子沟通、营造和谐的家庭氛围，是家访的主要目标与

任务，更是教师的一堂必修课。因为，这对于学生的健康成长与全面发

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那么，如何促进亲子间的有效沟通呢？这个案

例创新了家访方式，鼓励学生设计特别的“家长试卷”，将以往给家长送

去孩子问题的家访，转变为一场家长对孩子了解程度的考试，改变了大

家对家访的固有印象，巧妙地化解了学生

对家访的抵触情绪，在无形中拉近了亲子

之间的距离，使心更近、情更深。“家长试

卷”的题目正是学生内心渴望倾诉的内容，

鲜红的分数更是家长对孩子了解程度的真

实缩影，每一张试卷的背后无疑承载着对

美好生活的希冀。特别的“家长试卷”为我

们提供了积极、正向又富有趣味的亲子沟

通方式，背后体现了教师的精心设计与巧

妙实施。

点评人：浙江省教育科学研究院基础
教育研究所 关兴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