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近期家访心得体会简短 家访心得
体会(优秀5篇)

当在某些事情上我们有很深的体会时，就很有必要写一篇心
得体会，通过写心得体会，可以帮助我们总结积累经验。大
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得一篇好的心得体会吗？以下是小编
帮大家整理的心得体会范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
大家有所帮助。

近期家访心得体会简短篇一

家访是教师走进学生家庭，是教师关爱学生的一种表现，是
教师与家长交换意见的途径，达到共同对学生进行教育的一
种方式。

1、家访的过程中，我感受到家长们对老师的尊重与信赖，同
时还有对子女的殷切希望。以此活动中，我们了解了孩子的
家庭结构、成长经历、学习环境以及在家表现，并听取了家
长对孩子的一些想法、打算，对学校的要求和建议，同时家
长也通过教师家访了解到孩子在学校的学习情况，更清楚认
识了自己孩子的优势和劣势，使家庭教育更具针对性，并通
过与老师的交流，更好地配合老师，共同关注孩子的成长。

2、学生需要家长、老师、学校共同督促。在家访中，我们经
常会听到一些家长要求对孩子进行严格教育管理的心声。从
家访中，我们处处可感受到每一个学生都寄托着家长对他们
的期望。他们把教育的责任与希望全部寄托到老师的身上。
可怜天下父母心!可见，学生的成长是社会、家庭和学校共同
教育的结果，孩子平时有烦恼最愿意倾诉的对象还是他们的
父母，如果家长能配合老师，多关注孩子在家的表现，多与
孩子进行思想沟通，那么学校的教育也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
果。



3、重视家访效果的反馈。在家访后更要留心观察学生变化，
检验家访的效果。家访后加强对学生的督导，可以巩固家访
的效果。学生的每一点进步，尤其是后进生的进步往往不是
一步到位的，必然有一个反复的过程。所以家访后，老师应
对学生及时加以督导，因为家访必定引起学生心理不同程度
的影响，我们老师应把握好这个有利的时机对学生进行教育，
我想一定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4、构建与学生家长沟通的渠道。通过家访，我们与学生家长
的谈话中了解到，很多家长面对逐渐步入初中的孩子的家庭
教育感到很困惑，似乎与孩子的沟通更困难了，然而从我们
与他们的沟通谈话中似乎可以帮助他们解除往生活中遇到很
多困惑，所以当我们每走出一个学生的家里时，家长都是对
学校此次的活动表示万分的感激。

通过这次家访不仅能够广泛听取学生家长对教育教学的意见
和建议，更主要的是让我们都获得了真正走进学生心灵世界，
全面了解学生的机会，更有利于融洽师生关系，让教育教学
工作变得更加顺利，实现真正的育人。

近期家访心得体会简短篇二

本学期按照学校和县局的“大家访活动”安排，我通过与任
课班级班主任的联系协商共与xx、xx、xx等十余位同学的家长
联系，对以上同学的家庭表现进行了家访活动。通过家访我
感受颇深，在对孩子心理教育方面有很大帮助。

沟通是理解的前提，情感是教育的桥梁。

家访真能让我们和学生家长打成一片，感情亲切融洽，减少
家庭和学校之间的误会和责怨，解决老师、学生在学校无法
面谈的问题。老师深入到学生家庭后，可以很好了解一些该
生在家的表现，确认自己的想法是否正确，能够有针对性的
开展和选择教育方法，起到事半功倍的教育作用，赢取家长



对学校教育教学工作的大力支持。

很多家长对老师的到来，接待的非常热情，他们觉得温暖，
倍感兴奋，学生本人感到：原来自己并不是一个被"遗忘的角
落"，自己在老师的心中不是可有可无的，教师总是在注视和
关心着自己。协调孩子和家长之间的矛盾冲突，从而及时阻
止孩子不正常的心理问题的发生。现在的孩子，因特殊的环
境和生活条件，已经有过早的思维和自我独立意思，但又因
为思维的不成熟性，往往和家长的想法形成矛盾对立之势。
在这种矛盾情况下，教师的家访能起到非常有效的调节作用。
这次家访，使家长和学生感到十分亲切，从内心深处非常感
激教师。

家访不仅能教育孩子，也引发家长和教师的反思，教会家长
一些方式方法，有理有根据地去转变家长的一些观念。协调
师生关系、亲子关系，从而促进学生更健康的心理发展。家
访是沟通教师、家长、学生心灵的桥梁。三者共处，促膝谈
心，拉近了彼此的距离，有利于意见的交换，有助于达成共
识，更容易商量出解决问题的办法。通过家访，教师可了解
到学生的在家表现，日常行为，家庭教育，学习环境，学习
习惯等等；教师能更好地提醒家长；家长也能了解到学生在
校的学习情况，了解学校的教育方针，学校的常规，这样家
长能更有效地配合学校做好工作。通过老师和家长的沟通，
几乎所有家长都能接受老师的建议，并表示愿和老师一起搞
好孩子的教育工作。

总之，家访让我受益非浅，既使家长了解学生在校各方面的
表现和学校对学生的要求，又使我了解学生家庭中各方面的
情况及学生在家庭中的表现。我们只有通过家访才能了解一
些隐性的问题，找出学生不良行为形成的根本原因，这样我
们可以从根源着手，进一步加强对学生的教育。我觉得身上
的担子更重了，我们要加强家校的密切联系，同时注重学生
的个别教育，真正达到“教育一个孩子，带动一个家庭，影
响整个社会”的教育效果。



近期家访心得体会简短篇三

家访是教师走进学生家庭，对学生进行的一种访问，也是对
教育教学工作的重要补充。一次家访就是一次让孩子进步的
机会，会让一个学生在今后的学习生活中发生很大的改变。
所以家访是一门学问，是一门永无止境的艺术。我愿虚心请
教，倾心奉献，把课外访万家工作推向一个新阶段。

家长“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心切，对子女有求必应，
以至于溺爱和放纵，养成了许多不好的生活习惯，从而影响
到孩子在学校的学习习惯。这给学校教育带来诸多的难处。
家长望子成龙，只看重自己子女的学业成绩而忽视或放松了
对子女的思想品德、纪律教育，有些家长对素质教育不理解、
不支持，甚至对素质教育提出质疑，与其背道而驰，这使得
学校教育工作开展很不顺利。家访让我感受颇深：

第一，全面的家访，深入到每一个家庭细致了解，与家长学
生面对面的交流，加强了社会，家庭，学生的联系，了解了
家长的期望与要求。了解了学生的个性与想法，加强了师生
感情，家访对以后的工作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第二，全面的家访，了解了家长对子女的关切与期望，也了
解了一些学生家庭的困境，增强了我们的责任感，也让我们
更加热爱学生，热爱工作。

第三，交换访谈方式，为家访工作增加新的内涵。随着社会
的发展，家访的方式也随着改变。由于人们的职业特点、个
人阅历、经济状况、文化素质、思想修养、性格脾气各不相
同，学生家长可分为好多不同的类型。作为班主任应该具体
问题具体分析，“到什么山唱什么歌”。

第四，家访也给教师本人上了一课。因为一个学生在班上不
过是四十六分之一，很不起眼;而在家里，却是家长的，寄托
了厚厚的期望。在家访时的交谈中，老师们深深体会到家长



的期盼，深感责任重大，对今后的工作丝毫不敢有懈怠之心。
家访走出服务第一步。

第五，家访的目的是教育孩子更好地成长，父母是孩子的第
一任教师，家庭对孩子身体的发育，知识的获得，能力的培
养，品德的陶冶，个性的形成，都有至关重要的影响。

家访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可以及时了解子女的学习和思想动
向，并对症下药;及时加强对孩子的心理开导，使其形成健康
良好的心理品质;注重孩子的养成教育，注重发展长远利益，
为自己和孩子的将来着想。

近期家访心得体会简短篇四

通过家访我有如下体会：

实现教育公平难。虽然现在已经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学生也
有学可上，但由于种种原因，导致师资分配、教育资金投入
不均衡，致使许多孩子难以享受到优质的教育服务和教育资
源。家长择校、超级大班势必自然。

家庭教育严重缺失。学生陈明峰的父母常年外出务工，家里
只剩年迈的爷爷奶奶维持家庭和照顾孩子。学生黄杰更是一
个人留守家中。如此以来，孩子和父母交流的机会相当少，
大部分时间是和爷爷奶奶一起生活。缺乏教育、引导、交流。
处于青春期的他们，性格孤僻、苦闷、冲动等不良表现在他
们身上一览无遗。类似这种家庭的学生比比皆是。

重视孩子的教育。家访中许多家长表示凡是为了孩子的教育，
他们愿意尽自己的最大努力付出一切。尽管他们自身文化程
度不高，但他们早已意识到知识的重要性，因此他们重视孩
子教育的决心让我震撼。

家校联系应紧密。通过家访我了解到，家长对孩子在学校的



学习及生活情况不是很了解，或是没有时间去了解。通过向
家长介绍与学校及班主任联系的各种方式，家长表示十分乐
意与校方建立密切联系，全面了解学生在校的学习及生活情
况。

学生需要更多的关爱。尤其是留守学生，父母关爱的缺失致
使性格内向孤僻，一方面父母应增加与孩子沟通的机会；另
一方面教师应该从学生学习生活的小细节中给予孩子更多爱，
让孩子能健康快乐的成长。

总之，我们应该把家访这一活动当做与家长进行有效沟通的
桥梁，使它长期畅通。

近期家访心得体会简短篇五

短短一个寒假，闲里找忙地去家访，整理家庭住址的远近，
上网搜集家庭教育的知识短时充电，提前电话预约，在算不
上凛冽寒风、微透着春意的济南冬天，造访老友般（此前开
过三次家长会，相当一部分家长已经比较熟悉了），跟学生
的爸妈聊聊孩子，聊聊凌云一班。

家访前更正自己的认识，父母不但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还
是孩子一生必备的教材。我们和他们的区别是，老师好比课
堂，原则上通过课堂影响学生；而父母则是教科书，学生可
以随时翻阅。笼统讲就是言传和身教的区别，家访给我最大
的感受是——有一种影响了无痕迹，请别输在家庭教育上。
良好的家庭教育和科学的家庭教育理念，最能对孩子产生最
积极最持续的影响和引导。

家访感受之一——家庭教育中必须强化父亲的教育力量。

年前1月21日开最后一次家长会时我曾向凌云一班的家长呼吁
过。事情起因源于我和老公对女儿的教育，引起我的思考和
触动后，我曾专门上网搜索——据美国耶鲁大学的科学家最



近做的一项研究成果表明：由男性带大的孩子智商高，他们
在学校里的成绩往往更好，将来走向社会也更容易成功。这
项调查是他们持续了12年，从婴儿到十几岁的孩子各个年龄
段进行跟踪调查所得出的结果。我们并不否认女性教育的重
要性，母亲以女性特有的感情细腻、做事认真仔细、性格温
柔去影响孩子，通过讲故事、教唱歌、玩玩具等给了孩子很
多的关怀与呵护，这是功不可没的。然而，缺乏男性教育往
往会使孩子表现出多愁善感、性格懦弱、胆小怕事等特点。
而男性教育往往具有以下一些特点：

所以建议父母在孩子教育上分工相对明确：

日常生活小事依赖于母亲，但是在学习习惯、遇事处理方式
等会影响孩子思维方式的重大问题，父亲尽可能多地参与。
当然，很多理科出身的妈妈们在这一方面也有很强的优势。
所以教育孩子时，父母都应该负起自己的责任，但在时间上
又各有侧重：在孩子小时，母亲应该多负些责任，因为这时
候孩子需要细心的照料；孩子进入初中以后，父亲应该多教
育，这是因为孩子大了心理特点有变化，照顾过细他反而会
反感。

一天中，无事的 “和平”时期，谈谈班里的乐呵事，眉飞色
舞地汇报进步，晚上想吃什么大餐啦，妈妈多出面；学习效
果打折了，作业拖拉磨蹭了，与同学有矛盾啦等“波动”期，
聪明的妈妈们请继续做你的家务，做回“甩手掌柜”，任务
交给孩子爸，让他来和孩子谈。

家访感受之二——家庭教育的施行者父母必须做到心中有数，
心中有方向。

目标缺失现象比较普遍，一个孩提时代形成的梦想往往能影
响一生。很多卓有成就的人，往往在少年时代就埋下梦想的
种子，成长就是等待时机，积聚力量，而最幸福的事莫过于
内心力量觉醒的时候，发现自己所的成绩、所从事行业恰恰



是自己最喜欢的，梦想成真！

所以，家访时跟家长聊得比较多的还有潜移默化给予孩子影
响的问题。无外乎关注以下几点：

首先是不要抹掉孩子的优势。十几年的家庭教育观察，使父
母们成了孩子特点的最好观察者。孩子喜欢什么？哪一方面
特别有兴趣？何种兴趣可以考虑发展为今后的房展方向？不
论孩子目前的天赋是否适合群体教育，只要有利于孩子今后
的发展，都要给他足够的空间。童（电话交流）是一个极聪
明、极有思想的孩子，天赋极佳，听他在办公室跟老师沟通，
谈语文学习，谈学校教育，他都有自己很独到、深刻精辟的
见解。但他常因多言多语受到包括我在内的认课老师的“批
评”，当然这丝毫不能掩盖我们对他的喜爱。特别欣喜的是，
跟他的'爸妈沟通，知道他们能权衡利弊，达成共识——没有
宽松的环境，这个孩子就不可能有如此深刻的思考，同时保
有对生活的乐观向上。在这一点上，ryt爸妈值得每位家长学
习。因为孩子的教育从来就没有十全十美，关键是，我们究
竟想要一个怎样的孩子，哪一种性格占据主导，哪种性格就
会对孩子终生产生影响。

冉的懂事孝顺绝对值得学习，妈妈说下班累时她会给妈妈捏
捏肩，爷爷奶奶来时她会热情照顾。但在医院工作的妈妈，
工作比较繁忙，所以下班回家经常以批评的方式与孩子交流，
小小的隔膜渐渐产生。好在，善学的欣冉妈现在已经开始改
变了。

其次，家长要尽快让孩子了解自己的天分。与生俱来的东西，
本人往往浑然不觉。所以家长的任务就是，潜移默化中，让
孩子对自己的优势有透彻了解，并用鼓励给孩子持续不断的
发展注入力量。任何一种兴趣发展为能力和实力，必经的过
程就是持续不断地坚持。在这一点上， c的父母做的相当不错，
孩子对英语的兴趣高，所以创造条件，让孩子听原声接受熏
陶，假期送孩子去国外参加夏令营，鼓励孩子参加各种演讲



比赛，所以孩子培养起一种热爱和提高的自律性和能动性，
很受益。f的家长在这一点上也做得很好，孩子在舞蹈方面的
半年一口气拿三个全国大奖，自信心的提升，都得益于家长
的有意引导和培养。

家访感受之三——家庭教育必须持之以恒地关注孩子优秀习
惯的培养。

关注孩子优秀习惯的培养是一个漫长而琐碎的过程，但坚持
了一个人的巨变就可以无声无息。凌云一班xx-xx年度最用心
的智慧爸妈评选中，脱颖而出的szx家长就是很好的例子。孩
子能力、素养都不错，期中考试后竞选班长的风波后，落选
的他，量化从39名突飞猛进到第4，足见孩子的努力和父母的
用心。家长联系本上，一条条用心记录孩子思想动态，记录
孩子进步的点滴，zx妈做到了持之以恒，孩子的优秀习惯养成
也做到持之以恒，而期末成绩与量化的突飞猛进，无不得益
于此。jx的爸妈在我和苗老师19号去之前，已经交流了整整一
个下午育子心得，赞叹，所以孩子进步在情理之中。鉴于这
一点，同时结合凌云一班实际情况，我给出的建议是：

关注重视量化成绩。量化的进步能让家长和孩子看明白自己
的态度和短期效果，因为凌云一班的量化涵盖作业上交情况
完成质量、课堂发言、课堂纪律、测试效果等最直观反映在
校情况的几个方面，所以每周量化得分情况，是对一周表现
状况的最便捷评价。允许孩子有起伏，但不可容忍量化一直
低迷。

决不贿赂孩子，有些父母许诺孩子，如果成绩好，就要什么
买什么，以此将刺激作为动力，会引发孩子做事的动力由内
转向外，；父母不要用不一致的规矩管教孩子，家访中发现
父母二人教育方式不一致的情况，使孩子有种盲从和迷茫。

值得一提的是，帮助孩子完成近距离目标，借此培养自信心。
如果期望孩子至少能坚持一个月，就算孩子侥幸能坚持到，



也要一个月后才能领赏，这中间难免有松懈的时候，只要出
现一次，就大有挫败感。不妨根据孩子实际情况，把坚持的
目标降到了一天，甚至是一个小时，或者十分钟。这个目标
容易达到，且周期短，这种即时的成就感总是让人动力十足。
而想让孩子“听自己的话”，最潇洒的办法莫过于执着地栽
培自己，成长为令孩子佩服的人，那样家庭教育就变得极其
简单——随便几句话，就会有四两拨千斤的效果。

家访感受之四——家访必须做好充分的准备，省时省力。

除了家近家远的规划，更重要的是家访目的明确，内容真实
具体。家访就是为了更好地了解学生情况，争取家长的配合，
使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结合更好。有些学生家庭条件比较好，
自立能力较差，在学习习惯方面也不好，学习动力不足。对
于这种孩子，家庭教育就显得比较重要。家访就能为父母指
明方向，指出不足，有意识在今后的学习生活中培养孩子的
自主性、独立性。对于目前成绩不错、表现不错的孩子，更
多的是提更高要求，激励更好发展。如果能做到多一点指导，
少一点推卸责任；多一点肯定，少一点求全责备；多一点情
感交流，少一点情况汇报；多一点针对性，少一点随意性。
家访效果肯定会更好。

而进步大的学生如何保持进步态势？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持续
的动力和鼓舞，跟进的方法指导是否到位。这个问题值得每
个人思考。

我深知，一种期待，一种信任，一种感谢，就是一种更沉甸
甸的责任！

对待一个孩子，需要像栽花种树一样，静静等待它的伸展。
这个过程，会漫长到有时想丢掉耐心，但为人老师、为人父
母，我们的选择只有一个——做足每步功，静待花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