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家访收获体会家长(大全5篇)
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作吧，借助
写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
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吗？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
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家访收获体会家长篇一

按照学校的统一要求，我和其他老师对六年级学生进行了家
访，感受颇深。 通过与学生、与家长交流，了解每一个学生
的家庭状况，学习环境，学生的个性，在家的表现;了解到家
长的希望、要求以及教育方法等，并做好详细的记载，为今
后的教学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家访能加强家长老师互相信任。通过向学生家长讲述了我校
的办学理念、办学成果等基本情况，帮助家长树立了正确的
教育理念，解决了家庭教育方面的一些困惑，这就增强了家
长的责任意识和信任度，使家长也主动参与到学校的教育教
学管理中来，更有信心地和学校携手共同做好学生的教育工
作。

同时，我们也多棱角的认识了学生，了解了很多在学校看不
出来的东西，认识了更真实、更全面的学生。现在的学生家
长年龄都在37-45之间，他们本身受教育的程度相对高一些，
因此他们能认识到教育的重要性，普遍重视对子女的教育，
并讲究教育方法，经常帮助克服学习上的困难，这对学校的
教育起到了很好的补充作用。

在家访中也发现了一些问题：

一、现代家庭中父母外出打工，做生意的不少，从而削弱了
家庭教育的力量。有些由爷爷奶奶管教，他们更加宠爱，使



得学生在生活和行为习惯上较为放松，使得学校教育工作难
上加难。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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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成了骄纵的心态，他们在言论、
态度、行为等方面表现出挑三拣四、爱耍脾气等不良行为，
这给学校教育带来诸多的难处。当我们在家访中交谈起这个
问题时，家长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但容易一下子进入另一
个误区：希望一下子能解决问题，企图一劳永逸。

三、家庭教育环境未能与学校教育环境协调一致。父母双方
教育观念和方法不一致，导致孩子有空子可钻，言行不一。

家访后也使我有了很多思考：

第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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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以后
的工作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第二，家访使我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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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家访的方式不
改变，有时会事倍功半，甚至适得其反。

第四，家访也给教师上了一课。因为一个学生在班上不过是
几十分之一;而在家里，却是家长的百分之百，寄托了厚厚的
期望。在家访时的交谈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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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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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之，家访工作是教学工作中不可缺少的方式。我深知：家
访是一门学问，是一门永无止境的艺术。我愿本着对学生负
责、对自己负责，奉献爱心，努力做一个称职的老师，不辜
负家长和学校的期望。

家访收获体会家长篇二

20__年10月29日，我校组织全体教师利用周六参加“课外访
万家”活动。吃完早饭，我和万老师来到距离学校不到2公里
的小悟乡黄湾村家访。这次家访活动让我感慨良多，现总结
如下：

一、家访中取得的成就

第一，宣传了学校办学理念。我们耐心地向学生家长讲述学
校的办学理念、办学成果、教学设施、学校食堂的建设等基
本情况，及时地向家长反馈学生在校的生活、学习情况，帮
助家长树立正确的教育理念，解决家庭教育各方面的一些困
惑，增强家长的责任意识，让家长能够主动参与到学校的教
育教学管理中来，更有信心地和学校携手做好学生的教育工
作。给学生以积极的鼓励和正确的引导，达到共同教育学生
的目的，完成教育学生学习、生活、成长的重任。

第二、全面地认识学生。我们了解了很多在学校生活中看不
出来的东西，认识了更真实、更全面的学生。例如有些同学
在校沉默寡言，可在家里却很活泼好动，而有些正好相反。
有些有个性的学生，本来觉得很难管，但走进他的家庭后，
知道了他的一些生活经历、家庭背景之后，便觉得可以更好



地把握他们的心理，了解他们的想法，在以后的教育教学工
作中更好把握了。

第三、培养了感情。家访增进了教师与家长之间的感情，掌
握了学生在家的生活、学习情况，及时地了解了家长的想法、
学生的动态，为今后的教育教学工作提供了帮助。在家访结
束时，有的家长要我们留下来吃饭，有的家长要赠送一些家
里的土特产。我们坚守原则，自觉婉拒。我们的付出微不足
道，但是家长们的热情让我们十分感动。

二、家访中发现的问题

第一，留守学生家庭教育缺失。走访的家庭中家庭教育的力
量普遍薄弱，很多留守儿童是由爷爷、奶奶或者是外公、外
婆代为管教，使得他们的心理懒散、行为放纵、学习成绩差、
不服管教。这些孩子缺少父母的关怀，缺少必要家庭教育，
让学校教育工作的展开是难上加难。有些家长认为孩子送到
了学校自己就没有什么责任了，出了问题就去找学校，把一
切责任都推给了学校，严重忽视了家庭教育的重要性。

第二，家长溺爱助长学生不健康心理。有些家长爱子心切，
以至于溺爱和放纵，让孩子养成了骄纵的心理，他们在言论、
态度、行为等方面表现出了爱挑吃、爱挑穿，爱攀比，爱耍
脾气等不良行为习惯，这给学校教育带来诸多的不便;有些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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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习惯、心理辅导的教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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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分
数决定一切;有些家长只顾挣钱而忽视孩子的教育问题，把自
己辛辛苦苦挣的钱拿来给自己的孩子挥霍，让自己的孩子养
成了不良金钱观和用钱观;有些家长甚至认为自己的孩子送给
了学校自己就万事大吉。种种情况使得学校教育工作开展很
不顺利，缺乏家长的理解和支持。

第三，家访的做法有待改进。家访时间短，任务重，很难做



到面面俱到，有很多疏忽的地方和做得不是很周到的地方，
在以后的工作中要加以改进。让家访真正成为一项长期的、
有实效的民心工程。

家访收获体会家长篇三

我的女儿石h琪区实小六(2)班的学生。_月1日，她的班主任
刘君艳老师，语文皮老师，还有朱副校组织我们一家和石h琪
的同学高卓雨一家进行互访。我们谈了很久，我收获很多。

老师一方面介绍了孩子在学校里的学习情况，另一方面询问
了孩子在家里的学习和生活情况。作为家长，我对学校组织
这次“互访”的活动表示热烈的欢迎，对老师们的辛勤付出
表示由衷的感谢!

一直以来，学校老师给石h琪亲切的关怀和谆谆的教诲。这次
刘老师称赞了她的一些优点，如现在学习成绩越来越稳定，
爱动脑，能积极参加学校的各项活动。让我们为孩子的优秀
表现而倍感欣慰。当然，皮老师也直言了他的一些不足：做
事比较拖拉，写作业容易犯粗心大意的毛病，作文篇幅不够
紧凑，语句还要更生动，要让学到的知识活学活用等等。这
些让我们意识到平时疏忽了对孩子的教育，放松了要求。今
后要配合老师，发挥家长应有的作用，提醒她少犯错误，鼓
励她在班级工作中以身作则，锻炼自己的综合素质。

老师还详细地询问了石h琪在家的学习和生活情况，看她是否
在家及时做家庭作业、自学、阅读课外有益书籍，是否帮助
做家务等等，我们都如实相告。老师肯定了我们的一些做法，
也对我们在孩子的学习和兴趣方面比较严厉，但在生活方面
比较溺爱的问题提出了建议。我们一定配合老师，做好家长
应该做的督促和教育工作，保证孩子有一个良好的成长环境，
保持家校联系，全面提高他的成绩和能力。

朱副校长也详细的向我们询问了，我们家对学校的教育有何



意见和建议，对老师的教学有什么要求。也告诉我们一些教
育孩子的好方法，让我们认识到教育孩子是学校和家长共同
的责任。只有双方共同努力，孩子才能健康茁壮的成长。

这次互访有校长参加让我们感到了学校领导对孩子教育的重
视，校长的平易近人让我们更放心的把孩子放在学校这个和
睦的大家庭的成长。 经过这次面对面的沟通与交流，我更全
面地了解了孩子的学习和思想情况。老师关心学生不辞辛劳、
乐于奉献不受回报的精神令我们十分感动。孩子就像一棵棵
稚嫩的小苗，老师们每一次爱的付出，都象春雨一样滋养着
他们的心田。这次家访活动正如：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家访收获体会家长篇四

在本学期的家访工作中，本人结合我校及我所任班级的实际
情况，对部分学生进行了家访。在家访中了解到了很多实实
在在的问题，可谓感受颇多，现做如下总结：

们也发现多数家长的综合素质还不高，在教育子女时，缺乏
教育学、心理学等方面的理论知识。有的家长对孩子百依百
顺，当做小皇帝。有的家长对子女太偏爱，孩子生病了就可
以不做作业了。在日常生活中没有与孩子进行经常的多方位
的思想情感交流等等。

二、许多学生父母外出打工，做生意等等，从而削弱了家庭
教育的力量。有些交由爷爷奶奶管教，他们却更加宠爱，使
得学生的心理放纵，让学校教育工作难上加难。这些都需要
我们摸清对象，对症下药，特别是与家长保持密切的联系，
发现问题，及时解决，真正做到有的放矢。

三、收集了家长给我们的一些意见和建议，比如希望让老师
和家长更加强联系与交流，能与孩子的。学习生活更好的融
合起来，帮助自己的孩子更好的学习；希望老师多鼓励不够



主动发言的孩子；希望每位老师都能采用各种形式和家长多
沟通，以便家长全面地了解孩子在校情况，配合老师共同解
决问题等等。

总之，通过家访我感到，教师与学生之间不只是传递与被传
递的关系，也是情感、人格的相互作用的过程，人的情感是
在认识基础上产生和形成的，培养学生健全的人格、高尚的
情操，良好的心理和正确的学习习惯是我们教师的责任。家
访工作只是我们下一步工作的开始，我们要通过家访了解一
些隐性的问题，找出学生不良行为形成的根本原因，从根源
着手，进一步加强对学生的教育，倾心奉献，把家访工作推
向一个新阶段。

家访收获体会家长篇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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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访前更正自我的认识，父母不可是孩子的第一任教师，还
是孩子一生必备的教材。我们和他们的区别是，教师好比课
堂，原则上经过课堂影响学生;而父母则是教科书，学生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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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能对孩子产生最进
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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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开最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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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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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讲故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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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提议父母在孩子教育上分工相对明确：

日常生活小事依靠于母亲，可是在学习习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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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都应当负起自我的职责，但在时间上
又各有侧重：在孩子小时，母亲应当多负些职责，因为这时
候孩子需要细心的照料;孩子进入初中以后，父亲应当多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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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舞地汇报提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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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