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高中教师家访心得体会(模板5篇)
心得体会是指一种读书、实践后所写的感受性文字。通过记
录心得体会，我们可以更好地认识自己，借鉴他人的经验，
规划自己的未来，为社会的进步做出贡献。以下是我帮大家
整理的最新心得体会范文大全，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
一起来看一看吧。

高中教师家访心得体会篇一

根据学校的安排，为期两周的家访已接近尾声。我、徐建常
老师和冯品品老师对初三共58人进行了家访，以区域划分，
从花厅到后街，从小市到附城，从松岗到后岗，逐个学生家
访，晚上十点多还穿梭这些地方的大街小巷，虽然有时候疲
惫不堪，但也乐在其中。这次家访是以让家长了解学校、老
师及子女在校情况为主要目标，希望在此基础上得到家长对
学校、老师的认可，并能提出好的建议或意见，让学校发展
的更好。经过家访我们知道了，只要让家长感觉到自己的孩
子是被老师关心的，是爱孩子的，老师也在关注孩子的任何
举动，老师的一切行为都是着眼于孩子的持续发展等等，即
使你没有华丽的词语，家长对老师所说的话也会感兴趣，同
时也会了解老师所做出的努力的。

家访让我更了解学生和他们的父母。通过这次家访，让我深
刻理解外来民工的艰辛和淳朴。他们大部分是湖南来的农民
工，背井离乡来到这里的目的是让孩子能够接受比家里更好
的教育，让孩子有个更美好的前程。每天起早贪黑地工作，
日日夜夜的操老，为生活奔波。他们没有时间管孩子，加上
他们自己的文化水平也不高，有想帮孩子的希望可力不从心。
所以他们比希望寄托在学校，寄托在老师身上。我感到自己
的教书育人的负担更重了，同时也会去努力做好。他们的淳
朴和热情也深深地打动了我。大多数家长见到我们都笑逐言
开，热情款待。其中有位家长早早就炖好上等的鸡，等待我



们的到来，让我真切地感受到他们的热情和重视。

通过家访，我还了解了家长们的担忧与期盼。有些家长由于
忙于生计，很少能与我们老师面对面交流，对于学校的教育
现状、教育问题有疑惑的，对于他们孩子出现的问题以及在
校的一些情况，我都能够及时说明与解释，尽可能让家长理
解，并有意识地把更多的信息传达给家长，让他们对学校有
个较全面的正确的认识，以促进学生的教育和学校的发展。
如江启秋，爸爸是出租摩托的，每天中午都会来学校接孩子
回家，和我见了面也只是打个招呼就过了，从没向老师了解
过孩子在校期间的表现。通过这次家访，我了解到孩子的存
在问题，家长的期望值也不现实，与家长沟通后，家长也调
整了对孩子的定位，以及帮助孩子确立正确的。

除了以上的体会，我觉得家访要讲究交流的艺术，主要体现
在以下几个方面：

1、学生要在常家访时尽有可能应让学生在常老师、家长、学
生在一种平等，互信，轻松的氛围中”三方对话”，使学生
接受教育。既可增强师生之间的信任，消除不必要的疑虑，
同时，可以给学生讲话的机会，有利于消除消极因素，保证
意见的准确性和教育措施的切实性。

2、注意交流方式。家访时主要对象是学生家长。因此，家长
对老师的家访是否采取积极合作态度，直接决定着家访的效
果。首先，家访时教师应注意仪表形象，力求语言朴实诚恳，
举止大方。消除家长对老师的戒备心理。谈话开始，避免单
刀直入，可先围绕一些家长感兴趣的话题聊上几句，引导家
长积极主动地参与到谈话中，创设良好的谈话气氛，力求达
到与家长产生共鸣，取得家长信任，然后，再逐步引入主题，
向家长了解、介绍学生的情况。同时，由于家长的职业特点、
个人阅历、经济状况、文化素质、思想修养、性格脾气各不
相同。作为老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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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多鼓励表扬、少斥责批评。每个孩子都希望得到老师的表
扬和鼓励，因此，当孩子有了进步或在某一方面取得了一定
成绩时，教师就要发自内心地进行赞扬，由衷地表示祝贺，
并通过家访的形式告诉家长，使学生感受到自身的成就感，
那么，他的学习就会更加努力，他的思想就会更家进步。同
时，家长也会分享孩子的快乐，会更加关注孩子，关注学校。
同时，批评对于有错误的同学也是应该的，更具有针对性，
更应注意分寸，以免挫伤学生的自尊心，产生逆反心理而适
得其反。这就要求教育者应善于发掘学生的每一个闪光点，
有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因素，正确认
识自身存在的问题，促使学生健康发展。

4、要全面评价学生。最差的学生，都有好的方面，因此，老
师要全面了解学生，全面评价学生，不能只抓住某一二个问
题就下死结论，特别是不要单纯指责学生的.过错，甚至借
机”告状”，推卸责任。应多听取他们的意见，与他们达成
共识，切忌各执一词，互相指责。

5、多引导启发。谈话就是要通过亲切的交谈，使双方在和睦
的气氛中充分认识问题解决问题。为此，教师应该加以正确
引导，使学生正确认识宰牲节，启发他们说出心里话;在尊重
事实的基础上，切实解决学生存在的问题。

最后，家访后，要及时对学生加以督导，这是家访中一个至
关重要的环节。可能多数教师家访后，对学生不闻不问，认
为家访回来就意味着完成了一项任务。这是错误的。可以说，
这样的家访反映在学生身上的效果不会理想。因为家访必定
引起学生心理不同程度的震动，学生心理正在进行着”积极
思想”与”消极因素”的对抗，正急需外部动力的辅助，以
达到思想上的净化和改良。为了巩固家访效果，教师可采用
学生监督和老师疏导相结合的方式，辅以榜样示范、正面激
励等措施手段，对学生的行为给予公正的评价。及时采取谈



的形式了解学生的思想动向，防止学生错误行为的发生。

总之，家访可以拉近老师与学生与家长之间的心理距离，有
利于互相交换意见，也有助于达成共识。因此我们要用心地
做好每一次家访，为孩子的明天努力。

高中教师家访心得体会篇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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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习心得家访感受之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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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x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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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切实促进我院的学生工作，落实省高校工委“千名辅导
员访千家”活动的有关精神，我院在20xx年寒假期间开
展“千名辅导员访千家”活动。

一个孩子，他有多个方面的表现，是我在学校里通过肉眼或
口头交流所觉察不到的。一个孩子的内心世界，它是看不出
的，需要我们用心地体会。一个孩子，纵使他有千万个不是，
那也不是他所自愿的，他的生活、他所受的教育或许对他有
着决定性的因素。这一次家访，我共家访了两名同学。虽说
不多，却收获颇多，真正感觉到家访的必要性。



在家访中，我们经常会听到一些家长要求老师对孩子进行严
格教育治理。两位家长都说：“孩子不听父母的话，只听老
师的话，老师管得严一点没事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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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家长放心是
我们的职责所在，我们必须以十分的热情、百倍的努力去做
好自己的每一项工作。但是，学生的成长是社会、家庭和学
校共同教育的结果，家长在这方面也应该多为孩子提出一些
建议，更好的辅助学生的成长。

另外，家访时教师要讲究说话的艺术性。教师在家访中要态
度诚恳，分寸得当，要掌握好尺度，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
要耐心倾听家长的意见，即使有的意见不一定正确，也应当
在其中找到自己应考虑的方面，切不能让自己的情绪影响家
长或学生，更不能因为一时不高兴，说一些有损学生和家长
自尊心的话。所以教师家访时首先要了解家长的性格，初次
接触时说话要委婉，抱着尊重对方的态度，只有尊重家长，
家长才会尊重你教师，配教师共同来教育自己的孩子。例如，
我这次家访中这样一位学生，她学习习惯较差。我在家访时，
在与家长交谈时避免“差”字，改用“不太理想”之类，以
免伤害家长和学生的自尊。

再就是通过家访还使得我对班级的信息得到了一些了解，因
为有的事情学生不一定会和老师说，但可能会去和家长说，
这样我就能知道在班级中还存在什么问题，或者班级管理上
还有什么疏漏的地方。

最后一点感受就是家访应注意反馈。这不仅指在家访过程当
中要察颜观色，注意家长和学生的反应，斟酌谈话内容和措
辞。在家访后更要留心观察学生变化，检验家访的效果。四、
家访后加强对学生的督导，以巩固家访效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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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老师家访后，对学生不闻不问，认为家
访回来就意味着完成了一项任务，这是错误的。可以说，这
样的家访反映在学生身上的效果不会非常理想。家访后，老



师应及时对学生加以督导，这是家访整个过程中一个至关重
要的环节。因为家访必定引起学生心理不同程度的震动，学
生心里正在进行着“积极思想”与“消极因素”的对抗，正
急需外部动力的辅助，以达到思想上的净化和改良。

每一次家访都会有每一次的感受。这两天的家访虽然结束了，
但是需要老师总结和反思的地方还有待继续。这次甲方不仅
让我更加了解了几个学生，更重要的'是让我看到了工作中的
不足，以后我会更加真诚的对待每一个学生，共同陪伴学生
去成长。

高中教师家访心得体会篇三

这段时期的家访，我感触很多！

一、深刻地认识到每一个孩子都是一个丰富生动的个体。

在学校里，我们老师很多时候只能感受到孩子的一面，但当
你走进他们的家庭时，你才能真正地走近他，了解他更多的
一面。你会发现每一个孩子都是一个丰富生动的个体。

相金浩个头大，性格油滑，有点玩世不恭，又时常心神不宁，
行为习惯也不好，，尽管我多次找他谈心，交流，经常关注
他，提醒他，帮助他，但效果并不十分理想，我对他感到头
疼，甚至有点厌恶，在他身上，几乎看不到什么优点。

但这次家访，我真的对他有了一个重新的认识！得知我要去
家访，他很激动，很高兴，早早在路口等我，很有礼貌地接
待我，引我进家后，又主动给我洗水果，削水果，我一下子
就感受到了他的热情，能干！这是我以前从未发现过的。我
放下平时老师的威严，很轻松地和他们交谈，而他也一下子
没有了差生的油颇，我们都能很真切地感受到彼此的一种坦
城。



谈到高兴处，他又很热情地邀请我参观他的卧室，他妈妈补
充说为了迎接我

的到来，他特意在家收拾了房间，一走进他的房，就能看到
墙上挂着一幅“天天向上”的毛笔书法，我乍一看还以为是
从外面买的，后来细看，上面写着“相金浩8岁书”，我受到
了很大的震动，我没想到每天作业画得象鬼的差生竟然8岁就
能写如此好的字，书架上的书摆得整整齐齐，有《名人传》、
《水浒》、《西游记》、《三国演义》、《鲁迅全集》等，
我没想到一个平时上课连课本都懒得看的人居然看这类有思
想的书，我问他这些书是不是都看过，他很高兴地给我讲这
些书中的内容和自己的感受，还告诉我有些书都读了好多遍。
我当时，对他肃然起敬了！而这就是我平时认为的没有一点
毅力和自制力的差生！

看到这一切，我很感动，不禁问他：“你这么多才多艺，其
实有那么多优点，为什么在班上藏得那么深，那么低调，甚
至是冷漠呢？”他说：“我是学习不好，是大家眼里的差生，
说了人家也不一定信，还是算了！”

这次家访，让我看到了一个全新的相金浩，一个热情、能干、
上进、多才多艺的相金浩！

我不禁反思：如何看待差生，差生真的差吗？

二、充分地感受到了家长对老师的信赖和真诚。

走访了十几户家庭，提到孩子的教育，每一个做父母的都有
一肚子话要说，虽然家庭情况不同，教育方式也各有千秋，
但家长们为孩子们的教育都付出了很多，同时在教育的过程
中，也遇到了很多困惑，很希望能得到老师的指点和帮助，
对老师有一种深深的信赖和期待。

相洪涛的父亲是一位的普通的农民，他跟我说：“毕老师，



我现在深深地感受到了知识的重要性，我知道我这辈子已经
没有再拥有知识的权利了，但我有让我儿子获得知识的义务，
我们虽然经济条件不好，但对待他智力上的投资，我们从不
吝啬，我给他买书，报补习班，陪他听讲座……但这孩子还
是没教育好，让我很失望，只有拜托老师对我的孩子多多费
心了。”

作为老师教育帮助学生是我们的义务，但其实我们也有帮助，
指导家长进行家庭教育的责任，因为很多家长在这方面都有
困惑，有需求，再者和家长共同探讨教育也能让老师掌握第
一手真实的材料，有助于我们的学校教育，只有家庭教育和
学校教育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才有可能是成功的教育！

高中教师家访心得体会篇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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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习心得家访感受之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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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x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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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切实促进我院的学生工作，落实省高校工委“千名辅导
员访千家”活动的有关精神，我院在20xx年寒假期间开
展“千名辅导员访千家”活动。



一个孩子，他有多个方面的表现，是我在学校里通过肉眼或
口头交流所觉察不到的。一个孩子的内心世界，它是看不出
的，需要我们用心地体会。一个孩子，纵使他有千万个不是，
那也不是他所自愿的，他的生活、他所受的教育或许对他有
着决定性的因素。这一次家访，我共家访了两名同学。虽说
不多，却收获颇多，真正感觉到家访的必要性。

在家访中，我们经常会听到一些家长要求老师对孩子进行严
格教育治理。两位家长都说：“孩子不听父母的话，只听老
师的话，老师管得严一点没事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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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家长放心是
我们的职责所在，我们必须以十分的热情、百倍的努力去做
好自己的每一项工作。但是，学生的成长是社会、家庭和学
校共同教育的结果，家长在这方面也应该多为孩子提出一些
建议，更好的辅助学生的成长。

另外，家访时教师要讲究说话的艺术性。教师在家访中要态
度诚恳，分寸得当，要掌握好尺度，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
要耐心倾听家长的意见，即使有的意见不一定正确，也应当
在其中找到自己应考虑的方面，切不能让自己的情绪影响家
长或学生，更不能因为一时不高兴，说一些有损学生和家长
自尊心的话。所以教师家访时首先要了解家长的性格，初次
接触时说话要委婉，抱着尊重对方的态度，只有尊重家长，
家长才会尊重你教师，配教师共同来教育自己的孩子。例如，
我这次家访中这样一位学生，她学习习惯较差。我在家访时，
在与家长交谈时避免“差”字，改用“不太理想”之类，以
免伤害家长和学生的自尊。

再就是通过家访还使得我对班级的信息得到了一些了解，因
为有的事情学生不一定会和老师说，但可能会去和家长说，
这样我就能知道在班级中还存在什么问题，或者班级管理上
还有什么疏漏的地方。

最后一点感受就是家访应注意反馈。这不仅指在家访过程当



中要察颜观色，注意家长和学生的反应，斟酌谈话内容和措
辞。在家访后更要留心观察学生变化，检验家访的效果。四、
家访后加强对学生的督导，以巩固家访效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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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老师家访后，对学生不闻不问，认为家
访回来就意味着完成了一项任务，这是错误的。可以说，这
样的家访反映在学生身上的效果不会非常理想。家访后，老
师应及时对学生加以督导，这是家访整个过程中一个至关重
要的环节。因为家访必定引起学生心理不同程度的震动，学
生心里正在进行着“积极思想”与“消极因素”的对抗，正
急需外部动力的辅助，以达到思想上的净化和改良。

每一次家访都会有每一次的感受。这两天的家访虽然结束了，
但是需要老师总结和反思的地方还有待继续。这次甲方不仅
让我更加了解了几个学生，更重要的是让我看到了工作中的
不足，以后我会更加真诚的对待每一个学生，共同陪伴学生
去成长。

高中教师家访心得体会篇五

按照学校教学计划我们全体老师于八月份对学生进行了一次
大家访，在家访过程中给我最大的感觉是，家长们抱怨跟孩
子很难沟通。虽然目前物质生活水平正在逐步提高，但是家
长与孩子心与心的交流正在逐步减少，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
几点：

1、家长工作繁忙，常常需要加夜班，没有时间管孩子，更别
说是关心孩子的学习，有的孩子别说和父母交谈学习的情况，
平时就连见到父母都很困难。我们在家访过程中，也碰到几
位家长不在家，一般都要加班到九点多，等到父母加班回来，
孩子已经睡了，有空时也只是随口问一声“作业有没有做好
了”。这样长时间下来，孩子在心灵上与家长形成了一道隔
膜，产生了距离。到了最后，当家长想多关心他一些时，他
也不能很好的接受，反而会说家长烦，不愿多开口说话。



2、家长的教育方法和手段有所欠缺。由于我校的特殊地理位
置，部分家长还是有“不打不成才”的思想，这一点也使部
分学生害怕老师进行家访。有一次，我对班中的一位学生说
要去他家家访，他竟然和我商量，请求我以后再去。我追问
原因，原来是这次期中考试考得不够理想，怕我和他家长说，
怕挨家长的责骂，甚至是打骂。我告诉他家访是为了和他父
母进行交流，而且老师会建议他的父母好好说话的，这时他
才放下心来。

3、家长与孩子交流有所欠缺。有几位家长在我们家访时向我
们抱怨说孩子什么都不肯和家长说，学校里发生的事从来不
和家长谈起。其实，“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学生与家长
的沟通问题已经成为家庭教育中的大问题，而家长往往缺乏
这方面的相关知识经验，家访无疑是解决这一难题的良方之
一。

4、家长的心态未放正。此次家访中，有一位学生家长表现出
对孩子已经是放弃的样子，从与我们谈话的口气来看，似乎
对儿子已不抱任何希望了，这让我们很难受也很意外。其实，
孩子本身并不错，据了解，主要是家长从小就对他放松要求，
致他对自己也放松要求，才会变成这种情况。其实，只要家
长放正心态，担起责任，给孩子希望和勇气，那么，孩子一
定能有所进步的。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可见家庭教育是多么的.重要，要
给孩子一点时间，亲近孩子，关心孩子，理晓情动，共同托
起明天的太阳；家中无小事，处处是教育。父母要走出家庭
教育的误区，把握正确的家庭教育观，掌握科学的家庭教育
方法，用“心”培养好孩子；如何看待独生子女？他们也更
需要理解，需要宽容。要坚持以鼓励为主的正面教育，加强
家校的沟通和联系，那么教育这朵奇葩一定能结出硕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