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廉洁家访总结(通用5篇)
当工作或学习进行到一定阶段或告一段落时，需要回过头来
对所做的工作认真地分析研究一下，肯定成绩，找出问题，
归纳出经验教训，提高认识，明确方向，以便进一步做好工
作，并把这些用文字表述出来，就叫做总结。相信许多人会
觉得总结很难写？这里给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总结书范文，
方便大家学习。

廉洁家访总结篇一

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是少年儿童教育体系的有机
组成，走进家庭开展家访是沟通三者的桥梁纽带，教师、家
长和社会携手育人是教育成功的关键，开展大家访活动对促
进学生健康成长、提高育人水平有着重要意义。为了让每一
个学生在家长和老师的关爱下健康成长、全面发展。我校根据
《市中小学教师“走进家庭、携手育人”大家访活动》的精
神和区教育局相关安排，结合我校实际，开展了主题为“走
进家庭、携手育人”的大家访活动。

一、明确意义，认真布署

首先学校组织教师认真学习市、区教育局印发的相关文件和
实施方案，明确此活动的目的、意义、内容、方法和要求，
确保活动有效推进。我校根据实际情况制定了大家访活动实
施方案，方案就大家访活动的主题、指导思想进行了详细的
解读，将目标任务、活动形式及活动要求进行了具体的安排
与布置。根据方案的安排，各班的班主任对学生情况进行摸
底——收录学生地址、家庭情况、联系电话等相关信息，进
行分类整理。每位教师根据自己的学科实际和所带学生实际
制定了个人家访工作计划。学校以班级为单位，校长带头，
班主任为主，科任教师全员参与，开始进行家访。



二、宣传指导，达成共识

养成、心理健康等方面情况，并认真填写家访手记。尤其对
学有潜力的学生、特长生、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单亲家庭学
生、学困生以及进城务工农民子女的家庭情况，孩子的在校
情况进行了深入了解和分析，帮助家长做好学生的教育工作。

学校大队部还运用简报、网络等媒体和宣传工具，宣传报道
教师家访活动情况和家访中好的经验做法及先进事迹。通过
家访让学生和家长知道教师家访的目的和意义，让家长知道
学生在校表现情况，让家长知道了学生的任课教师情况，让
家长知道如何配合学校搞好家庭教育，通过家访教师知道了
学生的家庭情况和在家的表现情况，学校了解社会和家长提
出的意见和建议，全社会成员知道政府对教育的关爱，营造
家校共育良好氛围。

学校还通过送发《告家长书》，召开新生学生家长会，家长
经验交流会等形式与家长进行沟通;请家长与孩子一起参与学
校读书活动，评选“书香家庭”并邀请家长来校与孩子共
庆“六一”，这些互动活动加强了学校和家庭、教师和家长
的联系，为孩子营造和谐、关爱、健康的成长氛围。

三、总结交流，汇报收获

导，让其避短扬长，健康成长。我们要把本次家访中获得的
反思运用到今后的教学和管理的实践中。我们要把与家长的
沟通成为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坚持不懈地开展下去，营
造家校共育的良好氛围，不断提高我校的教育教学水平。

20__年11月7日

廉洁家访总结篇二

教育是个大家庭。学校、家庭、社会应共同承担起教育的职



责，各施其职并互相促进。

为进一步搞好学校教育，协调各种教育力量，本学期末我校
开展了全面的家访工作。现将本次家访所得简述如下。

1、家长具有把孩子教育好，培养其成才的心理。此刻的家长
寄托在孩子身上的期望很大，具有将孩子培养成才的强烈愿
望。因此家长往往本站能满足孩子的各种要求。包括带给优
越的物质条件，购置充足的儿童玩具，带给广阔的学习渠道
和媒体。有的家庭还为子女布置了专门的小房间用于学习。

2、现代家长注重对子女的教育资料。此刻的学生家年龄都
在30—40之间，他们本身受过良好的教育。因此他们能认识
到教育的重要性，普遍重视对儿童的教育工作，并讲究教育
的方法，经常帮忙子女解决一些在学习上的困难，这对学校
教育起到了很好的补兖作用。

1、正因为家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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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使孩子构成了骄纵的心理。
他们在言论、态度、行为等方面表现出挑吃挑穿、爱耍脾气、
爱哭闹、懒散等不良的行为习惯，这给学校教育带来诸多的
难处。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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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等教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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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使学校教育孤掌难鸣，某些工作开展不开。

3、现代家庭中父母外出打工、做生意的不乏少数，从而削弱
了家庭教育的力量。有些家长虽然将其子女交于父母管束，
但是爷爷奶奶不是宠爱有加，便是有心无力，管束不下，徒
劳无益。这更助长了孩子的骄纵心理，他们变得越来越野，
使学校教育工作难上加难。而学校与家长联络也往往是徒劳
而返。



廉洁家访总结篇三

近两年来，xx小学以“鼓励教师进行家访，指导教师做好家
访”为己任，组织全体教师利用假期开展了“百名教师访千
家”活动。在我校，家访已不是老式的简单谈心和随机行动，
而是一项经过认真动员和部署，有鲜明目标和具体内容的常
规性工作。下面，我从三个方面向各位领导和同仁进行简要
汇报。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为了把家访工作落到实处，
家访前，xx小学在学校范围内开展问卷调查和抽样调查。问卷
调查的对象是全校xxxx余名学生及家长，调查的内容是学生
和家长是否欢迎教师到家里进行家访，什么样的家访方式最
容易接受等问题。调查结果显示，xx%的家长对于老师用居高
临下的姿态与自己交谈感到惧怕。有xx%的学生怕老师到家
长面前“告状”，因而不愿意老师到自己家中去家访。

我们还对在校学生的家庭及家庭教育情况进行了抽样调查。
调查发现，许多家庭教育还停留在自然萌动的基础上，很少
有理性的支撑。甚至有些家长根本不了解自己的孩子，认
为“出了问题”再教育也不迟的占有相当的比例。

俗话说：“良好的开端等于成功的一半。”在科学调查的基
础上，xx小学的老师制定了家访计划，对家访的时间、对象、
内容、形式等作了详尽安排，并把对个体家庭、单亲家庭、
聋哑儿童家庭等相对弱势的家庭，作为家访工作的重中之重。
我们通过建立家访档案，了解家长的职业特点、个人阅历、
经济状况、文化素质、性格脾气等，将学生家长分成好多不
同的类型。然后，引导老师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到什么山
唱什么歌”。这样，在进行家访时就能有的放矢，达到最佳
效果，一方面最大限度地节省了时间，另一方面也避免了满
嘴客套、不够真诚或不着边际的尴尬。我们学校的x老师在对
一个单亲家庭的孩子进行家访前，先从侧面了解了她的父母、



家庭，又查阅了相关资料，认识到这种家庭成员一般心理问
题比较突出，遇事敏感。在家访中，老师避免开门见山，谈
及孩子最敏感的话题，而是用做游戏和拉家常的方式帮助她
敞开心扉，向家长、老师道出内心的困苦，感受周围每一个
人对于她的关爱，她的脸上很快又展现出了久违的笑容。

前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有一句名言：不理解孩子的内心
世界便没有教育文明。家访中，我们不只是走进孩子的家门，
而是力求走进孩子的内心世界，要用真心换取真心。

为此，学校要求老师珍惜每一次家访，不仅要充满热情地与
家长交换意见，还要像关心自己的孩子一样，观察家庭中孩
子学习的环境如何，感受家庭里的精神和文化气氛，从而有
针对地指出学生家长在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将科学的教育方
法、教育理论传授给学生家长，通过指导家庭教育，有效巩
固和强化了学校教育的效果。

家访是一项辛苦而繁杂的工作，需要奉献精神，更需要多动
脑筋。我总在想，一万次的动员不如自己的一次亲身参与。
因为校长参与了，不仅能给老师起到带头作用，还能更深入
了解到家访中的种种问题，然后找到解决的措施。

于是，我特意选择了几个家访的重点和难点对象，和班主任
老师一起走进学生的家庭，获得第一手资料。回到学校，我
认真梳理，把自己的收获和体验与老师们一起分享，一起讨
论。我还对老师们提出了不少建议，比如把xx小学的办学理
念、办学成果作为宣传重点，把向家长征求意见作为家访的
重要内容，让家长感受到学校的尊重，意识到自身的责任，
从而主动参与到学校的教育教学管理中来。

两年来，我亲自走访学生家庭近xx个，每个家庭都认真做好
家访记录，同时撰写家访手记xx余篇。在我的带动下，我校
教师积极参与家访活动，广大家长和孩子也都越来越欢迎甚
至盼望着老师到自己家，家访已成为学校德育工作的重要组



成部分。今后，我们xx小学将继续把这项工作不断地完善和
推进，让家访扎根学校，让更多关爱走进学生家庭，永驻学
生心田，让它生根发芽，结出丰硕的果实！

廉洁家访总结篇四

为了落实教育局开展的_千名教师访万户师生情谊传万家_活
动的有关精神，我在20xx年寒假期间陆续去了部分学生家里
进行家访，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也圆满的完成了这次任务。
对于这次家访，我受益非浅，从中明白了许多，也学到了许
多。现将有关情况作如下总结。

第一，我们的家访深入到了每一个学生的家庭，忠诚地与学
生、与家长交流，了解每一个学生地家庭状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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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础。

第二，家长老师互相信任。由于我耐心地向学生家长讲述我
校的办学理念、办学成果、家校通、教学设施等基本情况，
帮助家长树立正确的教育理念，解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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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获得家长的高度赞扬和信任的基础
上，给学生以鼓励和力量。

第三，检查了孩子的作业，分析了各科试卷，查找了存在的
问题，并针对学科的学习方法作了适当指导，帮助学生树立
自信。

第一，正因为家长_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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成了骄纵的心理，他们在言
论、态度、行为等方面表现出挑吃挑穿，爱耍脾气等不良行
为，这给学校教育带来诸多的难处。



第二，家长误认为孩子很聪明，小学回家不学习也能取得好
成绩；上中学后，希望也能这样。如果不能这样，会不会是
老师的教学存在问题或着不够关心孩子。实际上家长最大的
失误就是忽视了孩子的行为习惯和学习习惯的培养。

第一深入到家庭细致了解，与家长学生面对面的交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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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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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访给教师本人上了一课。因为一个学生在班上不过
是六十三分之一，很不起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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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深深体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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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之，家访工作是班主任工作中不可缺少的方式。但我深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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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家访工作推向一个新阶段。

廉洁家访总结篇五

通过家访，我们能够更全面掌握学生情况，更大程度上地争
取到家长的配合，做好教育教学工作做好准备工作，下面是
小编搜集整理的小学学校家访工作总结，欢迎阅读。

在教育局“争创优秀业绩，做人民满意教师;推进优质服务，
办人民满意学校”的感召下，作为班主任的我通过多种渠道，
积极组织开展家访活动，了解家长心声，解决家长关心的问
题。



下面就一谈自己在开展“教师进万家”活动中的做法和体会。

在此次家访活动中，我首先通过校讯通架起家校沟通的桥梁。
开学以来，我就经常利用校讯通这个纽带桥梁作用，及时把
孩子的表现和班级新近组织的活动及学校的一些重要通知和
举措传达给家长，使家长了解孩子在校的一些基本情况，理
解学校教育的意义。

赵是个聪明的孩子，节假日在家里学了多种特长，从小到大
背过许多诗词文章，而且记忆力极好，但我了解的他只是个
数学学得吃力的孩子。张的家长在家总督促孩子学习，但他
却根本就不听，而且每天都要向家长要钱到校买零食。而我
平日看到的只是他的学习成绩差，个人卫生搞得不好。秀是
个多才多艺的小姑娘，她的家长先后让她学过珠心算、舞蹈、
体操，但都一一放弃，现在，家长只想让她快快乐乐地过好
每一天。她是个非常内向的孩子，又极在意别人对她的评价，
家长希望老师能够经常、适时地给她以鼓励，让她能够有力
量克服困难，取得成功。辰是个腼腆的小姑娘，她虽然不善
表达，却总希望老师能够时常关注时常安慰。

如果不是与家长进一步地沟通交流，我怎么会知道孩子的心
愿，我怎会知道家长的心声呢?走近了家长，走近了孩子，我
与每个孩子都更亲近了，我能想他们之所想急他们之所急了。
上课我会盯着飞的作业让他把每一道题都做对了;我会鼓励佟
数学并不难学，只要细心他同样可以学好。

我还通过电话家访、短信家访，多方听取家长的声音，把家
访工作做到家长的心坎上。

通过此次家访活动，我全面了解了我班学生及家庭，为在未
来的教育工作中促进学生全面健康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还与家长之间建立了沟通渠道，以便在第一时间了解家长的
想法，解除家长对学校工作的疑惑和不解。我也感到，真正
要办人民满意的教育并不难，只要我们是真正为家长着想，



家长是会理解并支持我们的工作的。

二

虽然与学生接触近一年的时间，但对孩子的家庭还不够熟悉，
为了更好地了解他们，家访就显得尤为重要。通过家访，较
为深入地了解到学生的家庭环境，家庭教育情况，以及家长
对孩子，对老师及对学校的期望等等。实践中，更让我进一
步深深体会到了家访的重要意义：家访让我们读懂了每个孩
子期待的目光、看到了每位家长坦诚的愿望，家访搭建了彼
此心灵沟通的桥梁，家访增进了教师和孩子间的真情实意。

第一,家访给予我们双方充裕的时间来交流，我们可以反映孩
子在校内的各种表现和进步，家长也可以提出各种建议和看
法，我们可以有针对性的对个别学生进行相关的教育，通过
和家长的共同讨论而达成共鸣，找到最适合个体的教育方法。
第二，对学生的了解更加全面。每个孩子在学校里和在家里
的表现判若两人，有的在校内很活泼大方，在家里看到老师
就会很害羞，不敢说话，有的则反之，看到老师家访，过于
兴奋，想尽情的表现自己，我们可以通过家访更全面的去认
识孩子，了解孩子不同的行为习惯和兴趣爱好。通过家访，
我也感受到家庭教育存在的问题。这次走访的学生，大多数
家长比较忙，家长们无暇照顾孩子们的学习，有空也是随口
问声“作业做好没有?”这样致使孩子们的学习的自觉性较差，
通过这次与家长的交流，使家长们也知道了照顾孩子不仅是
关心孩子的吃喝，孩子的学习也要照顾周到。另外，家庭成
员内部不一致的教育力量难于与学校教育配合。父母双方教
育观念和方法不一致，还有爷爷奶奶对孩子比较宠爱，导致
孩子学习习惯不好。在家访时的交谈中，我深深体会到家长
的期盼，深感责任重大，对今后的工作更不应有懈怠之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