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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家访为什么受家长欢迎呢？

2月8日，面对湖南省汨罗市罗城学

校教师聂娃飞，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迫不及待地问了这个问题。

“我经常做家访，因此总结了不

少家访的方式。我希望通过多种多样

的家访方式，帮助家长解决一些问题，

更好地教育和转变学生，达到教育孩

子的目的。”聂娃飞认真地回答。

今年 54 岁的聂娃飞是岳阳汨罗

市天井乡长岭村人。1978 年 8月，不

满17岁的聂娃飞，放弃考大学的机

会，从复读的高中学校回到村里。这

时，恰巧本村长岭小学的一位老师休

产假，聂娃飞便成了村民眼里最理想

的代课老师。

也是从那时起，她开始了家访。

白天，聂娃飞上课、备课、批改作业；

夜晚，她走村串户，一家一家唤回那

些因父母打夜工而在外野疯了的孩子

回家完成家庭作业，甚至帮孩子们洗

脚、洗澡，一直陪到他们上床睡觉。

时间一长，村民们只要提到聂娃

飞，没有不竖大拇指的。路上遇到她，

都不叫“聂老师”，而是习惯叫她“娃

飞妹妹”。

乡联校的领导觉得她是块教书的

料，便将她转为民办教师。1989 年，

又送她到岳阳二师学习，毕业后将她

转为公办教师，调到新市镇完小教书。

一般的家访通常都是老师一人前

往，聂娃飞却有时会带上学生一起家

访。

聂娃飞现在任职的罗城学校，虽

然地处城市中心，但仍有一些家境贫

寒的学生，他们的穿戴明显比别的同

学差。

“以前我班上有个女生小杨，因

为家庭困难，很自卑，有些同学瞧不

起她，经常对她言语不敬。”聂娃飞

告诉记者，了解这一情况后，她叫上

两个家境殷实、平时大手大脚花钱的

孩子和 6 个班干部，去了她家。孩子

们看到的是一栋低矮的土坯房，家里

除了几盏电灯外，再也找不到一件电

器。她的爸爸是残疾人，她家吃的是

低保，晚上她常常一个人在家，平时

也是饱一顿、饥一顿。

家访回来的路上，孩子们说开了。

有的说：“要是上个星期来做家访就

好了，我们家的旧电视就不会当废品

卖了，送给她多好。”有的说：“以前，

我总是抱怨家里的条件不好，可是比

起她家来，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在后来的主题班会上，班干部都

谈了自己的家访感受，有的还向小杨

认错，请她原谅自己。他们号召全班

同学重新认识小杨，全班都来关心

她、帮助她。有的主动帮她补课，有

的把好吃的东西送到她的桌子上，有

的与她做游戏。家长们也积极参与，

为小杨捐款捐物。班集体的力量温

暖着小杨脆弱的心灵，她变得开朗活

泼起来。如今，多年过去后，逢年过

节，小杨总不忘给聂娃飞打电话。“这

些班干部的家长力挺我的这一举措，

认为这样的家访真的能触动孩子的灵

魂，胜过家长 100 次的说教。”聂娃

飞说。

全国优秀教师的七套家访模式

带学生一起去家访    

聂娃飞从教 36 年，当班主任 35

年，每年家访的次数都在 100 次以上。

在 3000 多次的家访过程中，她总结

了自己家访的七种方式：一是报喜式

家访，二是问题式家访，三是纠偏式

家访，四是辅导式家访，五是“维和”

式家访，六是集体式家访，七是捐款

式家访。

“七种家访方式中，最难的是‘维

和’式家访，因为这是针对孩子父母

不和的家访。清官难断家务事啊，但

为了孩子，我们当老师的有义不容辞

的责任。”聂娃飞感慨地说。

学生刘涵（化名）小学三年级时

父母离异，母亲去了新加坡。这个一

向天真活泼的 8 岁女孩，突然间变得

沉默寡言，上课也打不起精神，成绩

一下子就滑坡了。当她父亲再交女朋

友时，她异常反感，不准他们讲话，

晚上睡觉也要挤在两人中间。她认为

是新来的阿姨赶走了妈妈。家长没办

法，向聂娃飞求助。聂娃飞开导她：

“父母感情不好导致了离异，这是他

们大人之间的事，与这个阿姨没有关

系。妈妈即使去了国外，也始终是你

的妈妈，这样的血缘关系决不会因

为父母离婚而改变，妈妈也不会减

少对你的爱。特别是你的爸爸，又

有了爱人，你又有了新妈妈，这样一

来，关心你的人不是更多了吗？如果

你不接纳阿姨，不让她了解你，怎

么建立感情，你爸爸怎么会快乐起

来呢？没有母爱的家庭永远都是残

缺的，难道你不想要一个幸福的家

庭吗？”听了聂娃飞的一番话，刘涵

慢慢打开了心结。到她家后，聂娃

飞又做她爸爸和阿姨的工作，请求

他们不要冷落了她。从此以后，刘

涵走近了阿姨，阿姨也非常关爱她。

她不但变得阳光开朗了，而且学习劲

头、工作能力、个性发展、生活习

惯样样走在班级前列。

“如果只是家访，交流的信息量

窄，没有面上的交流。而且，当面

交流容易客套，时间长了，交流的信

息也很容易遗忘和丢失。”聂娃飞告

诉记者，考虑到这一点，她想到了给

家长写“家校联系信”，打印出来后，

发给学生贴在本子上带回家。

聂娃飞坚持每月写一封家校联系

信，从一年级到六年级，不曾间断，

有始有终，仅在罗城学校就坚持了9

年，大约 15万字，写满将近 20 个大

大小小的本子。

这样下来，家长家中坐，便知班

级事。孩子进步了、缺点改正了、哪

些要加强、老师有啥好建议，都可以

在信中一一“对号入座”。收到家长

的回信后，聂娃飞还要一封一封仔细

“批阅”，并结合他们的回信，与每个

学生进行谈话。另外，聂娃飞还开展

评选优秀学习型家庭和优秀家长活

动，并请家长走上讲台。

最难的是“维和”式家访

卓有成效的家访，让聂娃飞得到了

家长的认同、学生的喜欢、学校的赞赏。

但密集的家访，也曾经让聂娃飞有苦

难言。

当年在新市镇完小时，聂娃飞的丈

夫在外乡教书，父母需要照顾弟妹，5 岁

的孩子靠她一人料理。白天，听话的孩

子在操场上看蚂蚁搬家、捏泥巴小人，

从来不靠近教室。一到下课铃响，孩

子便小跑到教室外怯怯地提醒妈妈“下
课了”。傍晚，如果要去家访，她只能
将孩子锁在家里或请没有家访的老师
照看。

一天，因为和两个老师结伴同行去
家访，每个老师要家访两个孩子，待 6
个家访完成后回到学校，已是晚上10点
半。聂娃飞打开家门，只见被锁在家里
的孩子已和衣睡在沙发上，脸上依稀可
见哭过的泪痕。

“这样的情景，在我家不是第一次。

在我们学校，我也不是第一个。”说起那

时的艰辛，聂娃飞的眼里闪动着泪花。

不过，聂娃飞认为：“其实，因家访

受益的，不仅仅是学生和家长，我觉得

最大的受益者还是我自己。”

2010 年 3月9日，她到家住汨罗镇
的曹哲伟家家访，他爷爷是位老兵，礼
仪之周到让人惊叹。聂娃飞不落座，他
爷爷不坐；吃饭时，聂娃飞不拿筷子，
全家人不拿筷子；吃完饭后，聂娃飞不
离席，全家人不离席……礼仪，被这个
家庭演绎得血肉丰满。在回校的路上，
她一边反思自己以前做得不好的地方，
一边酝酿着在班上开展礼仪教育的计
划。为此，聂娃飞又去了两次曹哲伟家，
向他爷爷虚心讨教。

“每一个家庭都是一本活生生的人
生教材，走近它，可以使心灵得到净化；
学习它，可以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
观；运用它，可以丰富自己、完善自己。”
聂娃飞感慨地说。

近年来，聂娃飞不仅获得过“全国

优秀教师”、“湖南省优秀中队辅导员”

等荣誉称号，她与同事一起研究的“三

主三步”教学法（探究生疑，合作释疑，

分层练习），也于 2013 年在全国教学成

果评奖中获得优秀奖。

“家访受益最大的是自己”

“每一个家庭都是一本活生生的人生教材”——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唐天喜

不知道有多少学生会讨厌老师来家
访，因为在不少人看来，老师来家访多半
不是什么好事。但岳阳汨罗市的“全国优
秀教师”获得者聂娃飞老师的家访却如春
风化雨，深受学生和家长的喜欢。她每三
天要家访一次，每月要给家长写一封信，
并总结了七套家访模式。

2014 年 9 月，她成为教育部“全国
教书育人楷模”64 名候选人之一；今年 1
月，她入选 2014 年“湖南十大教育新闻
人物”。

2 月 8 日，聂娃飞向今日女报 / 凤网
记者讲述了自己对学生家访的点点滴滴。

聂娃飞带学生们一起阅读。供图 / 受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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