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幼儿教师家访心得体会 幼儿教师家访工
作心得体会(通用6篇)

实习心得的写作过程可以反思自己在实习中的成功和失误，
从中吸取教训，提高自己的能力和水平。以下是一些经过整
理和筛选的培训心得范文，希望能给大家在写作过程中提供
一些思考和借鉴。

幼儿教师家访心得体会篇一

家访是我们幼儿园每学期末每位老师必做的工作，刚开始时
我很疑惑：我们现在的通讯这么发达，很多时候我们都通过
电话交流，有些小事则可以在接送的时间三言两语与家长交
换意见，有必要走进家庭实行这样传统的家访吗?家长会乐意
接受吗?通过三个学期的家访工作，现在我认为家访是非常有
必要的，它可以减少家长与老师之间的距离，使我们的沟通
交流更加有效。现在我将我本学期的家访感受做以下概括：

今年我们班有41名幼儿，我们的目标是走进每一位幼儿的家
中，但是家长们对于我们家访反应不一：有的惊讶，是不是
我的孩子在幼儿园里犯了严重的错误，老师要到家里来家访?
有的婉拒，我家地方小，又乱，那个时间我们没有空，抽不
出时间招待老师;但更多的是欣喜，正愁没有机会和老师好好
交流呢，对于我们的到来非常的高兴。面对家长不同的态度，
我们更困惑了，会不会因此而造成负面的影响，给家长们带
来额外的负担?但有一点，我们更清晰了：家长们的家庭教育
观念确实需要我们的引领，而走进家庭的家访活动，正好给
了我们一次了解、沟通的机会，对孩子，对家长，对我们自
己，都将会是一次挑战。

在家访的过程中，我们深切地感受到家长们对子女的殷切希
望，也感受到他们对老师的尊重与信赖。家长们问的最多的



问题是，幼儿园什么时候开始教写字算数?对于这样的问题，
我们详细地向家长解释幼儿的年龄特点和学习特点，使家长
明白我们的教育不能超出幼儿的接受能力，不能拔苗助长。
同时我们也详细地向家长了解了幼儿的兴趣爱好，性格特长
及家庭结构、成长经历、健康状况、学习环境、在家表现、
行为习惯，并听取了家长对教师的意见、希望，同时，有礼
节、有分寸地向家长反映幼儿在园的表现，肯定幼儿的优点，
甚至是家长还没有注意到的闪光点，诚恳地指出幼儿缺点，
耐心地传授家庭教育的方法，让家长知道幼儿的健康成长不
仅是幼儿园的责任，也是家庭的责任，提醒家长不仅要关心
幼儿的学习、生活，更要关心幼儿的情感和品德。另外我们
还给家长们布置了寒假作业，就是让家长寒假多抽出时间陪
陪孩子，把幼儿拿回家的幼儿用书再和孩子一起看一看，学
一学。

这次家访给我留下了很多深刻的，值得我反思事情，这对我
今后的幼儿园教学工作来说是一个宝贵的经验。在学期即将
结束的那个星期，我们班发生了一件令我非常难过的事情，
叶文伟小朋友的大拇指被门夹到了，而且骨折了，当时我真
的不知所措，这可是我从教以来发生的最严重的事故了，对
于叶文伟和他的家长我感到非常的内疚。家访第一天我和陈
老师去买了水果打算去文伟家看望他，我们坐着三轮车刚到
他们家路口，就看到文伟和他爸爸在那等我们了，到了他家
他爸爸妈妈和热情的招待了我们。我们首先对于在幼儿园发
生的这件事表示了歉意，也得到了他们的理解，在整个家访
谈话过程中他们表现出了对于这件事的理解，说这是个意外，
没有关系，文伟自己平时也很调皮，还说文伟经常说老师很
好。听了他妈妈的话我一方面觉得很高兴，家长这么理解我
们的工作，另一方面更觉得内疚了。这次家访还有多印象深
刻的事，如：郑乐珊高兴的拿小时候的照片给我们看，给们
讲小时候的事;叶雯婕兴奋的给我们表演培训班学过的舞蹈;
还有很多家长会着孩子在路口接我们等等，这些都很让我们
感动，也让我们在寒冷的冬夜感受到了温暖。



通过家访，我们不仅了解到了平时不了解的情况，与家长进
行了情感沟通，达成了共识，更大范围地取得了社会对教师
工作的尊重与认同，也使得我们自己再次感受到了教师工作
的神圣与责任，激发了工作热情;更使我们得到了教育和锻炼。
家访不仅仅给我们教师带来了感动和宝贵的经验，家访也带
给了孩子们满心的快乐：“老师到我家来了!”家访后的几天，
孩子们交流的话题都是同一个内容。孩子们的一言一行，都
让我们感受到那种溢于言表的快乐。家访更带给家长全新的
感动：“老师，谢谢你如此细致!”教师对孩子日常言行的细
微介绍，对孩子个性的详细剖析，老师的家教理念让家长们
耳目一新，从来没有想到，教养孩子还有那么多的道理!

在家访时我们确实要面对很多问题，有的家长很希望我们去
家访，但有些家长不喜欢我们去等很多问题，还有在访中有
家访会问到一些问题让我们预想不到的一些问题。而这次家
访一开始我真的很害怕，也很紧张，但最后慢慢的调整了过
来，也是这也是家长们热情与大方的关系吧!让我感到很亲切，
在沟通中也慢慢的放开去谈了。确实很多事情，只有去做了
才知道，自己也可以去完成。有时候没我们想象中那么难，
也没我们想象中那么害怕。

这家访真的对我们工作有很大的帮助，就拿去访秦兆阳小朋
友来说，阳阳小朋友是新来的小朋友，也许是一开始不适应
吧!每天早上就来哭一会，可当我们去他家家访时，一开始很
害羞，后来他开心的跟我们玩…经过跟家长沟通也了解到了
他在家的情况等!第二天来幼儿园时他就很开心的，也不哭
了…还常和我们老师说话。而去过家访的小朋友，他们都很
开心，来到幼儿园了还常叫我们去他家…我们与孩子们的关
系也更加亲切了。

九月二十三日那晚家访，让我感触好深。刚到他们家们口，
家长就很热情的欢迎我们;还说：“我们老师关心他们孩子，
开学不到一个月就家访了，真是辛苦你们呀!”还说我们老师
很有责任心，当听到家长这么说，心里感到很安慰，再苦也



值得了。而一开始我们就聊一些幼儿的情况呀!聊着聊着，那
小朋友的妈妈就把我们当成自己的好朋友聊了，还说出自己
生活中的一些不愉快的事，当时好想去安慰，却不懂怎么说
好，就静静的听着他们诉说，相信说出来了会好些。最后我
们还是有说有笑的聊，在回来时候她还说有时间再去她家坐
坐，一起说说话等。这位家长让我到到了一种格外的亲切与
友好。同时这次家访也让我深有感，原来我们跟家长也可以
那么的亲切与友好。

家访也接近尾声了，而在这次家访中我学到了不少;同时与孩
子们的关系也更加亲切了.....

家访，对我们教师来说，并不是一个陌生的词。作为联系家
庭与学校的一条纽带，它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通过家访
能让教师及时了解幼儿学习和生活的情况以及思想动态，能
倾听到家长对我们工作的反馈和建议，取得家长对学校和教
师的理解和支持，同时还加深了教师与家长的感情。在这次
跟随小四班教师对杰杰小朋友的家访过程中，我深刻体会到，
对一些特殊行为的孩子进行家访的必要性，作为教师我们要
更多了解幼儿在家的表现，家长的教育方法，发现问题，运
用现代化的教育理念积极的指导家长，进行交流沟通，相互
学习，取得信任，融洽感情，相互合作，结成一个家庭学校
的教育同盟。那么我们的教育会取得更大的成功。下面就谈
谈本人的几点心得体会。

1.杰杰的个性特点。杰杰是个很有个性的孩子，聪明活泼好
动，说话口齿不够清楚，自主意识很强特别任性，来园两个
星期还不能适应集体生活，大家在操场上排好队做操，他一
个人满场乱跑，没有一点的规则意识，而且软硬不吃，扰乱
大家，和别的小朋友明显不一样，需要一个老师专带。

2.家中的表现。和家长约定好，9月13日上午，我们来到了杰
杰家，他的妈妈在家接待了我们。妈妈是个全职妈妈，在家
专门带小孩，家中的条件非常优越，对孩子很宠爱。观察一：



妈妈叫宝宝过来，叫了几遍，宝宝都不理，直顾自己玩。妈
妈也就让他去了。观察二：妈妈和老师在聊，这时宝宝过来
拉着妈妈的手说要一起去玩水，妈妈说不行，宝宝越是缠绕，
越闹越凶，最好发脾气，妈妈没办法，最后还是另外一位老
师带他去玩了。整整一个小时，杰杰都没停过，一会而这儿
玩玩，一会那儿摸摸，变化很大，很少有安静的时间。观察
三:老师和杰杰在玩开汽车的游戏，小汽车不小心开到了沙发
底下，老师说有没有东西拨一下?宝宝找来了捞渔网，可是太
短够不着，有没有长一点的?宝宝马上找来了一根很长的塑料
管，并自己在下面尝试，不要老师帮忙。孩子在家的表现非
常任性，我行我素，也很霸道，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不依
着就发脾气。但孩子缺很聪明，喜欢探索，实践。妈妈的脾
气很好，顺着他很多，平时妈妈干活就由着孩子一个人玩，
但妈妈说的话孩子一般不太听，不接受大人的建议，妈妈拒
绝孩子时不说明理由，任由孩子缠着。

3.教师的指导策略。通过几个实验观察，我们发现了一些问
题，和妈妈进行了沟通交流，妈妈非常乐意地接受我们的建
议。

(1)树立威信，培养孩子安静倾听大人的说话要和孩子说话，
首先得让他静下来，站或坐到你的前面，安静倾听你的说话，
在孩子面前树立威信。

(2)告诉孩子拒绝的理由。当孩子提出无理要求时，你要向他
说明拒绝的理由，培养孩子判断分辨是非的能力。

(3)让孩子承担犯错的责任后果。孩子犯错很正常，适当让他
承担后果，培养孩子的责任意识。

这次家访，使家长和孩子感到十分亲切，从内心深处非常感
激教师。特别是针对有问题的孩子和家长促膝谈心，用一分
为二地观点分析学生，同时把握实际，灵活调节，在轻松融
洽的气氛中提出孩子存在的问题，共同商量、探讨教育措施，



家长也欣然配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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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幼儿教师家访心得体会篇二

作为一名新生老师，我对自己的教学方式感到很满意。在走
出学校的时候，我以为自己会去做一名小学老师，或是中学
教师，然而这个想法，在我路过一个幼儿园的时候却改变了，
那天，因为邻居家有急事，所以拜托了我去接他们家的孩子，
我在进幼儿园的时候，看见孩子在无忧无虑的玩耍，那样天
真无邪的样子深深的打动了我，我决定当一名幼师。

做幼师并不麻烦，不需要向其他的老师那样整天忙着教学、
忙着备课，审批作业。我们最多的时候就是陪着孩子们玩耍。
小孩子需要的是一个快乐的童年，而不在小的时候就被各种
补习所压迫，我不知道我所教授的这些孩子里有多少要在课
余去上各种小提琴班或是钢琴班，但是至少在我所教授的幼
儿园里，我希望他们每个人都能够开开心心的玩乐，有一个
快乐的童年。

和他们玩老鹰抓小鸡的时候，我总是会成为那只“老母鸡”，
张开双臂，抵挡着“老鹰”一次次的攻击。小朋友们嬉嬉闹
闹的，好不开心!我感觉自己也回到了小时候，和他们一样，
是在这座幼儿园里上学的孩子。我从来不把自己当做老师，
而是和他们友好相处，把自己当做和他们一样的同龄人。孩
子们对我也从来没有像别的老师一样毕恭毕敬，我不喜欢那
样，我知道他们也不喜欢那样。对于小孩子，我从来都不会



过多的去约束，即便是在课堂上。有的幼教老师会让他们端
端正正的坐在座位上，不要动，也不要讲话，活像个木偶人。
可在我的课堂上，那就像是在“群魔乱舞”一般，热热闹闹
的像个菜市场，我觉得这样的气氛有趣极了。这些孩子还小
啊，小孩子最不喜欢约束了，一直要求坐好，即便是我们大
人也会觉得很累，更何况是这些最活泼的年纪的孩子，只要
他们不下座位，不在教室里乱跑，就这么简单的要求。所以
孩子们也非常喜欢我的课。在我上课以来的这段时间里，没
有一位孩子缺勤。每天都是精神抖擞的来上学，然后恋恋不
舍的离去。

我觉得能成为一名幼教是我的幸运，能遇到这样一群活泼可
爱的孩子们，也是我的幸运。他们每一个人都像是宝藏一般，
都是我最珍贵、最珍视的宝物。

文档为doc格式

幼儿教师家访心得体会篇三

家访是我们幼儿园每学期末每位老师必做的工作，刚开始时
我很疑惑：我们现在的通讯这么发达，很多时候我们都通过
电话交流，有些小事则可以在接送的时间三言两语与家长交
换意见，有必要走进家庭实行这样传统的家访吗?家长会乐意
接受吗?通过三个学期的家访工作，现在我认为家访是非常有
必要的，它可以减少家长与老师之间的距离，使我们的沟通
交流更加有效。现在我将我本学期的家访感受做以下概括：

今年我们班有41名幼儿，我们的目标是走进每一位幼儿的家
中，但是家长们对于我们家访反应不一：有的惊讶，是不是
我的孩子在幼儿园里犯了严重的错误，老师要到家里来家访?
有的婉拒，我家地方小，又乱，那个时间我们没有空，抽不
出时间招待老师；但更多的是欣喜，正愁没有机会和老师好
好交流呢，对于我们的到来非常的高兴。面对家长不同的态
度，我们更困惑了，会不会因此而造成负面的影响，给家长



们带来额外的负担?但有一点，我们更清晰了：家长们的家庭
教育观念确实需要我们的引领，而走进家庭的家访活动，正
好给了我们一次了解、沟通的机会，对孩子，对家长，对我
们自己，都将会是一次挑战。

在家访的过程中，我们深切地感受到家长们对子女的殷切希
望，也感受到他们对老师的尊重与信赖。家长们问的最多的
问题是，幼儿园什么时候开始教写字算数?对于这样的问题，
我们详细地向家长解释幼儿的年龄特点和学习特点，使家长
明白我们的教育不能超出幼儿的接受能力，不能拔苗助长。
同时我们也详细地向家长了解了幼儿的兴趣爱好，性格特长
及家庭结构、成长经历、健康状况、学习环境、在家表现、
行为习惯，并听取了家长对教师的意见、希望，同时，有礼
节、有分寸地向家长反映幼儿在园的表现，肯定幼儿的优点，
甚至是家长还没有注意到的闪光点，诚恳地指出幼儿缺点，
耐心地传授家庭教育的方法，让家长知道幼儿的健康成长不
仅是幼儿园的责任，也是家庭的责任，提醒家长不仅要关心
幼儿的学习、生活，更要关心幼儿的情感和品德。另外我们
还给家长们布置了寒假作业，就是让家长寒假多抽出时间陪
陪孩子，把幼儿拿回家的幼儿用书再和孩子一起看一看，学
一学。

这次家访给我留下了很多深刻的，值得我反思事情，这对我
今后的幼儿园教学工作来说是一个宝贵的经验。在学期即将
结束的那个星期，我们班发生了一件令我非常难过的事情，
叶文伟小朋友的大拇指被门夹到了，而且骨折了，当时我真
的不知所措，这可是我从教以来发生的最严重的事故了，对
于叶文伟和他的家长我感到非常的内疚。家访第一天我和陈
老师去买了水果打算去文伟家看望他，我们坐着三轮车刚到
他们家路口，就看到文伟和他爸爸在那等我们了，到了他家
他爸爸妈妈和热情的招待了我们。我们首先对于在幼儿园发
生的这件事表示了歉意，也得到了他们的理解，在整个家访
谈话过程中他们表现出了对于这件事的理解，说这是个意外，
没有关系，文伟自己平时也很调皮，还说文伟经常说老师很



好。听了他妈妈的话我一方面觉得很高兴，家长这么理解我
们的工作，另一方面更觉得内疚了。这次家访还有多印象深
刻的事，如：郑乐珊高兴的拿小时候的照片给我们看，给们
讲小时候的事；叶雯婕兴奋的给我们表演培训班学过的舞蹈；
还有很多家长会着孩子在路口接我们等等，这些都很让我们
感动，也让我们在寒冷的冬夜感受到了温暖。

幼儿教师家访心得

通过家访，我们不仅了解到了平时不了解的情况，与家长进
行了情感沟通，达成了共识，更大范围地取得了社会对教师
工作的尊重与认同，也使得我们自己再次感受到了教师工作
的神圣与责任，激发了工作热情；更使我们得到了教育和锻
炼。家访不仅仅给我们教师带来了感动和宝贵的经验，家访
也带给了孩子们满心的快乐：“老师到我家来了！”家访后
的几天，孩子们交流的话题都是同一个内容。孩子们的一言
一行，都让我们感受到那种溢于言表的快乐。

幼儿教师家访心得体会篇四

在家访时我们确实要面对很多问题，有的家长很希望我们去
家访，但有些家长不喜欢我们去等很多问题，还有在访中有
家访会问到一些问题让我们预想不到的一些问题。而这次家
访一开始我真的很害怕，也很紧张，但最后慢慢的调整了过
来，也是这也是家长们热情与大方的关系吧！让我感到很亲
切，在沟通中也慢慢的放开去谈了。确实很多事情，只有去
做了才知道，自己也可以去完成。有时候没我们想象中那么
难，也没我们想象中那么害怕。

这家访真的对我们工作有很大的帮助，就拿去访秦兆阳小朋
友来说，阳阳小朋友是新来的小朋友，也许是一开始不适应
吧！每天早上就来哭一会，可当我们去他家家访时，一开始
很害羞，后来他开心的跟我们玩…经过跟家长沟通也了解到
了他在家的情况等！第二天来幼儿园时他就很开心的，也不



哭了…还常和我们老师说话。而去过家访的小朋友，他们都
很开心，来到幼儿园了还常叫我们去他家…我们与孩子们的
关系也更加亲切了。

九月二十三日那晚家访，让我感触好深。刚到他们家们口，
家长就很热情的欢迎我们；还说：“我们老师关心他们孩子，
开学不到一个月就家访了，真是辛苦你们呀！”还说我们老
师很有责任心，当听到家长这么说，心里感到很安慰，再苦
也值得了。而一开始我们就聊一些幼儿的情况呀！聊着聊着，
那小朋友的妈妈就把我们当成自己的好朋友聊了，还说出自
己生活中的一些不愉快的事，当时好想去安慰，却不懂怎么
说好，就静静的听着他们诉说，相信说出来了会好些。最后
我们还是有说有笑的聊，在回来时候她还说有时间再去她家
坐坐，一起说说话等。这位家长让我到到了一种格外的亲切
与友好。同时这次家访也让我深有感，原来我们跟家长也可
以那么的亲切与友好。

家访也接近尾声了，而在这次家访中我学到了不少；同时与
孩子们的关系也更加亲切了。

幼儿教师家访心得体会篇五

家访是我们幼儿园每学期末每位老师必做的工作，刚开始时
我很疑惑：我们现在的通讯这么发达，很多时候我们都通过
电话交流，有些小事则可以在接送的时间三言两语与家长交
换意见，有必要走进家庭实行这样传统的家访吗?家长会乐意
接受吗?通过三个学期的家访工作，现在我认为家访是非常有
必要的，它可以减少家长与老师之间的距离，使我们的沟通
交流更加有效。现在我将我本学期的家访感受做以下概括：

今年我们班有41名幼儿，我们的目标是走进每一位幼儿的家
中，但是家长们对于我们家访反应不一：有的惊讶，是不是
我的孩子在幼儿园里犯了严重的错误，老师要到家里来家访?
有的婉拒，我家地方小，又乱，那个时间我们没有空，抽不



出时间招待老师；但更多的是欣喜，正愁没有机会和老师好
好交流呢，对于我们的到来非常的高兴。面对家长不同的态
度，我们更困惑了，会不会因此而造成负面的影响，给家长
们带来额外的负担?但有一点，我们更清晰了：家长们的家庭
教育观念确实需要我们的引领，而走进家庭的家访活动，正
好给了我们一次了解、沟通的机会，对孩子，对家长，对我
们自己，都将会是一次挑战。

在家访的过程中，我们深切地感受到家长们对子女的殷切希
望，也感受到他们对老师的尊重与信赖。家长们问的最多的
问题是，幼儿园什么时候开始教写字算数?对于这样的问题，
我们详细地向家长解释幼儿的年龄特点和学习特点，使家长
明白我们的教育不能超出幼儿的接受能力，不能拔苗助长。
同时我们也详细地向家长了解了幼儿的兴趣爱好，性格特长
及家庭结构、成长经历、健康状况、学习环境、在家表现、
行为习惯，并听取了家长对教师的意见、希望，同时，有礼
节、有分寸地向家长反映幼儿在园的表现，肯定幼儿的优点，
甚至是家长还没有注意到的闪光点，诚恳地指出幼儿缺点，
耐心地传授家庭教育的方法，让家长知道幼儿的健康成长不
仅是幼儿园的责任，也是家庭的责任，提醒家长不仅要关心
幼儿的学习、生活，更要关心幼儿的情感和品德。另外我们
还给家长们布置了寒假作业，就是让家长寒假多抽出时间陪
陪孩子，把幼儿拿回家的幼儿用书再和孩子一起看一看，学
一学。

这次家访给我留下了很多深刻的，值得我反思事情，这对我
今后的幼儿园教学工作来说是一个宝贵的经验。在学期即将
结束的那个星期，我们班发生了一件令我非常难过的事情，
叶文伟小朋友的大拇指被门夹到了，而且骨折了，当时我真
的不知所措，这可是我从教以来发生的最严重的事故了，对
于叶文伟和他的家长我感到非常的内疚。家访第一天我和陈
老师去买了水果打算去文伟家看望他，我们坐着三轮车刚到
他们家路口，就看到文伟和他爸爸在那等我们了，到了他家
他爸爸妈妈和热情的招待了我们。我们首先对于在幼儿园发



生的这件事表示了歉意，也得到了他们的理解，在整个家访
谈话过程中他们表现出了对于这件事的理解，说这是个意外，
没有关系，文伟自己平时也很调皮，还说文伟经常说老师很
好。听了他妈妈的话我一方面觉得很高兴，家长这么理解我
们的工作，另一方面更觉得内疚了。这次家访还有多印象深
刻的事，如：郑乐珊高兴的拿小时候的照片给我们看，给们
讲小时候的事；叶雯婕兴奋的给我们表演培训班学过的舞蹈；
还有很多家长会着孩子在路口接我们等等，这些都很让我们
感动，也让我们在寒冷的冬夜感受到了温暖。

通过家访，我们不仅了解到了平时不了解的情况，与家长进
行了情感沟通，达成了共识，更大范围地取得了社会对教师
工作的尊重与认同，也使得我们自己再次感受到了教师工作
的神圣与责任，激发了工作热情；更使我们得到了教育和锻
炼。家访不仅仅给我们教师带来了感动和宝贵的经验，家访
也带给了孩子们满心的快乐：“老师到我家来了！”家访后
的几天，孩子们交流的话题都是同一个内容。孩子们的一言
一行，都让我们感受到那种溢于言表的快乐。家访更带给家
长全新的感动：“老师，谢谢你如此细致！”教师对孩子日
常言行的细微介绍，对孩子个性的详细剖析，老师的家教理
念让家长们耳目一新，从来没有想到，教养孩子还有那么多
的道理！

来源：网络整理免责声明：本文仅限学习分享，如产生版权
问题，请联系我们及时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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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教师家访心得体会篇六

这次家访幼儿教师，这对我今后的幼儿园教学工作来说是一
个宝贵的经验，家访中，孩子们更能感受到老师的关注与重
视，这是对孩子的鼓励，;家长更能理解我们的工作，这是对



家长的触动，探讨心得体会感想。下面是本站小编为大家收
集整理的家访幼儿教师心得体会感想，欢迎大家阅读。

耗时近一个月的家访终于告一段落。走访了部分家庭，部分
家长由于工作的特殊原因是家长到学校来与老师交流的。都
说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这话真是不假。我校是进城务工
对口学校，父母创业之初，没有条件陪伴他们的成长，一部
分孩子是在乡下由老人带大的，因此从这些孩子的日常生活
中总能让我感受到一些不同之处。

通过这次家访，感受最深的有几种情况：

一、孩子从农村到城市的孩子比较胆怯，总感觉到孩子在害
怕什么。见了孩子的家长才发现原来孩子对自己的父母都有
一种距离。他们不会象那种一起在父母身边成长的孩子那样
对父母撒骄，他们怕自己万一哪方面做错了会被父母又送回
老家。

建议家长多鼓励孩子，尤其是在孩子犯了错误的时候都要给
予孩子正确的引导及陪伴，而不是简单的指责和批评，更不
能威胁孩子不听话就送回老家的话。因为孩子犯错时并不清
楚他到底错在哪里?家长在孩子身上应该有更多的耐心、责任、
包容和理解。

二、即便在城市孩子父母工作忙，孩子也由老人管。孩子身
上大部分行为都向老人学习，动作比较拖沓，多数比较自私，
不愿意与人分享。隔代亲的老人们总是怕孩子吃亏，也不鼓
励孩子接交同学。孩子失去很多学习机会。

建议家长多抽时间陪伴，同时鼓励孩子接触同学。社交是一
个很大的平台，学习的机会也很多，一定要让孩子学会交往
与分享。毕竟个人是将融入社会的。家长应教会孩子如何接
纳，吸收对自己成长有利的朋友。让孩子吸收他人的长处，
鼓励孩子接交更多的与同龄人。



三、父母生了二胎，又要忙于工作，孩子有一种失落，觉得
父母不再象以前那样爱他，导致学习成绩和行为习惯都亮红
灯。并且这样的孩子多数学会了撒谎。孩子就这样放纵自己，
而家长依然对孩子疏于管教。

建议家长工作再忙也要关注孩子的心理健康和学习情况。一
定要尽可能抽时间与孩子沟通，交流。如果家长因为工作原
因和第二个孩子小而对老大的关注减少，孩子会有一种深深
的失落感。错过孩子最佳的陪伴和教育时机，再挽救难度会
很大。

通过家访，我深刻感受到了家长与孩子的无耐。感受到我们
学校的孩子和家长一起的时间太少。感受到家长生活的压力，
孩子学习的压，更感受到家长们正处于想迫切改善自己的生
存条件而奋斗的阶段。但孩子还处于似懂非懂的成长萌芽需
要引领的阶段。对于现在存在的问题我只能充分利用好孩子
在学校的时间，尽可能给予孩子帮助和引导，给家长解去后
顾之忧。

如果我们另找一条途径，走进学生的生活，和他们零距离接
触，也许会出现“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境地，以下工作心得
体会范文《幼儿教师家访心得体会》由本站工作心得体会频
道为您精心提供，欢迎大家浏览阅读。

为贯彻落实教育局“‘走进家庭，走近幼儿’集中家访月”
文件精神，于是我园在9月份开展了新生家访活动。而家访对
我们教师来说，并不是一个陌生的词。作为联系家庭与学校
的一条纽带，它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取得家长对学校和
教师的理解和支持，同时还加深了教师与家长的感情。幼儿
园新纲要指出“家庭是幼儿园重要的合作伙伴。应本着尊重、
平等、合作的原则，争取家长的理解、支持和主动参与，并
积极支持、帮助家长提高教育能力”。俗话说“情感是教育
的桥梁”。平时，我们虽然会每天与家长送孩子来园时作沟
通，也会与有特殊情况没来园的家长做电话家访，但是走进



孩子的家庭，与家长面对面的家访总能让我体会到了电访所
不能达到的效果。面对面促膝交谈与电话里的听声不见面，
那感觉和效果就是不一样。与早上匆匆忙忙的沟通相比，走
进家庭的家访更能用心的聆听家长的心声，也更能表达我们
对家长与孩子的看法。更能及时了解孩子学习和生活的情况
以及思想动态，让每一个学生不在学校却继续享受学校给予
的关爱，耐心倾听家长对我们工作的反馈和建议，不仅取得
了家长对学校和教师的理解和支持，加深了教师与家长的感
情。

在家访的过程中，我们感受到家长对老师的尊重与信赖，也
深切地感受到家长们对孩子的殷切希望，我们提醒家长不仅
要关心幼儿的学习、生活，更要关心幼儿的情感和品德，注
意安全等。针对一部分家长提出有关幼儿上幼儿园的困惑上，
我们用“小班新生”存在的一些问题与措施，从时间安排与
知识积累上，做了耐心的解答;一部分家长提出孩子特别不懂
事，担心孩子上幼儿园会存在的问题上，我们也用自己的观
点表明孩子的进步不是一朝一夕，而是长期积累，只要我们
对孩子一定的信心，多鼓励，今后孩子会成长更快，并提出
一些可取性的建议：肯定幼儿的优点，甚至是家长还没有注
意到的闪光点，诚恳地指出幼儿缺点，小部分家长不在家，
我们只得通过电话，向家长表达了我们的意思，做了并做了
相关交流。其中陆宇恒小朋友，快一个月了还是一直要哭，
我更是耐心与家长沟通的同时，更与他本人做了很长的交流，
促膝谈心，不但拉近了彼此的距离增进我们的感情。

这次家访使我深刻体会到，作为教师我们要积极的指导家长，
同时多进行交流，家长和教师相互学习，相互信任，相互合
作，结成一个家庭学校的教育同盟。那么我们的教育会获得
更大的成功 ，这对我今后的幼儿园教学工作来说是一个宝贵
的经验，家访中，孩子们更能感受到老师的关注与重视，这
是对孩子的鼓励，;家长更能理解我们的工作，这是对家长的
触动。家访，容易形成教育合力，产生良好的教育效果。



在这一年的家访工作中，我更加深刻地认识到这项工作是老
师和家长全面了解学生的重要途径。一是获得许多第一手育
人资料。通过与学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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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家长老师互相信任。通过帮助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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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多棱角认识学生。了解了很多表面上看
不出来的东西，认识了更真实、更全面的学生。比如我班的
邓某、董某等在校沉默寡言，可在家里却很活泼;而有些正好
相反。

发现存在的问题是第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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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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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家长误认为孩子很聪明，忽视了孩子的行为习惯和学
习习惯的培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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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下子又进入另一个误区：希望一下子
能解决问题，企图一劳永逸。第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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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孩子有空子可钻，言
行不一。

沉思之后，我感觉家访给我们每人上了一课。因为一个学生
在班上不过是几十分之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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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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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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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