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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城事·重点

阅读提示

家访，是可贵
的教育传统；是家
校之间理解和沟
通的桥梁。暑期，
丽水各地各校以
各种方式开展家
访活动。丽水中
学潘秋芳老师的
家访故事令学生、
家长、老师们很是
敬佩，她暑假里用
了 15 天的时间，
跨 4 个 县（市 、
区），行程 777 公
里 ，走 访 了 全 班
36 位 同 学 的 家
庭，还写了 36 篇
共计3.3万字的家
访日记。

15天家访了36位学生

放假前，潘老师就跟学生许诺：暑假要

去家访。同学们疑惑地问：“老师，班里那么

多学生你都要家访吗？”“老师，我家很远

哎！”“老师，如果你来，你就是从我读书起第

一个来我家家访的老师。”……

潘老师所在的班级共有 36位同学，来自

全市各地。“为了‘逼’自己走访完所有的学

生，在放假前最后一天，我让同学们以抽签

的方式互写了一张奖状，并且把奖状留下

来，等我家访再送去。”潘老师说，家访时，她

想给学生带去“精神礼物”，便拿出自己 10
年前写的日记体专著《我的一天 我的一

年》，并给每位同学写了赠言。

“作为英语老师，文字功底不深厚，何况

这是 10 年前的作品，文字本身可能不值得

一读了，但是我想告诉同学们的是坚持写日

记的这种行为还是值得肯定，一年当中，我

也不是每一天都有时间、有精力写，我也会

疲惫、懈怠、想放弃的时候，但是咬咬牙也就

坚持下来了，学习也是一样，我们需日日坚

持，不问结果，这个坚持的过程本身就足够

绚丽。”潘老师说道。

于是，潘老师仔细查阅了学生的家庭住

址，做了路线规划和电话预约。

7月 20日下午 2点 40分，潘老师的家访

之旅开始了。

第一位家访的小俊是潘老师唯一一位

从高一入学就开始任教的学生，虽然知道小

俊的家离市区比较远，但一查地图还是出乎

意料。全程最优路线也要近 50 分钟的车

程，不仅要走高速，还要走乡道，而且乡道全

程在修路，一路上坑坑洼洼。

“通过这次走访才深深体会到小俊回家

一趟的不易。”潘老师介绍，按照学校周六下

午放学，小俊坐公交到客运西站，转车到雅

溪镇，再转车到雅里，再步行或家长骑车接

回家就天黑了，周日上午吃了早午饭就又要

开始返程了。

在家访中，小俊妈妈的朴实让潘老师感

触到：家长的勤劳、淳朴、热情就是最好的教

育，家访也一样，走到家就是最好的无言教

育。

在暑期的家访中，潘老师行程最多的是

7 月 29 日，从市区出发到龙泉安仁镇安福

村，行程 97 公里，从安福村到遂昌行程 133
公里，再从遂昌回到市区又是 103 公里，一

天共行程 333公里，潘老师说：“当时真的觉

得自己像一名勇士一样。”

从 7月 20日到 8月 4日，15天时间里，潘

老师走访完了 36 个学生家庭，36 段路程中

有 36 个不同的故事。“这一路虽然很辛苦，

但能到每位同学家中实地感受他们的成长

故事还是很值得的。”潘老师说，这次家访也

特别感谢自己有孤独上路的勇气，对教育热

血如初没有变。

家访让教育更立体

作为一名资深教师，潘老师先后在青田

铁资中学、青田中学任教，目前是丽水中学

学生发展处主任。从 1998年担任英语老师

以来，24年间，潘老师一直坚持家访。

“以前单身的时候，我周末就走路、坐公

交去学生家里，那时候时间也有，通过家访

也改变了一些学生的情况。”潘老师回忆说，

她先前在青田任教时，有一位学生家庭条件

很困难，父母不让她继续上学，后来，她走了

一个多小时的山路，到女孩家中与家长沟

通，多方帮助下，女孩才回到了校园。

潘老师还告诉记者一个小插曲，她的爱

人便是在一次家访中认识。“当时去家访，认

识了学生的舅舅，后来经过了解和接触，最

后两人组建了家庭。”潘老师笑着说，这个故

事也一直在教育圈里流传，教育局的领导也

以此鼓励年轻教师参与到家访活动中。

对于此次家访，潘老师不仅给每位同学

送去了奖状和书籍，还在回程后写了 36 篇

家访日记，并发表在自己的个人微信公众

号，得到了很多老师的转发与点赞。《妈妈不

在家的家访》《驾车 80KM赴景宁家访，鼓励

潇同学返校》《目标坚定要当警察的女生》

《第一次真的有老师来家访》……一篇篇家

访日记都是潘老师的真情流露，肺腑之言，

也形象地描绘出 36位同学不同的成长环境

及个性特征。

“家访不仅仅是向家长讲述学生在校的

情况，我们也能从家长那了解到更全面的学

生，教育故事从平面叙事到立体叙事。”潘老

师说，通过此次家访进一步拉近了家校之间

的距离。

潘老师的家访故事也在朋友圈流传开

来，潘老师读书时的高中老师陈洧慧也转发

了推文链接，并写到：“为有这样的学生、校

友感到骄傲！”潘老师则回复到：“谢谢陈老

师，当年在盘中时，陈老师带我们几个同学

去家访的美好画面依然刻印在我的脑海里

……让我长大努力成为你！”陈老师则说：

“如果说当年是我影响着你，现如今是你感

动着我了，我也要继续努力，努力保持原来

的我。”

教育的传承在潘老师身上体现得淋漓

尽致，很多年轻教师也纷纷为潘老师的家访

举动所敬佩，并为之留言或转发朋友圈配文

到：“用心做教育，真情育栋梁，致敬”“动人

的教育情怀”“真是做到了极致！”……

对于这些评价，潘老师表示：“教育就是传

承，我会保持教育的初心，努力越做越好，让更

多人感受到教育的温暖和快乐，把教育做实做

细，回到本真。”

记者 吕恺

历时15天，跨4个县（市、区），孤身一人

行777公里 访36名学生
写3.3万字日记
潘秋芳老师：坚持走到学生家里家访就是最好的言传身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