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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约评论员 胡欣红

过完春节，不少中小学教师开始家

访。但是，部分家长以各种理由拒绝老师

上门。这一情况引发的舆论也几乎“一边

倒”，认为入户家访已是“过去式教育”。

家访曾是教师与学生家庭沟通和实现

家校共育的重要桥梁。老师深入学生家

庭，通过与家长面对面交流孩子的学习和

成长情况，形成合力帮助学生更好地成

长。这种具有浓厚人情味的教育，拉近了

家校距离，曾受到家长们的普遍欢迎，被视

作教育的传统“法宝”之一。因此，“班主任

寒假家访遭各种理由拒绝”冲上热搜榜，确

实令不少人感到意外。老师牺牲节假日来

家访，家长何以如此不“领情”？其实，家长

们的想法也不难理解。

首先，在以前通讯不发达时代，老师和

家长平时基本上没什么沟通机会，家访的

作用和意义可谓不言而喻。然而，随着通

讯技术的发展，一般性的问题完全可以通

过电话、微信等即时聊天工具进行沟通交

流，家访的重要性自然大大下降。

其次，现在的家长受教育程度早已今

非昔比，在教育孩子方面也有自己的理解，

对老师上门“指导”的需求并不强烈，有的

甚至还有一定的抵触心理，不愿意听老师

“指手画脚”。

其三，随着社会对个人隐私的重视，家

访的边界感也成了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

尤其是一些存在单亲抚养等特殊问题的家

庭，还担心信息泄露之后老师会戴着有色

眼镜区别对待孩子。“家庭是私人空间。为

接待老师的家访，有些家庭会刻意准备一

番，比如打扫卫生、准备茶点，有的还会让

个别家庭成员暂时回避。特别是一些情况

比较复杂的家庭，并不希望将真实的情况

展示给外人。”家长顾先生的说法颇具代表

性。

时过境迁，倘若学校一定要求老师深

入每家每户家访，未免就有些强人所难了，

遭到家长抵制拒绝，自然属于情理之中。

令人遗憾的是，现实中不少学校管理

者并没有充分意识到家长心态的变化，反

而认为家访这一“法宝”不仅不能丢，还要

进一步“发扬光大”。于是，为了将家访落

实到位，还要求老师拍照佐证，有的为了微

信推送，甚至提出不能同一天、穿不一样的

衣服等一大堆“奇葩要求”，好端端的家访

异化为“打卡留念”，家长们怎能不反感？

此前，网络上流传一张九科老师同时到学

生家里家访查作业的照片，网友调侃还以

为是专案组来查案了，令人哭笑不得。

需要说明的是，家长们拒绝老师家访，

并非不愿意与老师进行沟通，而是希望通

过合适的方式进行交流。微信或电话就可

以解决的，当然没必要非上门不可。即便

真的需要面对面才能解决的问题，如果家

长存在种种顾虑不愿意在家里谈的，也可

以选择在其他地方见面。

网络时代，家访的“老传统”需要酌情

继承。入户家访实地查看学生生活的环境

和家庭状况，是做好家校融合教育的有机

环节和学校教育的必要延伸，其意义远不

止于信息交流，更是一种师生情感的连

接。但是，具体如何实施要根据地域、城乡

和家庭的差异，不能搞“一刀切”入户。

令人欣喜的是，面对家长的呼吁，一些

地方的教育部门和学校已经对家访进行了

优化。“原来我们对班主任是有指标的，规

定新接的班级必须百分之百入户家访，每

年的寒假和暑假必须对三分之一的学生家

访。现在我们不提明确数量了，也不规定

一定要入户，家访的地点可以是学生家庭，

也可以是学校或其他适宜的公共场所，比

如咖啡馆和茶室等。”沪上一位小学校长的

表态，值得借鉴推广。

家访是了解学生家庭环境、倾听家长

心声的最佳方式，永远不会“过时”，但在新

的时代环境下，学会充分尊重家长的意愿，

无疑是一个最基本的前提。只要有“聊

效”，家访不一定非到家里不可。如何适应

不同家庭的需要灵活安排家访，大有文章

可做。

只要有“聊效”，家访何必一定到家里

从商用服务到智能制造，

从陪伴老人到理货看店……

人形机器人制造在“加速跑”，

何时能走进寻常百姓生活？

2024年1月，工信部等7

部门印发的关于推动未来产

业创新发展的实施意见提出，

做强未来高端装备，其中人形

机器人排在“创新标志性产

品”专栏第一位。近年来，北

京、上海、广东等多地也提出，

重点培育人形机器人等未来

产业。

新华社 徐骏 作

奔向现实
冯源

新春伊始，发令枪响，多地的

“新春第一会”聚焦创新发展，努力

让更多以科技创新为特征的企业走

向世界前沿，形成百舸争流的可喜

局面。

从《黑神话：悟空》横空出世，到

《哪吒 2》票房登顶；从 DeepSeek 火

爆全球，到人形机器人精彩亮相，游

戏科学、深度求索、宇树科技等一批

并非大众耳熟能详的科技企业迅速

崛起，成长为“小龙”，呈现出一派生

机勃勃的创新气象。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

细究“小龙”成长，除了企业自身的

努力，更离不开国家对创新的大力

支持，离不开地方政府对创新一地

一域的暖心呵护。

良好的创业环境是创新的“空

气”和“沃土”。管理者要致力于打

造开放、包容、鼓励创新的文化，让

创新者在良好的土壤中成长，才能

为未来创造更大价值。近年来，国

家大力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

合发展，一批“小龙”应运而生。这

些“小龙”能嗅出“空气”中有助于创

新的味道，也能吸收“沃土”中的创

业养分，不断成长壮大。

让企业大胆闯、让创业者放手

拼，就要尽最大努力为其解决后顾

之忧，助其大展身手。有的企业成

立不到10年就变成“小龙”，很大程

度上得益于当地政府在软环境上出

实招，“无事不扰、有求必应”，让创

业者安心创业、放心奔跑。

仅在一地有“小龙”，是不够的；

在产业发展中只有“小龙”，也是不

够的。当下，多地正积极打开思路

做文章，思考如何创建有利于创新

的生态，因地制宜对创新企业进行

暖心呵护，让自己的江河里能成长

出更多的“小龙”，让“小龙”成“巨

龙”。

“小龙”成长为弄潮的“巨龙”还

需时日，也需呵护。期待越来越多

的地方政府拿出更有力的措施，为

更多“小龙”开辟一片海阔天空，早

日成长为“巨龙”。

徐阳

最近，一年一度的春节返程“后备箱

大赛”又引发不少网友关注和参与。随着

春节假期结束，无数游子踏上返程之路，

大家纷纷晒着从家乡装上的特产：爸爸亲

手抓的鱼、妈妈自制的手工辣酱、姨妈家

种的小青菜、新打的米糕……一个个后备

箱被塞得满满当当，里面装着的不仅有

“家乡的味道”，更有故乡的年味和亲人的

牵挂。

如今，在流动的中国，越来越多的年轻

人选择在异地打拼，在春节这个团圆的时

刻，有相聚的喜悦，也有分离的难舍。短暂

的相逢后，在外工作、学习的游子又要奔赴

远方，“儿行千里母担忧”，父母默默塞满的

后备箱，温暖着每个游子前行的旅途。出

门在外的人都该珍视这份情谊，用心回馈

家人的关心爱护。

回馈父母，并不需要子女有多少金钱

或多大的成就。多少父母目送子女渐渐

远去的身影，最朴素的愿望不过是“在外

面好好的”。往小了说，平时在工作之余，

吃好喝好休息好，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往

大了说，增添信心、努力拼搏，经营好自己

的事业。这就是对父母最大的慰藉。无

论是奋斗不息、追求创新的青年创业者，

还是严谨求真、锲而不舍的科研人员，抑

或是起早贪黑、风雨无阻的快递小哥……

每一个平凡而奋斗的身影，都是对亲情最

深刻的告白。

回馈父母，还应给予他们更多精神上

的慰藉。在生活节奏不断加快的当下，很

多人陪伴家人的时间越来越少。随着春节

假期结束，一度热闹的家再次变得冷清，一

些老年人难免不适应。有的老年人将子女

的通话录音设置成手机铃声，有的老年人

把子女的微信语音逐条收藏反复听……这

些细节如同时代的注脚，诉说着无数父母

深沉的情感期盼。对于在大城市打拼的我

们，空闲时，给父母打个电话、说说工作中

的新鲜事；回家后，教教父母最新的手机功

能和社交软件，帮助他们适应“数字生活”；

有条件的也可以请父母来自己工作的城市

住上几天、吃吃逛逛，感受自己的生活节

奏。在社会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的今天，

虽然适老、助老项目在不断变多，但一部分

老年人接受新事物、学习新知识的能力不

如从前，子女的关心帮助，可以让老人的精

神生活更丰富多彩。

用心经营生活、关心关爱家人，就是对

亲情最好的回馈。后备箱的故事，永远不

会落幕，让我们带着这份沉甸甸的爱，在与

家人的互相关心中筑牢幸福的基石。

在创新沃土中腾飞

让“小龙”成“巨龙”

用什么回馈“后备箱里的牵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