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发挥家校育人合力，我省出台中小学家访指导意见

每个学生一年至少接受一次入户家访
家访是家校协同育人的重要内容，

也是促进学生健康成长的重要举措。省教育
厅昨日印发《关于加强中小学家访工作的指导意见》，

要求各地教育行政部门指导各中小学校建立家访工作
长效机制，制订家访工作具体方案，加强家校合作，发挥
家校育人合力。郑报全媒体记者 张竞昳

意见提出，要全面深
入了解学生家庭情况、成
长环境，重点关注特殊学
生群体，对重点学生做到
“一人一案”，深入细致开
展家访工作。家访人员要
认真做好家访记录，并整
理汇总为家访档案，对家
访效果进行持续追踪和效
果评估，及时调整和改进
培养方案。

一个也不能少。我省
明确，家访范围要覆盖全
体学生，促进学生的身心
健康发展和能力全面提
升。各地须结合学校实
际，确定家访工作的周期
和次数，原则上实现每名
学生一年内至少接受一次
入户家访。在全面掌握学
生基本情况的前提下，学
校确定重点家访对象：将

单亲家庭、留守儿童家
庭、建档立卡贫困家庭、
失学辍学学生家庭、残疾
学生家庭等列入重点家访
对象，“一生一案”确定家
访方案、建立家访档案，
追踪关注家访效果。针对
重点家庭，每学期至少入
户家访一次，必要时，可邀
请相关部门人员进行联合
家访。

意见强调，家访教师
不得借家访名义向家长提
出任何私人要求，不得收
受钱物、接受吃请，不得向
家长推荐、推销教辅材料，
不得借家访之名行有偿补
课之实，不得向家长推荐

任何收费服务等，不得泄
露学生及其家庭隐私。

各地教育行政部门要
将学校家访工作开展情况
及成效纳入学校年度考核
评价重要指标。各学校要
对教师做好教育理念、交

流沟通知识、礼节礼仪等
方面的培训，建立家访工
作评价考核制度，将家访
开展情况和成效纳入教师
考核评价；对在家访工作
中表现突出的教师，评先
评优时优先考虑。

教师不得借家访名义向家长提私人要求

为啥家访？意见明确
了家访的目的和导向：解
决学生成长中的重要问题
和家庭教育中遇到的困
难、困惑，给予学生发展指
导和家庭教育指导，在促
进学生健康全面发展方面
达成家校共识；从关爱学

生的角度出发，在充分肯
定学生优点与进步的基础
上，针对突出问题与不足，
与家长一起商讨解决方案
和改进措施。

家访如何进行？意见
提出，应在尊重学生和家
长意愿的基础上，结合具

体情况灵活确定家访方
式，采用全面家访与重点
家访相结合、联合家访与
个体家访相结合、线上家
访与线下家访相结合等方
式。家访队伍以年级和班
级负责人为主体、全体学
科教师共同参与。

以年级班级负责人为主，全体学科教师共同参与

交流学生情况 全面
了解学生的家庭环境、成长
背景、平时表现、个人习惯和
家长的教育理念、培养期待
等影响学校教育的家庭因
素。全面客观向家长反馈学
生在校期间德、智、体、美、劳
等方面的表现和发展情况。

规划育人策略 结合
学生特点，共同商议育人

策略，帮助学生制定生涯
规划；对有特长的学生，共
同制订具体有效的个性化
培养方案。

交流教育理念 向家
长宣传教育方针政策、教育
改革发展趋势等；宣传学
校办学理念和办学成果，
增强家长对学校的认同感、
信任感；在相互理解尊重

的原则下，坦诚交流教育
理念，对理念存在明显偏
差的家长提出合理性、针
对性建议，引导其积极配
合学校做好教育工作。

听取家长建议 认真
听取家长对学校、班级和
老师的意见和建议，及时
反馈，合理吸纳，不断改进
学校和班级工作。

家访“访”啥？意见明确4项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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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盖全体学生，关注重点个体

我省今年高职扩招
向民生领域紧缺、就业率高专业倾斜
技能拔尖人才可免试入学

为贯彻落实“完成职业技能提升和高职扩招三年行动目
标”的要求，增强职业技术教育的适应性，省教育厅等6部门昨
日印发《关于做好2021年高职扩招专项工作的通知》部署相
关工作，确保我省稳定有序、高质量完成今年的高职扩招任务。
郑报全媒体记者 张竞昳

今年我省高职扩招将继
续面向应往届普通高中和中
职学校毕业生以及退役军人、
下岗失业人员、农民工、高素
质农民、企业员工、基层农技
人员、村“两委”干部等群体招
生，同时积极动员符合条件的

灵活就业人员报考。
省教育厅等部门将综合

实际情况，按照向优质高等
学校倾斜，向区域经济建设
急需、社会民生领域紧缺和
就业率高的专业倾斜的原
则，确定分学校招生计划。

向民生领域紧缺、就业率高专业倾斜招
生

严格落实“质量型扩招”
要求，大力推进“文化素质＋
职业技能”评价方式，加强对
各类生源职业技能测试的考
核，为学生接受高等职业教
育提供多种入学方式。对参
加高职扩招单招考试的退役
军人、下岗失业人员、农民

工、高素质农民、企业员工、
基层农技人员、村“两委”干
部等可免予文化素质考试，
由各校组织与报考专业相关
的职业适应性测试或职业技
能测试。对于符合免试条件
的技能拔尖人才，由高职院
校予以免试录取。

技能拔尖人才可免试入学考
试

省教育厅要求，有关本科
高校、各高等职业学校要实施
多元培养、评价，严把教学质
量关。规范公共基础课程设
置，开齐开足思想政治理论
课。省教育厅将加强对扩招
学生教育教学情况的检查评
估，确保学有所获、学有所成。

各招生学校要按照“标
准不降、模式多元、学制灵
活”原则，修订完善专业人才
培养方案，深化校企“双元”

育人，推进现代学徒制培养、
订单培养、定向培养等人才
培养模式创新，在采取弹性
学制和灵活多元教学模式的
同时，推进线上线下相结合
的混合教学模式改革。特
别要加强对招收的退役军
人、下岗失业人员、农民工、
高素质农民等群体的日常
管理，规范学生顶岗实习的
组织管理，做到合理编班、科
学管理。

采取弹性学制、灵活多元教学模式培
养

既要拓宽入口，也要畅
通出口。通知提出，要多渠
道做好高职扩招毕业生就业
工作。各有关学校要调整和
优化专业布局，深化产教融
合、校企合作，面向就业市
场，提高人才培养针对性和
有效性。要加强就业创业指
导工作，将职业发展与就业
指导、创新创业教育等列为
必修课或限定选修课。要做
好毕业生顶岗实习工作。积
极引导学生参与 1+X证书制

度试点，帮助毕业生取得多
类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提高
毕业生的就业本领。

各地各有关学校要优先
支持就业困难毕业生求职就
业，支持毕业生创新创业带动
就业。推动高职毕业生在落
户、就业、晋升等方面与普通
高校毕业生享受同等待遇，为
更多青年凭一技之长实现人
生价值提供舞台。鼓励各地
多渠道招录毕业生到农村工
作，服务乡村振兴战略。

优先支持就业困难毕业生求职就业就
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