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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文 365】“键对键”永远无法取代“面对面” 

徐建华  语文高级教师，现任教于湖北省远安县第一高级中学。传道授业之余，弄语说文，笔耕不辍。先后

在省市级、国家级刊物发表语文教学论文二十余篇。自幼粗通文史，对文言文、作文教学见解独到，曾在语

文教学中尝试“自己写作文，轻松教作文”、“趣文新史记，轻松学文言”等系列，寓学于乐，别具一格。

 

【作文题目】 

阅读下面的材料，根据要求写作。 

 

近日，一条福建省福州市教育局公开回复家

长疑问的帖文在网上引发关注和讨论。家长

发帖问学校为何放着电话、微信等通讯便捷

的方式不用，反而安排入户家访，并直指入

户家访“耗时”“没必要”质疑这是一种形

式主义。对此，福州市教育局公开回复称,

入户家访并未过时,入户家访是老师和家长

之间最直接、最有温度的沟通方式。 

 

对于入户家访,你有什么看法？请联系生活

实际写一篇文章,表明你的观点,阐述你的看

法。 

 

要求：选好角度确定立意明确文体，自拟标

题；不要套作，不得抄袭；不得泄露个人信

息；不少于 800 字。 

命题说明：本题来自 2021届重庆一中高三最

新考试。 

 

【命题方向】 

科学精神：理性思维  批判质疑  勇于探究 

学会学习：勤于反思 

实践创新：问题解决 

 

【审题】 

限制性： 

1.真实情境的限制。材料提供了真实而鲜活

的现实情境。材料首先交代福建省福州市教

育局公开回复家长疑问的帖文引发热议。然

后列出家长对入户家访的看法，认为“没必

要”，是“形式主义”。接着福州市教育局

针锋相对，公开回复：入户家访并未过时,

入户家访是老师和家长之间最直接、最有温

度的沟通方式。考生要针对“入户家访”表

查看更多
作文解析
请扫码关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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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自己的看法，或者对以上两种看法进行评

说。 

 

2.典型任务的限制。本题典型任务可切

分为三个方面：一是要针对材料中的现象“入

户家访”进行评论，行文可适当延伸，但必

须就事论事，就事论理，不能脱离材料。二

是联系实际，不可高谈阔论，动辄就是教育

改革等宏大主题。三要表明观点,阐述看法，

写成议论文。 

  

3.价值判断的限制。本题旨在引导学生

关注时代、关注现实、关注社会。本题价值

判断主要引导学生对技术运用和人文关怀的

思考。考生对任一家访方式都不可彻底打倒，

而是要结合实际比较权衡如何更好。 

 

开放性： 

1.立意角度自由。考生可赞同家长的观点，

从现代信息技术的普及出发，陈述这种入户

家访虽有温度，但不能与时偕行，没有“善

假于物也”的现代教育应具备的媒介素养，

不利于新形势下家校沟通。在快节奏的信息

时代，可充分借助社交软件，沟通交流。可

着重抓住“形式主义”、“耗时”等关键词

作为展开点。 

 

也可赞同教育部门的观点，为入户家访这种

传统沟通方式正名，特别要从“最直接、最

具温度的沟通方式”入手。社交软件，固然

方便快捷，但不可过分依赖。家校沟通也需

要情感交流，经常需要“晤言一室之内”，

促膝谈心，“线对线”、“键对键”终究比

不上“面对面”。 

 

考生所写并非辩论稿，故也可辩证分析，如

针对没有时间的家长不妨线上家访；针对留

守子女，入户家访则是暖心之举，实有必要。  

 

 

2.联想和想象是开放的。如果选择支持家长

观点，可列举现象，揭示实质，指出存在的

形式主义现象——入户家访，是为了完成任

务到学生家里走一走、看一看，就是拍照、

整理资料……多为例行公事，缺乏真情。也

可建言献策，如何利用网络媒体、线上交流

的同时，个性交流，因材施教。如若赞同教

育部门观点，可以从技术运用和情感交流方

面来思考取材，可以从学生面对家访的感受，

家长增进了解学校和孩子学习生活，教师对

学情的充分了解，师生情感交流，学校、家

庭、社会形成合力等方面，充分展开。 

 

可以以老师的身份来评论家访，从教师家访

了解学生、家校合作、因材施教等角度来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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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家访的意义；又可以以学生的身份来感知

家访。如教师前来家访时带给自己情感的悸

动，心灵的触动。 

 

另外，信息社会、后疫情时代，当下教育如

何面对新的问题，发展中的问题，也值得深

思。  

【解题】 

本题属于时事评论类材料作文，重点考

查考生理解思维以及解决问题的能力。 

究竟是否需要入户家访，凡事有利有弊。

如果赞同家长，可重点针对当下“运动式”

家访、“突击式”家访来批驳，这种形式主

义的入户家访，不是着眼于特殊学生的因材

施教，而是为了完成任务，“大水漫灌”，

而不是“精准施教”。卓有成效的家访，往

往能激励、触动一个孩子，因此也必须充分

“备课”，研究学生，研究策略。尤其要针

对当下——特别是疫情期间线上交流沟通是

便捷得多了，但实际效果不容乐观来谈。 

也可以从信息技术惠及教育的方面，谈

教育、家校沟通也能享受科技发展的红利。

选择支持教育部门的观点，颇有守正的味道，

就要透过现象揭示本质，谈入户家访、沟通

交流的艺术。  

 

【参考立意】 

切题立意: 

1、入户家访，最直接、最具温度。 

2、线上家访，有利有弊。 

3、入户家访，要求真务实，力戒形式主义。 

4、“键对键”永远无法取代“面对面”。 

……  

偏题立意： 

1、社交软件、信息技术的利与弊。（失去针

对性，没有针对“入户家访”） 

2、教育的艺术。（泛泛而谈，无针对性） 

3、教育应知行合一。（ 偏离题旨，没有针

对“入户家访”） 

…… 

【下水文】 

入户家访有温度 

 

福建省福州市某学校家长发帖直指入户

家访“耗时”“没必要”质疑这是一种形式

主义。问学校为何不用电话、微信等通讯便

捷的方式。而福州市教育局公开回复：入户

家访是最直接、最有温度的沟通方式。这一

回复引发关注和讨论。 

 

我更赞同后者。入户家访，有温度，接

地气。 

 

家访，不应该是一根长长的电线，“你

在这头，我在那头”；家访，不应该是在手

指翻飞、键声如雨之间，例行公事，批量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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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那些缺乏温度情感的廉价文字；家访，应

该是用脚步丈量爱的半径，走进农家小院，

走进孩子们内心，倾听每一个家庭、每一个

孩子的故事。“键对键”永远无法取代“面

对面”。 

 

入户家访，如春雨润物，自会一路花开。 

  

一次推心置腹的交谈，一番语重心长的

激励，一个关切的眼神，往往会使学生如沐

春风。入户家访，家长是否会有一种“有朋

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的惊喜与感动，是否

会有一种自家孩子被重视的知遇之感；而学

生则第一次感受到老师的不同形象——端居

讲台的师者，做客造访的嘉宾，和蔼可亲的

长者……学生进而“亲其师，信其道”，和

谐温润的师生关系，氤氲在热气腾腾、茶香

缕缕之中。 

 

教育需要走近，走进，入户家访无疑是

最具温度的方式。 

 

揆诸当下，教育的诸多问题日益凸显，

留守子女，离异家庭……“幸福的家庭都是

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不走

进孩子的家庭，就无法因材施教。多入户家

访，看看孩子是否有爱，是否有一张宁静的

书桌，是否有格局的父母……你会发现每个

孩子问题的背后，自有它的生长逻辑。倾听

每个孩子独一无二的故事，你才不至于“坐

在高楼里，傲慢地指责大山”。 

 

时至今日，教育信息化日新月异，但很

多传统的教育方式，不会过时。 

 

疫情时代，网课盛行，但我们始终觉得，

课堂授课，一只粉笔，传道授业；一种声音，

抑扬顿挫；一腔激情，声情并茂，永远比网

课真切感人。黑板上粉笔叽叽喳喳的声音，

同学们掩卷沉思，寂然凝虑、悄焉动容的场

景，师长的一颦一笑，都饱含着爱意和情感，

这岂是隔空的网课、缥缈的云课堂、万人慕

课所能替代的？同理，入户家访也是如此。

昂山素季说：“我们并不缺乏科学技术，但

我们缺乏内心里温暖的感觉”。科技发展造

成人与人之间的疏离，我想用于当今隔空家

访等社交软件，也不为过。 

 

“教育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

推动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

教育需要走近，走进，入户家访，跋涉在教

育的原野，永远做教育的行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