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年2月6日 星期一

编辑：穆静 美编：陈明丽 B03齐鲁学堂【闻道】

本报记者 徐洁

对于“70后”、“80后”
的许多人来说，家访是个并不
陌生的词汇。当时，老师来家
里“坐坐”很常见。如今，每
年放假之前，济南市教育局都
会将开展“万名教师访万家”
家访活动列入假期工作要点。

寒假恰逢春节这一特殊节
日，老师上门家访有顾虑，为
“避嫌”，学校通常会安排两
个老师结伴而行。不过，对于
家访，有的“70后”、“80
后”家长认为，很愿意与老师
交流，但在家里会感觉别扭。

为“避嫌”，
家访老师两两搭档

张明明是山东师范大学附
属小学雅居园校区的三年级班
主任老师，赶在腊月二十三小
年之前，她与数学老师付春菊
搭档，对 4个学生进行了家

访。“我们传统中有‘忙年’
一说，腊月二十三以后，许多
家长就忙活起来，每年寒假我
都尽量赶在小年前家访完。”
张明明说。

寒假中夹着个“年”，这
让张明明等老师稍感别扭。
“主要是怕家长有想法，毕竟
过年咱们讲究礼尚往来，尤其
是老师到家里来了。”张明明
说，为了‘避嫌’，让每次家
访更透明，学校安排语、数、
英老师共同参与家访，老师两
两搭档到学生家里去。

济南市官扎营小学校长王
式斌说，北坦片区附近外地人
口比较多，环境稍复杂，家访毕
竟还是老师利用假期外出工
作，学校也要求老师两两出行。

为了不让老师和家长为
难，济南还有的学校把进家家
访放在了暑假，寒假则以电
话 、 微 信 等 形 式 进 行 “ 家
访”，详细记录线上“家访”
的交流情况。

老师来了，
学生有点小紧张

这个寒假，张明明在班里
选了4个家庭。“有发展好的学
生家庭，也有相对特殊的家庭，
比如父母离异的学生家。”张明
明说，由于对学生及他们的家
庭事先有所了解，因此，她在家
访时关注点也不一样。

对学生张浩 (化名 )的家
访，张明明非常用心。张浩在父
母离婚后跟着奶奶生活。在学
校中，张明明发现，张浩非常明
显地喜欢围着老师转，只要取
得一点成绩，会尽力让老师知
道。张明明说：“那是因为孩子
太渴望被关注了。”

家访中，张明明把孩子内
心的渴望告诉了妈妈，建议她
陪伴孩子的时候，与孩子一起
读书、多关注下孩子的成长和
不足。

不过，张明明并不认为，家

访就是老师给家长“找茬”、提
建议，她所希望的家访是在串
门式的轻松氛围中，与孩子和
家长一块聊聊天，消除课堂上
的距离感，家校建立互相信任。

“孩子们听说老师要来，大
多有点小紧张。”张明明笑着
说，孩子们一般事先把自己房
间收拾干净，有一次家访，一个
孩子把开心果盛在有水的盘子
里就端上来了，可见心里还是
有点紧张。

家长有的欢迎，
有的感觉别扭

与老师交流，了解孩子在
学校的另一面，许多家长都有
这样的渴望。济南市中区一所
小学的学生家长刘女士说，老
师关心孩子才到家里来，老师
平日也非常辛苦，如果老师到
家里来，家长可不可以也像朋
友一样关心关心老师？

不过，并非每位家长都习

惯把老师请到家里来。“我愿意
和老师交流，但总感觉在家里
还是别扭，平时接送孩子、参加
班级活动时，与老师交流机会
也不少。”济南历下区一所小学
的家长徐女士说。

上个世纪80年代，王式
斌在济南市制锦市小学担任
班主任。她说，当时家访是
很平常的事，经常吃过晚饭
后，想起某个同学需要格外
关注，溜达着就去了，但现
在社会文化很不一样了，家
的私密性更强。

不过，无论社会文化如何
变迁，线上交流的方式怎样丰
富，面对面交流对家校关系的
润滑作用不可取代。官扎营小
学、龙德学校都设立了多个家
长会客室，家长可以预约后随
时到学校与老师交流，“面对
面交流时，一个眼神、一个微
笑，就能消除误会与焦虑，这
是电话、QQ无法取代的。”
王式斌说。

老老师师要要家家访访，，就就怕怕被被误误解解
济南有学校设家长会客室，可预约与老师交流

本报记者 周国芳

报到第一天
上课到凌晨

“我年初三就从潍坊赶回
济南来上课了，在家过年也静
不下心来，老惦记着面试，”前
来上课的考生小张眼神里透着
紧迫感，虽然笔试成绩稳居岗
位第一，但是他丝毫没有放松。

“年初五面试班就开课了，很多
考生都报了这一期，大家都在
积极备考，我在家也没心思休
息，还不如早点过来和大家一
起学习。”

与小张一样，来自济宁的
考生程腾报考的是国税系统的
岗位，他在年初五就从老家赶
到济南长清一培训点上课。“下
午三点开始报到，因为过年心
没收回来，还以为报到就是领
材料、自我介绍后自由活动，没
想到报到第一天就上课到晚上
11点多。“紧张的课程安排让程
腾来不及缓和，很快投入到国
考复习中。

记者从上课的考生那了解
到，很多考生过年仍然坚持在
济南学习，为了抓住这难得的
好机会，给自己争取一个好的
前程。

当然，也有考生假期回来
心思难收，面试复习计划被打
乱。“春节假期前，对年后的面
试备考做好了规划。当时觉得
时间充足，有足够的时间进行
练习，过年可以好好放松一
下。”前来参加国考面试课程的
小杜说，但是，过年回来才发
现，过年的时候太放松了，心思

很难收回来，现在离面试还有
半个多月时间，假期前制定的
计划完全被打乱了。

2月下旬集中面试
侧重考查能力

根据国考考试安排，笔试
成绩出炉后，由面试单位自行
安排组织面试时间。因此，一些
岗位面试已经进行完毕，大部
分岗位面试则集中在年后进
行。

据了解，2017年国家公务
员面试工作正在紧锣密鼓的准
备和进行中，大部分岗位面试
时间将为2月20日之后，非常集

中地安排在2月下旬。与往年相
同，最早面试的部门依然是外
交部，科技部面试时间为2月13
日-15日，国税系统面试时间相
对较晚，除国家税务总局面试
时间为2月25日外，各省国税局
面试时间均在2月28日-3月5日
之间。由此可见，大部分岗位距
离面试还有15-20天，报考国税
系统的考生备考时间相对较
长，还有25天左右，国面备考已
进入最后的冲刺阶段。

从已经进行的外交部面试
来看，今年的面试内容与往年
差异不大。“掌握真题，关注时
政，练无止境，这是考生面试最
后冲刺阶段的重中之重。”联创

世华面试首席专家孙建鹏介
绍，外交部年前已经面试完毕，
面试形式、题量、时间与往年差
异不大，但是能力测查十分全
面，通过询问考生的基本情况、
考生对于外交工作的了解情况
以及直接询问考生的求职动机
等，重点测查考生的岗位匹配
性、综合分析能力以及言语表
达与理解能力。

考生应首先了解
报考部门工作职责

进入冲刺阶段，对于考生
而言，最重要的莫过于如何备
考。与国考笔试内容不同，面试

内容往往与所报考岗位相关。
“每一个考生都应该充分熟悉
本部门的面试特点，例如面试
形式上，结构化面试还是无领
导小组，考官念题还是给题本，
有无材料题、视频题、漫画题等
特殊题目。”

孙建鹏分析，考生应充分
掌握本部门的历年面试真题，
从每年变化的题目中找出核心
的考点，深刻领悟本部门的工
作职责和精髓。

从以往的面试经验来看，
时政热点是国考面试的重中之
重。尤其是与报考部门相关的
时政热点往往会成为该岗位面
试的考点。孙建鹏举例说比如
去年11月底，财政部、国家税务
总局发布了《关于对超豪华小
汽车加征消费税有关事项的通
知》以及个人所得税综合税制
的改革，这些都是未来国税系
统面试考察的重点内容。

纸上得来终觉浅。面对国
考紧张的面试环境，备考的反
复练习必不可少。对此，孙建
鹏建议，考生要多练习往年真
题，全方位提升面试能力。面
试不同于笔试，考生良好的分
析问题及解决问题的能力，需
要配上考生良好的现场表达。
在面试现场的高压紧张环境
中，考生能否流畅地表达自身
思想、观点、意见和建议，考
生的表述是否具有很好的逻辑
性、感染力、准确性，以及考
生在考场上的举止仪态，这些
都是考官着重留意的方面。所
以，在备考的冲刺阶段，考生
尤其应注意勤加练习，练习时
用考试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
克服紧张的情绪。

年年初初三三回回济济备备考考，，上上课课到到凌凌晨晨
国考面试进入冲刺，专家建议多练真题

当大多数学生还沉浸在寒假时，一些进入国考面试的“考碗族”却早已收心复习。4日，齐鲁晚报记者从省城多家公考培训机构了
解到，年后国考面试班最早的已经在大年初五开始上课，不少学生大年初三就回济南备考了。根据考试安排，大部分岗岗位国考面试将
于2月20日进行，2月下旬面试集中。

不少考生年后早早参加国考面试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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