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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教育走出“舒适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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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教育
不只是“家事”

本报记者 刘 峣

“子不教，父之过”，一
个家庭就是一所学校。近
日，倍受瞩目的家庭教育法
草案正式提请十三届全国人
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
议。家庭教育正式纳入国家
教育事业发展规划和法治化
管理轨道。

父母该如何做好家庭教
育？社会各方又该扮演怎样
的角色？随着未成年人保护
需求的提升和家庭教育问题
的凸显，家庭教育已不只是

“家事”，而是成为全社会关
注和参与的“大事”。“孩子刚开始在家里上网课时，一家人手忙脚

乱，简直要崩溃了。”回想2020年上小学的儿子每天
上网课的场景，北京家长刘莉仍心有余悸。

2020 年 初 ， 一 段 “ 停 课 不 停 学 ” 的 特 殊 时
光，让不少中国家长忙碌到“怀疑人生”。“不谈
作业母慈子孝，一做作业鸡飞狗跳”——在忙碌
工作的同时，既要照顾“熊孩子”起居，又要辅
导学习，面对突如其来的家庭教育重任，很多家
长感到力不从心。

疫情和居家学习考验，让家庭教育弱化的短板
凸显出来。专家表示，长期以来，中国家庭教育围
着学校教育转，本应由学校主导的知识教育反倒成
为家庭教育的核心。

“在孩子成长的初期，相当一部分家长将大部分
精力放到检查作业、监督学业方面，将家庭教育作
为延伸知识教育的一种形式，而忽视生活经验、社
会学习的积累以及好奇心、求知欲、人文情怀等方
面的发展。”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创新研究院院长
刘坚认为，疫情在一段时间内打破了家庭教育的

“舒适区”，让家庭教育从幕后走到台前。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家庭教育出现很多新情

况和新问题。全国妇联家庭教育状况调查显示，
50%的家长不知道用什么方法教育孩子；部分家长
对孩子生而不养、养而不教、教而无方；多数父母
存在不同程度的养育焦虑和“重智轻德、重知轻
能、重养轻教”的现象；很多家长过度娇惯、放
任，让青少年违法犯罪案件呈上升趋势，且向低龄
化发展。

与此同时，家庭经济结构和人口结构的变化，
也改变了家庭教育的模式。城市中的“80 后”“90
后”家长中，双职工成为常态，对子女教育介入时
间相对减少；相对应的，祖辈更多参与到家庭教育
中来，三代人观念冲突日渐增长；在农村地区，数
量庞大的留守儿童面临家庭教育缺口……

在此背景下，加快制定家庭教育法具有积极的
社会现实意义。专家指出，随着家庭教育问题开始
具有公共问题的性质和特征，必须通过专门立法的
方式，来调节家庭教育的外部关系。

如何准确定位家庭教育？如何帮助家长更好地
胜任家庭教育职责？提上日程的家庭教育立法有望
为家长助一臂之力。

家庭教育法草案提出，未成年人的父母或其他
监护人是实施家庭教育的责任主体。政府、学校、
社会为家庭教育提供支持，促进家庭教育。必要
时，国家对家庭教育进行干预。

如今，家庭教育已不只是家事和私事。长年关
注和推进家庭教育立法的华中师范大学教授、长江
教育研究院院长周洪宇表示，家庭教育是整个教育
体系的前端。对家庭教育进行国家干预，不是要控
制家庭，而是要为家庭提供系统专业科学的指导和
全面充分多元的保障，用法律手段规范家长和教育
服务机构的行为。

专家指出，加快家庭教育立法将提升家庭教育
地位、明确家庭教育核心内容、扩大公共服务供
给、规范家庭教育行为，从制度层面推进解决相关

问题。与此同时，应当推进家庭教育立法与未成年
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配套衔接，完善未
成年人保护法律体系。

事实上，近年来多地先行先试，已有重庆、贵
州、山西、江苏、江西、湖北、浙江、福建等多个
省市针对家庭教育推出地方性法规，做出有益尝试
和实践经验，为全国立法奠定基础。

例如，《湖北省家庭教育促进条例 （草案）》针
对留守儿童的家庭教育提出，即便外出务工，父母
也应担负起对孩子教育的责任；《浙江省家庭教育促
进条例》 要求，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学习必备
的家庭教育知识和科学的教育方法，孕期夫妻、婴
幼儿父母、学生家长应当接受家庭教育指导；《江苏
省家庭教育促进条例》 明确要求父母双方应当共同
履行对未成年子女的家庭教育义务，父母离异或者
分居的，应当继续履行家庭教育义务，任何一方不
得拒绝履行。

明确各方责任义务

“我既是家长群的‘群主’，也是夸夸群‘活跃
成员’；既是布置作业的老师，也是给孩子批改作业
的家长。”山东某中学语文老师楚桐 （化名），同时
也是一名小学生家长。谈及近段时间引发热议的家
长群和家长批改作业现象，她别有一番感触。

家长群变成“夸夸群”和“作业群”，孩子的课
业压力转嫁到父母身上……令中国家长感同身受的
教育话题，折射出教育领域的深层矛盾。周洪宇认
为，“老师减负家长增，校内减负校外增”等现象和
观念的出现，很大原因是没有专业人员引导家长树
立正确的、科学的家庭教育理念。

“作为老师，我当然希望家长能更多地参与孩子
的教育。但作为家长，一些转嫁到身上的负担，又确实
让人苦不堪言。”楚桐认为，在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之
间建立边界、各司其职，才是合格的教育方式。

专家认为，对于家长群变味的讨论之所以引起

共鸣，是因为其混淆了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的职
责。学校教育应以共性教育为主，而家庭教育的核
心是对孩子进行生活教育、生命教育、生存教育，
以素养和个性化培养为重。

让家庭教育回归本位，让学校、家庭和社会教
育各司其职、形成合力，是家庭教育立法的重要目
的。当前，中国家庭、学校、社会的共育机制还未
形成，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的有效衔接
问题还没有解决。专家称，应当通过家庭教育立
法，明确哪些内容属于共育范畴，让学校教育和家
庭教育各归其位，以缓解家长焦虑、促进学生身心
全面发展。

“当父母学会做一个合格的家庭教育者，孩子在
学校教育体系中会更加适应。”首都师范大学教授康
丽颖表示，家庭教育立法应帮助和指导父母学会扮
演教育者的角色，与孩子共同成长。

学校家庭社会各司其职

家庭教育同样需要“教育”——专家指出，过
去中国家长接受的教育和训练很少，这是家庭教育
体系的一大缺失。

有调研显示，有23%的中国家长没有参加过任何
社区组织的家庭教育指导活动；有30%的家长表示希
望接受有关家庭教育的集体指导，如专题讲座、亲
子活动指导等；还有近30%的家长希望接受在线形式
的家庭教育内容的指导，包括课程、咨询等形式。

一方面是家长缺少为人父母的第一课，另一方
面是家长对于家庭教育指导有着迫切的需求——近
年来，为解决这一问题，政府及社会力量都进行了
积极探索。家委会、家长学校、家长课堂、购买服
务等形式方兴未艾，政府、家庭、学校、社会联动
的家庭教育工作体系在一些地方初步形成。

例如，江苏省日前出台 《关于加强与改进中小
学幼儿园家庭教育指导工作的意见》，明确学校提供
家庭教育指导的重点内容，要求中小学每学期组织1
至2次家庭教育指导和实践活动，学校提供家庭教育
指导服务不得收取任何费用。

不少专家呼吁，应动员更广泛的社会力量，将
“家庭教育的教育”纳入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给予家
庭教育更多的支持。

周洪宇表示，应当通过立法大力提升家庭教育
培训者的专业化程度，尽快在大学开设家庭教育专

业，培养具备理论基础和指导实践经验的专业队
伍，让社区成为开展家庭教育的重要渠道。同时，
学校或培训机构设置家庭教育课程，帮助家长学习
科学的教育理念和方法。

补上父母第一课

1 月 14 日，一位家长带孩子在郑州火车站母婴
哺乳室盥洗台洗手。 王 玮摄 （人民视觉）

浙江省台州市仙居县迎晖幼儿园的家长和小朋友参加亲子迷你马拉松活动浙江省台州市仙居县迎晖幼儿园的家长和小朋友参加亲子迷你马拉松活动。。
王华斌王华斌摄摄 （（人民视觉人民视觉））

作为 2020 年《自然》十大科学发现之
一，人类首次观测到银河系内快速射电
暴。这其中，就有“中国天眼”的功劳。

快速射电暴，被科学家形象地称为
宇宙中的“闪光灯”，一些天文爱好者甚
至猜测它是“外星来电”。这是因为它虽
然仅持续几毫秒，却可以在这么短时间
内，把相当于地球上几百亿年的发电
量，完全以不可见的无线电波释放掉。
而要“看到”快速射电暴，就需要借助

“中国天眼”。
快速射电暴的产生，和磁星有关。

“中国天眼”帮助科学家新发现了许多
脉冲星，脉冲星是一种独特的致密星，
而脉冲星中还有一类更独特的叫磁星。
磁星的磁场强度是地球的千万亿倍，能
把原子挤成铅笔状，是已知密度仅次于
黑洞的特殊天体，人类目前仅观测到几
十颗。

2020 年中国科学家利用“天眼”观
测的两个重要成果，刊登在权威科技期
刊 《自然》 上。一是发现快速射电暴的

偏振多样性，揭示了它来源于致密天体
的磁层，而不是激波，为人类理解它的
物理起源提供了新线索。二是证明磁星
产生快速射电暴的具体过程十分特殊，
并不是所有高能活动都导致快速射电暴
的产生。

中外研究团队通过几个不同角度的
“叙事”，共同讲述了一个快速射电暴起
源的“故事”。这是人类第一次观测到位
于银河系内的快速射电暴，磁星也成为
目前唯一被观测验证的可以产生快速射
电暴的天体。

入选 2020 年 《自然》 十大科学发
现，说明了快速射电暴研究的前瞻性。
对于“中国天眼”在其中的重要性，北
京大学教授、中科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员
李柯伽认为，“天眼”灵敏度超群，可观
测其他射电望远镜无法探测到的微弱信
号，由于工程团队精确的反射面面型控
制和 19 波束接收机良好的偏振特性，使
它成为研究快速射电暴的利器。

（据新华社电 记者齐 健）

年度十大科学年度十大科学发现，“中国天眼”有功劳

图为“中国天眼”全景。
新华社记者 欧东衢摄

据新华社电 （记者陈席元） 记者
近日从南京大学获悉，该校中科院院
士祝世宁团队将两架无人机编组，通
过光学中继，在相距1千米的两个地面
站之间实现了纠缠光子分发，显示出
多节点移动量子组网的可行性，标志
着量子网络向实用化迈出关键一步。

据项目负责人谢臻达、龚彦晓教
授 介 绍 ， 研 究 人 员 使 用 两 架 无 人
机，以光学中继的方式，在相距 1 千
米的两个地面站之间实现了纠缠光
子分发。

“构建信息网络，必须依靠中继。”
谢臻达告诉记者，“对中继的要求，一是
损耗要小，二要保真度高。我们首次使
用光学中继以减少损耗，增加了一架无
人机，将其作为第一架无人机和地面站
之间的光学中继节点。”

“无人机的载荷只有几千克，在相
距1千米的两个地面站之间，要让移动
中的无人机实现单光子的高精度跟瞄
接收和重新发射，犹如百步穿杨。”龚
彦晓介绍，通过多次实验，团队证明
光学中继高度保持了光子对的纠缠特
性，是一个有效的量子链路。

谢臻达说，未来可以通过高空巡航
无人机建立 300 公里以上的量子链路，
低成本的小型无人机负责城市和农村
的小范围量子通信，充分利用无人机编
组的灵活性，构建移动量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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