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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视角

家庭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家庭教育
是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很长一段时
间内，中国一些法律对家庭教育虽有所提
及，但大多是较为笼统和原则性的规定，
缺乏全面系统且针对性、操作性较强的专
门立法。前不久，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第三十一次会议表决通过 《中华人民共和
国家庭教育促进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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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庭教
育不仅关乎个人和家庭福祉，也关乎国家和
民族命运。家庭教育是教育的开端，好的
家庭教育可以帮助青少年养成好的习惯，
缺位或错位的家庭教育很容易导致青少年
误入歧途。青少年是国家未来的建设者，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因

此，家庭教育绝不仅仅是“自家私事”，更是
重要的“国家大事”。为家庭教育专门立
法，处理好公权干预与私权保护之间的平
衡，补齐了家庭教育方面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的短板，是提高社会治理水平的有
效之举，也是家庭幸福民族昌盛的重要
保障。

“宠子未有不骄，骄子未有不败。”科
学的教育观和教育方法是孩子成长成才的
基础。近年来，中国家长的教育意识不断
增强，但仍有很多家长不太懂得什么才是

正确的家庭教育，家庭教育还处于一种“自
觉”的状态，缺乏专业指导。有的家长家庭
教育主体责任意识不强，有的存在不同程
度的育儿焦虑和“重智轻德、重知轻能”的现
象，还有的把放任、溺爱或打骂、体罚等
作为家庭教育方式。为家庭教育专门立
法，有利于打造高效的家庭教育社会支持
系统，从多方面提醒、引导家长养成正确
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方式，增强家庭教育的
专业性和科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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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现实中，相当一部分家
长将家庭教育作为延伸学校知识教育的一
种形式，将大部分精力放在督促孩子学
习、给孩子报班补课上，从而忽视思想、
品行、习惯等方面的培养。实践中的种种
事例已经表明，长期过重的学业压力之
下，孩子容易产生各种各样的心理问题。
为家庭教育专门立法，厘清家庭教育和学
校教育的边界，明确家庭教育是对青少年
道德品质、身体素质、生活技能、文化修

养、行为习惯等方面的培育、引导和影
响，这一方面有助于缓解主要由分数引起
的家长焦虑，另一方面也有利于促进青少
年的健康成长、全面发展。

新时代呼唤高质量的家庭教育。推进
家庭教育法治化，对提升家庭教育质量十
分必要。我们期待通过此次家庭教育的专
门立法，让家庭教育回归家庭，同时也充
分发挥政府、学校和社会的促进作用，更
有效地保障广大青少年上好“人生第一
课”，帮助他们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

用法治帮孩子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
乔 彩

“5+2=0”

前不久，江苏省淮安市的周先生和赵女士收到了当
地基层法院发出的责令家庭教育指导令，要求限期接受
家庭教育指导。

周先生和赵女士原为夫妻，去年8月因感情不和协议
离婚，约定由男方抚养女儿、女方抚养即将出生的孩
子。离婚后，周先生不愿直接抚养大女儿，赵女士则认
为同时照顾两个孩子存在困难。今年3月，双方在不符合
法律关于送养规定的情况下，将婴儿送与他人。

即便离婚，周先生与赵女士仍是婴儿的父母。在没
有建立合法收养关系的条件下，把孩子随意送人是典型
的逃避监护职责。近些年，随着中国社会转型速度加
快，传统的家庭结构和功能发生深刻变化，家庭教育存
在的问题日益凸显，一些父母“生而不养”“养而不教”

“教而不当”，引起社会广泛关注。
在教育界有这样一个公式：“5+2=0”，即5天的学校

教育很有成效，可如果2天的家庭教育没跟上，孩子的教
育又会回到原点。在所有的教育中，家庭教育有自己独
特的作用。然而，“我国家庭教育的学校化倾向一直以来
是教育生态中的灾难，家庭教育应该有的独特功能和作
用没有得到应有的发挥。”教育部基础教育教学指导委员
会家庭教育指导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家庭教育学会
副会长孙云晓坦言。

“全社会越来越重视教育，与此同时，大家也在不断
思考教育的目的是什么。”中国政法大学未成年人事务治
理与法律研究基地副主任苑宁宁表示，教育的根本任务
在立德树人。要培养具有健全人格的合格公民，就必须
发挥家庭教育在孩子品德教育和人格养成方面的优势。

家庭教育固然重要，可一听说专门立法，今后要
“依法带娃”，不少家长起初觉得不可思议，甚至有些不
解。在北京一家互联网公司上班的王女士便是其中之一。

“带娃也能违法？”这是王女士听到相关新闻后的第
一反应。她笑着说，当时没有仔细了解，只是感觉在传
统观念里，带娃是自家的私事，自己辛辛苦苦挣钱养
娃，怎么会有违法的风险？

等到法律正式通过，有了一定了解后，王女士承认
对立法初衷的理解有偏差。“对于如何带娃，法律其实给
了大家一些指引，并非强制性规定，我们仍有很大的自
主权。可一旦由于父母教育失职致使孩子出现问题，国家
就该出手了。”王女士强调，这是必要的，为了保护孩子嘛！

“平常工作太忙，我们在亲子陪伴、与子女共同成长
方面做得不够好，以后要多花点时间陪孩子，多给他加
油鼓劲。”逐一比对着法律规定，王女士陷入了对自己的
反思。

家长从“合法”走向“合格”

家庭是第一个课堂，家长是第一任老师。但并不是所
有的家长都知道该如何教育孩子。近期，中国青年报社会
调查中心对部分未成年人家长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
80.7%的受访家长平时在家庭教育中有很多困惑，94.7%的
受访家长期待家庭教育促进法能帮助自己缓解教育焦虑。

谈起孩子的教育问题，家住天津的吕女士显得很激
动。儿子正读小学，爱打游戏的行为让她很担心，但管
也要讲究方式方法，说重了怕伤孩子自尊。“我们小时
候，父母好像也没太管，但都成长得不错。现在很注重
孩子教育，反而困惑更多了。”

日前，山东省济南市天桥区的宝华小学家长学校在
线上教授了课程 《我是不是不够好——帮助儿童克服自
卑心理》。课上，家长们在学校发放的 《家长学分手册》
上认真做笔记、写感悟，然后由孩子给他们的学习成果
打分。“根据不同年级学生的身心发展和亲子关系特点，
我们开设了不同的线上线下课程，有针对性地为家长在
家庭教育方面解惑。”宝华小学家校共育项目组负责人周
国栋表示，通过课程学习，不少父母的教育观念和教育
方法发生了转变，更注重孩子的个性发展，更关注其在
成长中的心理问题。

孩子的发展是德智体美劳的全面发展。这一过程
中，家庭教育不能缺位。打开“宝华小学家庭劳动清
单”，从一年级到六年级分别应会的家务内容和评价标准
一目了然。“我们和家长一起设计了这张清单，就是要引
导他们树立全面发展的教育理念，培养孩子的劳动习惯
和生活自理能力。”周国栋说。

实践中，像宝华小学家长学校这样的家庭教育指导
服务站点还有不少。家庭教育促进法提到，婚姻登记机
构、婴幼儿照护服务机构、医疗保健机构、社区家长学
校等都应向父母提供家庭教育指导。“父母可以获得多种
渠道、种类和内容的指导，这是一部真正为父母赋能的
法律。”苑宁宁表示，新法实施后，越来越多的家长将从

“合法”走向“合格”。
今年7月，中办、国办印发《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

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在“双减”
背景下出台的家庭教育促进法自然肩负起落实“双减”的
重任。新法对合理安排孩子学习时间、避免加重其学业
负担作出规定。

许多家长对此表示理解支持，但也有一些家长陷入
焦虑，有的还通过聘私教等方式继续安排学科培训。“严
管校外培训机构，提升学校教学质量，都有助于推进‘双
减’政策，但从某种意义上讲，家长才是真正让政策落地的
关键。”苑宁宁说，如果家长自身不能树立正确的育人
观、成才观，仍以分数论成败，减负的目标就很难实现。

一项全社会参与的事业

距新法实施还有1个多月。在保障实施的法律责任部
分，规定了国家干预家庭教育的情形和措施。有人说，
法律责任中缺乏对家长的强制性惩罚措施，立法价值有
限。对此观点，专家们表示并不认同。

据了解，在一审稿中，确实针对家长拒不履行家庭
教育责任明确了罚款、拘留等惩罚措施，但在后续审议
过程中，此条被删除。这么做，就是为了让家庭教育归
位于家庭，避免公权力对家庭的过度干预。有专家指
出，目前提到的对家长的批评教育、劝诫制止、予以训
诫等措施，与其说是惩罚，不如说是纠偏，帮助家长更
好地开展家庭教育。

毫无疑问，父母是实施家庭教育的主体，但会不会
变成孤军奋战呢？首都师范大学学前教育学院院长康丽
颖表示，家庭教育促进法的立法要义之一，就是动员全
社会力量支持家庭、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比如，规
定政府可以确定家庭教育指导机构，对辖区内家庭教育
指导服务站点进行指导；中小学校、幼儿园应将家庭教
育指导服务纳入工作计划，作为教师业务培训内容；新
闻媒体应营造重视家庭教育的社会氛围等。

以四川泸州近日发生的案件为例。一对父母收取彩
礼后，便与他人为初中毕业的女儿订立婚约，因彩礼纠
纷闹上法院。法院调解后，彩礼纠纷告一段落，但为未
成年人订婚约，明显属于不正确的家庭教育行为。当地
基层法院向该父母发出责令接受家庭教育指导令，安排
家庭教育指导师对其指导，并为该家庭建立跟踪回访档
案，持续关注女孩的家庭教育情况。虽然家庭教育促进
法尚未实施，此次依据的是未成年人保护法相关规定，
但新法同样对公检法机关发现父母不正确实施家庭教育
的情形作出规定。由此看来，充分调动各方力量参与家
庭教育事业的立法精神是一脉相承的。

搭建覆盖城乡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是此次立法
的亮点，也是落实法律的关键。要搭建好体系，需要各
级政府加大投入，但由于现有基础不一，各地的进度和
侧重点也会不同。苑宁宁建议，欠发达地区可以先在线
上发力，搭建起网上家长学校等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网络
平台；对发达地区而言，应进一步丰富家庭教育指导服
务的形式与内容，在服务的精准供给上多下功夫。

“家庭教育学科建设和专业人才的培养，需要引起重
视和大力发展。”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儿童发展与家庭
教育研究院副院长李浩英认为，通过大学和研究机构将
理论落地并对家长进行具体指导，家长会得到切实有效
的帮助，实现终身成长。

本报记者 史志鹏

父母“承担对未成年人实施家庭教育的主体责任”“应当合理安排未成年人学习、休息、娱乐和
体育锻炼的时间，避免加重未成年人学习负担，预防未成年人沉迷网络”“不得因性别、身体状况、
智力等歧视未成年人，不得实施家庭暴力”……日前，中国首部家庭教育立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家庭教育促进法》（以下简称“家庭教育促进法”）颁布并将于2022年1月1日起施行，引发广大
家长关注。

家庭教育是教育的开端，关乎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和家庭的幸福安宁，也关乎国家发展、民族
进步、社会稳定。近年来，中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律体系不断健全完善。此次立法，将家庭教育由传
统“家事”上升为新时代的重要“国事”，大力弘扬中华民族家庭美德，为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和全
面发展强化法治保障，也切实为家长赋能。

《《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将于明年将于明年11月月11日起施行日起施行

家庭教育家庭教育，，是是““家事家事””更是更是““国事国事””

王 琪作 （新华社发）王 琪作 （新华社发）

11月13日，在海南省海口市跨世纪成龙幼儿园秋季亲子运动会上，家长和孩子们一起体验运动带来的快乐，
加深了彼此间的情感交流。 袁 琛摄 （人民视觉）

10月20日，在山东省济南市天桥区的宝华小学家长学校，老师为家长进行家庭教育指导。
济南市天桥区宝华小学供图

10月20日，在山东省济南市天桥区的宝华小学家长学校，老师为家长进行家庭教育指导。
济南市天桥区宝华小学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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