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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很重视家庭教育，特别在近些年来社会各有关方面都投

入了大量精力来建设家庭教育的框架。但落到实处时，很多家

长还是一头雾水。尤其在中小学“双减”背景下，很多家长

在教育子女时更是没有抓手。甚至对家庭教育现状、自己应尽的

责任、主要培育目标没有清晰而深刻的认识。本文意在对此进行

简单探讨和分析，希望同迷茫中的中小学家长产生共鸣，为大家

带来一点启发。

1　我国中小学家庭教育发展现状

1.1国家立法指明方向

近几年来，国务院及相关部委多次下发关于做好家庭教育工

作的文件，尤其2021年10月23日，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

三十一次会议通过了新制定的，并自2022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

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该法是我国首部家庭教育立法，

历经前期调研、进入立法规划、三次审议等过程，直至此番表决

通过。家庭教育促进法作为我国首部家庭教育立法，为许多迷茫

的家长指明了方向。

1.2家长意识的觉醒

人们在物质生活有了较大幅度提升的同时，更加注重孩子精

神世界的成长。现在的中小学生家长普遍为70、80、90后，受教

育程度远远高于20年前的上一辈家长。他们往往接受过更好的教

育，也对教育学这一学科不陌生。他们在做了父母之后，不仅仅

满足于让孩子吃饱、穿暖，更加注重孩子们内心世界的培养，甚

至在初为人父人母的时候就设想过要如何以家庭资源来全力培育

下一代。也有很多在孕期便开始了胎教，希望孩子能在潜移默化

中受到熏陶。

1.3部分家长矫枉过正

当然，家庭教育意识的觉醒在某种程度上说是好的开端。可

不排除有部分家长矫枉过正，出现揠苗助长的嫌疑。有的家长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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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当成炫耀的谈资，生怕自家孩子在和亲戚朋友家孩子“PK”时

候落后，于是便出现了填鸭式的报班现象。“别人家孩子报了什么

课后班了？我家孩子也要报，千万不能落后。”在这样的攀比心理

驱使下，不管孩子是否有兴趣，不管专业与难度是否适合的对课

后各种补习班趋之若鹜。

1.4家长实施家庭教育时没有抓手、本末倒置

很多中小学家长都存在一个困惑，就是想教，但是不知道教

什么，因为我国目前没有出台相应的关于家庭教育方面的指导教

材。缺乏各级各类的家庭教育指导中心。很多家长误以为家庭教

育就是要提前预期学校的专业知识，或怕孩子在学校听不懂回家

给孩子再一遍遍恶补专业知识，忘记了教育的根本任务是德育！

给孩子们养成良好的生活和学习习惯。多关注学校教育以外的方

面，如性格的形成、良好的作息、逆商的培养、公益活动的参与、

户外锻炼的坚持等诸多能让孩子全面发展的层面。

1.5中小学家校共育模式仍需探索

很多学校在家校共育的工作上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也作出了

很多好的表率。但大部分的家长由于工作繁忙等原因，并没有很

多精力去了解青少年在校内的学习情况和心理状态。而中小学的

班主任更是每天日理万机，不可能关注到每个学生的方方面面。

只有孩子出了问题，才会和家长联系，沟通情况。随着年龄的增

长，孩子需要的家庭教育内容也在不断地更新。如何在制度上取

得二者的平衡值得思考。

2　良好的家庭教育应遵循的原则

家庭教育不是小事，也不是“家事”。它更是一件大事，

是“国事”。父母都爱自己的子女，但是家庭教育的结果却不尽如

人意。造成这种结局的，不单是父母的受教育程度、经济情况、社

会地位等的差距，而是家长对教育学的陌生和青少年心理发展特

点的忽视。我们的社会只有每个家庭都教育好自己的孩子，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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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国家和社会培育出更好的人才。而家庭教育是一切教育的基

础，父母教育理念、教育方法都对孩子成长产生重要的影响。

这就要求家长高度重视对孩子的家庭教育，让孩子能够健康地成

长和发展。

2.1生物层面

从生物学的角度看，家长都有养育子女的本能。在物质生

活较丰富的当今时代，多阅读相关文献资料，努力培养出身体健康

的青少年儿童是每个家长都应该尽到的责任和义务。增加户外体育

运动。相比于让孩子们坐在教室里学各种书本知识，户外的体育活

动也是必不可少的。只有强健的体魄才有资格谈教育。

2.2情感层面

在过去物资匮乏的年代，家里孩子很多，家长往往忽视孩

子们的心理发展。虽然现在家里是独生子女的情况居多，家长

对孩子的关注度大大提升，但是情感需求往往是被忽略的，或

是在一定程度上是被忽略的。很有一些家长认为孩子们吃饱、

穿暖就可以了，所给与的德智体美劳方面的家庭教育不足或不均

衡。但实际上5 岁以上儿童已经几乎能理解大部分的情感，他

们缺乏的只是社会经验。他们会有大人有的挫败感、羞耻感、

表现欲、分享欲、自尊心、荣辱感、亲疏感、安全感等大部

分成年人有的情感。因此，用心去聆听孩子们每天的心情变

化，对了解和培育他们很重要。家长要尽全力给孩子创造安

全、快乐、舒适、温馨的家庭环境。

2.3社会层面

从2014 年教育部研制印发《关于全面深化课程改革落实立

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意见》，提出“教育部将组织研究提出各学

段学生发展核心素养体系，明确学生应具备的适应终身发展和社

会发展需要的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中不难看出，我国致力培

养的是能都适应社会发展需求的人才。是能够培育出终身学习，

不断提升自我的人才。这就要求家长要意识到多给孩子创造接触

社会的机会。让孩子们早早接触、认识社会，对社会的运行机

制、人情世故、公序良俗等都有初步的了解，对孩子的社会性

发展都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只有尽快适应社会发展，融入社

会，在社会中展现自己的才华的青年人才能够实现中华民族复兴

的伟大梦想。社会不需要书呆子，更不需要教条主义。

2.4法律层面

近年来，青少年犯罪的最低年龄有逐步下降的趋势。这是

一个不好的信号。这意味着孩子们法律意识淡薄，无知无畏。虽然

学校在初高中阶段有政治课，会涉猎部分法律内容，但对于懵懂中

的青少年还远远不够。这就要求家长在孩子们的心中种下法律神圣

不可侵犯的种子。在平时的生活中要适时渗透法律知识。要让孩子

对法律有敬畏之心，就要从小让孩子守规矩，懂规则，讲原则。从

小教育孩子做到“君子慎独，不欺暗室”[1]。

2.5平等尊重

很多家长即使在对家庭教育的重要性有初步认识后，也往往

不能很好的实施家庭教育，其根源在于永远高高在上的俯瞰孩子

的言行。永远不会蹲下来，站在孩子的视角去审视问题。虽然

家长都是从青少年成长起来，可是随着生活的洗礼和磨砺，忘

却了孩童的懵懂和稚嫩，意识不到严厉的教育是危险的教育。

所谓“严厉教育”，指以打骂、惩罚和羞辱为主要手段、对

未成年人进行强制性改造的一种行为。虽然目标指向是好的，

希望孩子做得更好。但由于它不尊重儿童，不体恤儿童身心发

育特点，不符合人性，是一种破坏力。

3　具体实施措施探索

3.1亲子阅读

亲子共享阅读确实能有效改善家庭教育环境，提升儿童的阅

读兴趣，提升儿童在进入学校之后的读写成绩。早期亲子阅读

不局限于开发孩子的智力和语言。更为显著的作用是能够在阅读

中促使孩子的对情绪有清晰的认知。阅读可以使青少年对自己、

对方、其他人的心理状态、情感认知、思维逻辑、欲望等有

更多更深刻的理解。亲子阅读也是家庭教育中最容易实现的方式

方法。在这个过程中，家长勿要强迫孩子阅读，也不要带有功

利性的目的去阅读。要引导孩子从书中找到问题的答案，让孩

子带着兴趣去阅读，习惯性地总结读书心得，寻找书中内容同

现实生活的联系。高质量的亲子阅读无疑在低收入家庭中是最易

实现的家庭教育计划，值得大力推广。

3.2游戏陪伴

青少年儿童最喜欢的活动方式就是游戏。而独生子女在家庭

活动中往往是只身一人或者干脆是被动接受者。他们内心是孤独

而渴望陪伴的。而家长对财富自由的追求往往直接导致没有时间

陪伴孩子，更谈不上一起做游戏。可事实证明，当家长陪伴孩

子一起游戏，孩子们的心情是愉悦的，他们得到了很多的关注

和爱，参与互动[ 2 ]。

3.3协同合作

这里不单单是指在游戏中家长与孩子协同合作。更多的时候

家长可以根据孩子的年龄、性格特点等给孩子“留任务”。被

“留任务”的孩子们往往感觉被重视、被信任，自身认同感瞬

间提升。这种正面的尊重与信任往往比一句简单和抽象的“你

真棒”要来的实际得多。孩子的自信是在做事中成长的。比如

让孩子从小就学着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在走向自理的过程中就可

以积累自信。

3.4言传身教

家庭教育要重言传、重身教，教知识、育品德，帮助孩

子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很多家长往往走进一个教育的误区，

认为学校有思想品德相关课程，在家可以忽略这方面的教育。

学校统一集中授课的结果就是在思想层面上，孩子们仍然会有很

大的差距。而事实是家庭教育在德育方面起到的才是至关重要的

作用。父母的三观、谈吐、学识、为人处世的方式方法都潜

移默化地在孩子的内心种下了种子。想要孩子成为什么样的人，

首先家长就要成为那样的人。孩子们对家长都有模仿与崇拜的欲

望，久而久之也会行而效之。

4　结语

教育如果得不到家庭的支撑，将很难取得实质性的效果。

由于血缘与伦理的关系，家长与监护人才是良好教育实施的根本

所在。家庭教育是学校教育长期有效地补充能手，是学校教育

的护航者。家长在提高认识的同时应遵循生物、情感、社会、

法律、平等尊重等层面各项原则，做到亲子阅读、游戏陪伴、

协同合作、言传身教缺一不可。家庭是社会的最小组成单位，

只有每个家庭都健康，每个家庭培育出来的孩子才健康，我们

的社会和国家才能健康，我们的国家、社会、学校、家庭才

能通力合作培育出一名合格的受教育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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