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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新时代，国家颁布的一系列与“家庭教育”相

关的政策法规，可见我国对家庭教育方面愈发重视。

一、前期研究与观点综述

自古以来，我国就非常重视家庭教育的作用，家庭

教育课程的探索经历了一个漫长的阶段，其研究结果不

断丰富。就文献分析而言，前期研究大多集中在对家庭

教育课程的内涵、内容选择及设计与实施形式等方面的

探讨，其中内容选择面覆盖较广，注重课程内容间的差

异化建构。设计与实施多立足于学生个性化成长，以学

校为实施与建设主体，活动呈现多样化等特点。

（一）家庭教育课程的探索历程

在中国古代时期，家庭教育思想虽发展缓慢，但仍

凭借着经验或著书立作代代相传，揉合在人们的日常生

活之中，例如春秋时期孔子的《论语》、南北朝时期颜之

推的《颜氏家训》以及北宋司马光的《家范》，这些著作

表明了我国在古代对于家庭教育已经具有相对完善的理

论基础 [1]。

在中国现代时期，自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便将视

线转向从儿童性格、儿童心理卫生及发展家长文化素养、

职业等角度探索家长教养方式类型和教养态度成因。进

入 21 世纪，开始深入探索家长生理心理因素、社会地

位、社会支持和家长意识（如价值取向、教育观念）等

微观系统和宏观系统，如家庭环境、家庭结构等。进入

21 世纪初期，大教育格局逐渐形成，开始注重教育的融

合知统一，教育越来越关注社会化要求，家长教育，就

是其中必不可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

这些历史研究都表明，家庭教育课程的探索经历了

一个漫长的阶段，研究内容不断丰富，从单向研究转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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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向及互动研究，探讨所含内容及影响因素的角度愈加

全面。家庭教育课程的构建不仅对于儿童自身发展具有

显著影响，而且长远看来，对社会的未来发展及人口结

构具有潜在影响，需要以全局意识，多方面考究。

（二）家庭教育课程的内涵

关于家庭教育课程的内涵大多以提升家长教育胜任

力或立足于课程建设的实际取向，分为结果取向型和结

合实际型。

1、结果取向型

俞清在《小学家庭教育课程化实例研究》中指出家

庭教育课程的内涵是学校从提高家长科学育人的素质入

手，以课程化的方式，对家长进行系列化、规范化的家

庭教育培训，并建立长效机制，帮助和引导家长树立正

确的家庭教育理念，掌握科学的家庭教育方法，提升家

长科学教育孩子的能力，使家长成为伴随孩子幸福成长

的智慧型家长 [3]。

2、结合实际型

侯清珺在《建设家长教育课程提升家庭教育胜任

力》中认为家庭教育课程应基于生源特点，立足社区实

际，有针对性地建设家长教育课程，即对家长进行有效

的系统性指导，使得家长的教育观念、教育行动与学校

教育遥相辉映，形成了良好的育人合力 [4]。

以上内涵虽从不同切入点，但都阐述到了“课程”

的体系化、规范化，呼吁建立长期有效的机制来保障家

庭教育课程内涵不偏移，强调要面向家长实施知识或技

能型课程，帮助其提高育人胜任力。

（三）家庭教育课程的内容选择

关于家庭教育课程的内容，前人研究认为其内容涵

盖面应全面化，且其内容的设置大多以提高育人胜任力

为切入点，以结果为价值导向，重视课程内容的差异化

建构。

1、家庭教育课程内容涵盖较全面

关于家庭教育课程的内容，洪明在《学校家长教育

课程建设的基本构想》中指出内容应大致包括以下三个

方面：一是儿童成长环境建设；二是和谐家校社关系建

设；三是家庭教育指导能力建设 [5]。戈惠娟在《刍议家

庭教育课程的操作策略》中认为要开展家庭教育课程，

课程内容要精选，这就要我们在了解家长需求的基础上

对讲授内容作出取舍，家长的需求大致如下：科学的家

庭教育指导、实用的家庭教育指导、有趣的家庭教育技

巧、便捷的家庭教育指导、合理的家庭教育费用 [6]。

2、重视课程内容的差异化构建

杨启光在《让家庭教育走进中小学课程》中指出在

我国台湾地区的家庭教育课程内容主要包括两性教育、

婚姻教育、亲职教育（父母角色、儿童发展与保健、亲

子沟通与调试等）、性教育、世代伦理教育、家庭与社

区的关系教育及现代化家庭生活教育等。在美国，家庭

生活教育教育还包括家庭资源管理、家庭沟通等方面 [7]。

在美国，家庭生活教育教育还包括家庭资源管理、家庭

沟通等方面。陈清梅在《煲汤式家长发展的课程开发研

究》中认为课程内容的选择要基于课程的总体目标，因

此在课程内容的设置与安排上，要围绕四会目标（会学

习、会榜样、会沟通、会共建）来构建“煲汤式”家长

发展课程的框架。课程内容致力于家庭教育的指导和引

领，关注家长在家庭教育中的难点、热点，开设通识性

的必修课程，还为不岗学段、不同需求的家长量身定制

选修课程，根据不同学龄段的家长特点，将一些入职制

的家长发展内容，设置安排其中 [8]。

综合前人对课程内容的研究发现，其共性如下：一

方面在于对课程内容的选择面阐述均倾向于综合化，全

面性。就家庭内部而言，有家庭人际关系、家庭活动建

设、家庭教育指导能力；就家庭外部而言，有家庭与学

校、与社会关系建设。另一方面，在于重视课程内容间

的层次化、差异性，力求所含内容适用于不同层次、不

同需求、不同理念的家长们。

（四）家庭教育课程的设计与实施

家庭教育课程的设计与实施多以“科学育儿”理念

为核心，立足学生本位，多以学校为课程实施主体，运

用多样化活动形式开展。

1、以学校为实施主体，立足学生本位

关于家庭教育课程的设计与实施，苏州田家炳实验

初级中学在设计“父母学堂”课程时，依据课程核心理

念将“做称职的好父母”的重心置于亲子、夫妻、亲师

三重关系中，认为设计与实施需要从以下五方面：第一，

需要根据学习目标设计和组织教学活动；第二，需要以

沉浸式活动为主，促进学员的主体参与和积极反思；第

三，需要建立安全平等、和谐包容的辅导关系，促进学

员的自我重构；第四，需要注重课程资源的生成、扩展

与整合；第五，需要积极开展课后学习效果评估，提高

课程有效性 [9]。

苏州工业园区跨塘实验小学在设计实施家庭教育课

程时，从以下三个方面出发：首先，开设课程学习，构

建学习型家庭教育体系；其次，家校共同管理，做孩子

校园生活的参与者；最后，开发资源优势，打造校外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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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的管理者 [10]。

2、设计实施形式多样化

苏州工业园区星港学校设计实施了四个课程体系：

必修有序列、选修有主题、自助有菜单、拓展有活动。

第一，必修有序列包含了家长学校系列化、隔代教育的

现实性、扩大教育活动的参与度、亲子对话的主题化等；

第二，选修有主题包含了主题家庭教育现场咨询活动、

主题跨年级家长沙龙等；第三，自助有菜单包含了“成

长九封信”、校报专栏、专题口袋书等；第四，周末开展

亲子拓展活动等 [11]。

综上所述，通过各级学校的实施案例分析，可以发

现在实际课程设计与实施中均以学生为本位，目标落脚

于服务学生成长和发展需求，重视打造家校互动平台上

的家庭教育课程，挖掘家长资源，设计家校互动环节。

此外，实施主体基本为各级学校牵头，学校既是家庭教

育课程的研发者、组织者、实施者，同样是家长的服务

者、课程效果的把关者。最后，设计与实施形式多样化，

有的以学生年级为划分依据，也有跨年级整合的组织。

包含授课讲座、校报专栏、家长沙龙、专题口袋书、亲

子户外拓展等丰富多样的形式。

二、前期研究与观点的不足

有关“家庭教育”的研究颇有历史渊源，但是针对

“家庭教育课程”的体系研究起步较晚，内容选择虽然

涵盖面较广，有一定层次性，但与形成“课程”体系仍

存在一定差距，具体表现为忽视成人学习的特有规律、

实施主体单一等不足。

（一）忽视家长作为学习主体的特殊性

前期研究普遍忽略了作为接受主体的家长同时作为

学习者角色的学习特点，即成人教育的特点。成人教育

与儿童教育之间，除了主观能动性上的区别外，更多的

是目标感的区分，成人往往具有强目标导向，他们会通

过刻意练习得到想要的结果。以往的家庭教育课程常延

续着应试教育的教育模式，把家长当成孩子学习普通知

识那样，传授知识点、巩固、复习、检测。在这样的课

程模式下，成人的学习能力完全被压制，因为他们的目

标需求未被重视和区分，自主学习能力难以被激发。此

外，除却全职父母，大部分父母都忙碌于工作，那么除

却工作、生活以外的学习家庭教育课程具有时间碎片化、

间隔期较长等具体特点。

（二）实施主体单一，缺乏融合课程

在课程的设计与实施方面，前期研究普遍以单一

学校为主体进行设计与实施，忽略了以下几个问题，第

一，凡是课程体系的规范建立，都需要投入大量的时

间、精力等资源，要知道，学校的职责主要是对学生进

行培养，且不说构建课程的科学性，仅以学校为主体构

建家庭教育课程，势必会分散其主要精力；第二，同一

所学校的家长可能来自不同社区，各社区在大致受教育

程度、居住地理、工作环境等方面存在差异，以学校为

主体进行课程建设未考虑到家长的区域特性；在课程内

容选择方面，虽然分模块进行的好处是覆盖到家庭教育

的全方面，但具体实践而言，有相当大部分的家长会有

缺课情况，课程内容需考虑纳入融合课程，例如情景化

或视频案例分析，并以此为基点纳入相关内容的知识点

进行分析教学。

三、前期研究对本文的启发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对家庭教育的重视达到了前

所未有的程度，家庭教育将成为国民教育版图构建的重

要一环，探讨构建多主体联动下的家庭教育课程的构建，

将有助于真正落实促进学生全面发展这一愿景；尊重学

习主体的特性也必将促进家庭教育课程构建的进一步专

业化。

（一）构建社区—学校联动，优化课程体系的设置

通过文献研究及案例分析，结合相关学者的探索，

尤其是对主体的反思，这启发研究者应该立体多元地营

造家庭教育生态环境，利用社区的多核性、聚集性，构

建社区—学校联动作为家庭教育课程的构建主体。以社

区政府资源，联合高校专家，以社区家长为对象研究其

社区特征进行课程模式的构建。借鉴国外的家庭教育工

作经验，在家校合作、社区互助、民间组织、政府立法

等多个方面打造全局联动的局面。

以社区—学校联动作为家庭教育课程主体，线下上

课地点位于各社区，有利于吸纳家长的空闲碎片化时间。

此外，以社区—学校联动作为课程实施主体，各社区设

置家庭教育课程工作室，聘用专业的家庭教育指导师，

指导师既可以紧密沟通学校，掌握孩子的基本情况，又

以其为中心辐射整个社区的适龄育儿家庭，即进入家庭

进行一对一指导。只有将家长学习的普遍性与实际家长

所需要解决的特殊性问题相结合，才能真正打造菜单式

育儿手册，才能真正建立起科学性、实践性、卓有成效

的家庭教育课程体系。

（二）重视家长教育生长力，尊重成人学习的特性

有 美 国“成 人 教 育 之 父 ” 之 称 的 诺 尔 斯

（M.S.Knowles）认为，成人学习的最大特征是学习的自

主性、自我导向性。高度聚焦目标的成人学习特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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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使成人在接受家庭教育课程的学习过程中厘清自我目

标，而这目标中包含着当下亟待解决的短期目标，也包

含着长远性目标。短期目标更多是家庭教育中的痛点问

题。例如孩子老是喜欢用暴力解决问题，如何在家庭教

育课程中立马学习到怎样处理相关的问题，科学的引导

孩子，家长的短期目标就要求家庭教育课程的模块化设

置。此外，再多的家庭教育课程的灌输，都不及在尊重

家长成人学习的主体特性的基础上引导他们自己学会学

习，发展其教育生长力。一方面，只有尊重其主体学习

的特性，才能使得家庭教育课程效果最大化，真正落实

促进学生全面发展这一愿景；另一方面，家长的自我学

习将会影响孩子热爱学习，浓厚家庭学习学习氛围，为

打造“书香型”社会添砖加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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