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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家庭教育多渠道支援及借鉴
虞 淏

云南大学职业与继续教育学院 云南 昆明 650206
摘 要：家庭教育支援应该以未成年人的父母以及监护人的实际需要作为落脚点。日本家庭教育所面临的困境主要体

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教育知识储备的不足；二是观念的局限。双重压力主要来源于一方面家庭教育缺少代际传递以及

经验沟通，家庭教育出现封闭式以及隔离式现象；另外一方面主要来源育儿成本提高所带来的工作经济压力。本文立

足于日本当代社会家庭教育实施所面临的困境，从家庭教育实施者的需要出发，结合日本对于家庭教育支援的具体措

施，以求为我国落实家庭教育促进法，并为家庭教育实施者提供合理的实际教育支援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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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amily education support should be based on the actual needs of parents and guardians of minors. The difficulties faced by

Japanese family education are mainly reflected in two aspects: first, the shortage of educational knowledge reserve; Second, the

limitation of ideas. The double pressure mainly comes from the lack of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and experience communication

in family education, and the phenomenon of closed and isolated family education; On the other hand, the main source is the working

economic pressure brought by the increase of childcare costs. Based on the difficulties faced by the implementation of family

education in contemporary Japanese society, this paper starts from the needs of family education implementers, and combines the

specific measures of Japanese family education support, in order to implement the family education promotion law in China and

provide reasonable practical education support for family education implemen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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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的发展是多方共同努力的结果，家庭教育作为国

民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必须受到社会的正视以及重视

已得到社会广泛的认同。我国自 2022年 1月 1 日起正式

实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规定未成年人

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负责实施家庭教育，从法律层面保

障了家庭教育规范实施，并从家庭责任、国家支持以及社

会协同方面规范了国家以及社会各界对于家庭教育实施

主体即父母与未成年人监护人应提供的教育支援。

我国家庭教育进入公众视野实践较早，相较于邻国日

本立法实践起步较晚。日本首次在法律文件中提及国家以

及地方各界应对于家庭教育进行支持是 1947 年颁布的

《教育基本法》，此后有研究者梳理了自上个世纪 40年代

之后家庭教育写入日本法律的历程演变；也有学者从日本

家庭教育法律制定的特点出发谈对我国的启示，也有研究

者梳理了日本家庭教育法律法规对于家庭教育支援的规

定；总体来看，我国学者对于日本家庭教育支援研究大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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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从法律法规以及政策层面进行分析和梳理，个别聚焦点

在于日本各县对于家庭教育支持的具体措施。本文依据日

本文部科学省令和 2 年（2020 年）发布的《家庭教育的

综合推进特别调查研究报告》，分析日本当代社会家庭教

育实施所面临的困境，从家庭教育实施者的需要出发，结

合日本对于家庭教育支援的具体措施，以求为我国落实家

庭教育促进法，并为家庭教育实施者提供合理的实际教育

支援借鉴。

1 日本家庭教育支援实施缘起

1.1家庭教育实施者能力局限所面临的困境

基于家庭教育的主要实施人员是未成年人的监护人

及父母，其实施能力局限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教育

知识储备的不足；二是观念的局限。第一，父母受教育水

平的高低以及对于家庭教育知识的认知程度影响家庭教

育的水平，据 2022年家庭教育调查报告显示，家长认为

迫切需要“行政支援”的占比最高约为 38.4%，认为家长

应该对家庭教育引起充分重视的占据“36.7%，其中 20-3

0 岁的年轻女性希望得到育儿同伴的帮助以及学校社区

的帮助的占比尤其高。第二，受到传统育儿观念的束缚，

日本社会家庭角色分工不均，在育儿任务的分担上，无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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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工作日还是休息日“主要是由自己来做、几乎都是自己

承担、配偶仅仅偶尔协助”占据五成以上；“主要是配偶

在做”的家庭在工作日接近四成；育儿任务几乎各占一半”

家庭占据 16.9%；从性别上来看男，男性在工作日是育儿

的主体，占据 6.3%；与工作日相比，休息日以男性为主

体的比例有所增加，占据 11.4%，另一方面，无论是平日

还是休息日，女性为育儿主体的比例都接近九成，由此可

见，在育儿任务当中女性承担的责任更多。整体加强对家

庭教育的系统知识学习，增加社区、学校、以及政府各方

对于家庭教育的扶持，合理改变传统育儿价值观是日本社

会的当前需求。

1.2实施者工作育儿双重压力对家庭教育支援的需求

双重压力主要来源于：一方面家庭教育缺少代际传递

以及经验沟通，家庭教育出现封闭式以及隔离式现象；另

外一方面主要来源育儿成本提高所带来的工作经济压力。

日本自上个世纪 70年代以来，少子化现象越加明显，所

谓少子化现象类似于我独生子女政策即幼儿出生率低，同

辈孩童数量的减少不仅导致日本青少年的成长缺乏社会

性，同时也是父母过度溺爱以及过度干预儿童成长的原因

之一。独立三口之家的出现，使得四世同堂家庭结构所形

成的自然交流环境破裂，代际经验传递的机会越来越少，

城市居民之间沟通交流缺乏条件，使得日本家庭教育呈现

一种孤立化的状态。同时随着现代生活水平的提高，家长

对于育儿工作的压力缺少代际传递，年轻的父母育儿经验

的缺失，更加造成年轻父母对于开展家庭教育的不安。根

据《令和２年度「家庭教育の総合的推進に関する調査研

究 ～家庭教育支援の充実に向けた保護者の意識に関す

る 実態把握調査～」》（以下简称 2020家庭教育调查研

究）报告统计显示，“养育孩子感受到负担”的调查当中

20~30 周岁的女性认为养育孩子的不安主要是肉体的疲

惫以及精神上的负担；30 岁的男性中认为养育孩子的不

安主要来源于没有富余的时间，其中回答，经济上的负担

的比例最高约为 49.1%，其次是时间上没有富余和精神上

分别占据 29.6%和 29%，从性别年龄层面看，20~30岁女

性精神负担比整体高了近十个百分点。有效为育儿过程经

验交流创造平台和环境，以及切实分担家庭教育承担者的

精神压力以及经济压力是有效推动日本家庭发展的努力

方向。

2 日本家庭教育多渠道支持举措

日本从国家到地方高度重视家庭教育的实践，且多渠

道为家庭教育提供学习及支持。首先，每年度召开各式家

庭教育支援研究会议，聚焦各地区家庭教育实际需要。如：

令和三年度“全国家庭教育支援研究协议会、全国公民馆

研究论坛联合大会”提出通过与地区资源的合作充实家庭

教育支援，围绕家庭在多样化环境中的养育问题、实施者

感到不安和孤立的情况增加等家庭教育详问题被指出，建

立整个地区家庭教育框架更加重要，设立家庭教育支援

组、推进家庭教育援助的多种多样的主体，将育儿支援等

福利相关机构与任何一个社会教育设施、学校、地区、人

才甚至是民间团挂钩，为家庭教育支援进行会谈。令和二

年全国家庭教育支援研究协议会提出根据地区的实情充

实拓展家庭教育支援，认为家庭教育是一切教育的出发

点，在培养孩子的基本生活习惯和眼光、意识、身心协调

等方面重要作用，加之全球化进展迅速，谋求家庭教育支

援的内容和方法在质量的方面改善是迫在眉睫的课题，因

此，会议对有效的家庭教育支援措施进行协商，结合地区

的实际情况，多渠道充实拓展性支援。

从国家层面对于各地对于家庭教育支援做出杰出贡

献的个人和团体进行表彰。如：日本于 2021年召开第 74

回优良公民馆表彰以及令和 3 年度家庭教育支援小组活

动之推进文部科学大臣表彰大会，对在工作及方法等方面

被公认为典范的活动单位以及文部科大臣进行嘉奖。

目前为止开展一共八期教育振兴基本计划，做到国家

整体部署地方定期进行工作汇报。如：平成 30年 6 月提

出第八期教育振兴基本计划，目的在于实现从怀孕期到学

龄期之后，对于家长的不间断支援，构筑地区育儿支援和

家庭教育资源的联系体制，教育委员会和其他部门之间谋

求对需要支援的孩子以及家庭的信息共享化和促进其合

作，委托大阪府以及三重县家庭教育基本计划的实施工作

汇报。以大阪府教育与福利相结合的家庭教育支援示范事

业为例，根据大阪府近年来家庭环境多样化，有育儿烦恼

和不安的监护人孤立化等问题，大阪府调查发现有许多家

庭存在经济上的问题，府内对于就学援助率达到 21.32%，

大大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并且关于处理儿童虐待咨询由平

成 24 年的 9875件增加到了平成 30年的 20694件。针对

这些问题，大阪府内致力于通过学校、家 庭与地区的合

作，提供关于家庭教育的学习机会以供父母学习，提供访

问型家庭教育支援。能势町建立儿童的未来之支援中心，

根据儿童家庭综合支援据点育儿世代福利部门向市级教

委提出支援申请，由上级决定支援与否。其具有全面支援

中心的功能：提供一站式信息咨询窗口，从孕妇怀孕前开

始进行一对一的咨询辅导，参加学校、幼儿园的案例会议，

进行关于家长以及孩子信息的登记，提供横跨同龄期的综

合性信息咨询。教育福利部门和教育委合作管辖的家庭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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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支援小组每学期对所有从学龄期到小学六年级的孩子

家庭进行一次访问，访问结束后，家庭教育支援小组分别

制作福利版和学校版学生筛选表，切实解决社区内不同家

庭教育问题。泉大津市采用小学配置型支援，开办“父母

会”，全体小学定期配置家庭教育支援者通过观察上学孩

子的情况，上课和休息时间的情况，致力于早期发现有问

题行为等征兆的儿童和家庭等。平时与教职员信息共享、

讨论课题的应对方式、增加在学校与家长接触机会，扩大

家庭教育支援的范围。阪南市建立一站式信息咨询窗口，

教育委员会和家庭儿童咨询中心、儿童保育中心联手，制

作宣传单向室内所有监护人发放，同时互联网建立“草之

根网络会议”等平台，为需要帮助的孩子和家庭建立信息

共享平台。

3 日本家庭教育支援的启示

3.1家庭教育发展的关键在于家庭教育实施者能力的

提高

创造家长学习的环境与条件，提高其知识储备并改变

社会家庭分工观念。首先依据我国《家庭教育促进法》相

关规定，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树立家庭是第一个课

堂、家长是第一任老师的责任意识，端正自身态度，改变

教育应该为教师才应承担责任的传统观念；随着社会分工

的细致，大众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女性的社会地位应该得

到充分的肯定，解放女性提倡男女共同承担家庭教育职

责，共同分担家庭教育压力；对于工作紧张的父亲，可以

委托家庭教育专家到其所处的工作企业进行定期宣讲，提

高父亲的家庭参与感。其次，社区应该开展体验式学习活

动，可以利用社区党员活动室来承担类似于日本“公民馆”

的职能，开展各式各类的家庭教育宣传讲座，并轮流邀请

社区内不同类型孩子的父母尽心教育心得分享，使得社区

内父母以及监护人有强烈的参与感和自豪感，为处于“孤

立”的家庭提供育儿经验交流的平台，改变隔绝式育儿的

家庭困境，特别是增加年轻父母的育儿自信和能力。在此

过程当中，应该尽量申请举办免费的家庭教育讲座，定期

获得经费开展相关活动，减轻监护人的经济压力并激发家

长参加的积极性。从整体社会风气上来讲，从国家到社区

各级应该形成广泛宣传家庭教育重要性的社会风气，新闻

媒体加设家庭教育专栏进行热门教育问题的讨论和评述，

将宣传任务细化到社区进行定期汇报，拓宽家长的咨询求

助通道，准确真实地呈现问题并提出针对性解决方案，及

时缓解家庭的育儿压力。

3.2形成多渠道家庭教育支援网络

利用各地区人才、资源、经济、技术等优势形成家庭

教育支援合力。首先，以各地区高校为依托，借鉴社区教

育的实践模式，引入高校中了解家庭教育指导的人才进社

区进行宣讲，形成家庭教育支援团队，引进高校人才或者

是具有家庭教育指导师资格的专业人才组建家庭教育支

援小组，同时小组内调查和入户访谈结果可以用于高校家

庭教育研究的数据材料，实时有效地进行地区问题的解

决。第二，各地方教育局可以设立家庭教育专栏分享国内

外先进教育模式介绍，同时开设互联网咨询窗口，对有需

要的家庭提供经济或是实践上的帮助。同时应每年定时召

开家庭教育指导会议，采照日本各“市”向“县”汇报的

方式，对于当年具有先进突出事迹的团队、企业和个人采

取嘉奖，鼓励全社会为家庭教育支援出谋划策，同时调动

新兴产业的发展，加强受表彰企业的正面形象的宣传，规

范对于贫困家庭的经济支持。最后，应该加强家庭教育指

导的评价标准，规范家庭教育指导师的准入体系，形成完

善的职业体系以及进修渠道，使得家庭教育学成为一门社

会认可的专业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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