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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古往今来，学校、社会及家庭是人们所受教育的全部来源。家庭教育的首要场所是在家庭中展开，而家

庭是孩子们最熟悉的，最无边界感的地方，其对孩子的影响不可忽视。目前家庭教育存在家庭结构在家

庭教育中的亲子情感、父母角色和喂养认识不足的影响、社会环境的影响，从完善家庭教育体系、提升

父母角色效率、关注民生问题、转变家长思维、建立家庭礼法观念、加大法律法规力度、联结三方助力

家庭教育策略以期提升家庭教育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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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roughout the ages, school, society, and the family have been all sources of education for people. 
The primary place of family education is in the family, and the family is the most familiar to the 
children, the most borderless place, its impact on children can not be ignored. At present, family 
education has the influence of family structure on parent-child emotion in family education, insuf-
ficient understanding of parental role and feeding, and the influence of social environment. From 
improving the family education system, improving the efficiency of parental role, raising inc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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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vel,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companionship, and establishing the concept of family etiquette 
and law, increase the laws and regulations, connecting three parties to help family education 
strategies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family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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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家庭是国家的必要组成单位，国家由无数个家庭组成。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家庭在一定程度

上体现着国家的兴衰与治国理念的显现，其中就包括对教育的内容。古往今来，学校、社会及家庭是人

们所受教育的全部来源。现下，学校教育起着主导，社会为辅作用，但家庭教育的作用微乎其微。家庭

教育如何发挥其作用就显得尤为重要和必要。 

2. 家庭教育中几个关系的厘清 

2.1. 家庭与家庭教育 

家庭是子女成长过程中最早的也是最容易接触的环境，子女在家庭中被父母精心养育长大直至成人。

“家庭这概念在人类学上有明确的界说：这个是亲子所构成的生育社群。亲子指它的结构，生育指它的

功能。亲子是双系的，兼指父母双方；子女限于配偶所生出的孩子。这社群的结合是为了子女的生和育。”

[1]从当下网络中搜索得出的信息可知，维系家庭的存在赖以以下几种关系，一是婚姻关系为主、二是血

缘关系为辅、三是收养关系，以情感作为基础，联系着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作为社会生活单位生存在

一起。家庭中父母和子女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家庭，父母承担起对孩子养和育的责任。家庭教育发生在

家庭中，是子女最先接触到的教育，古代已有书籍记载在母亲怀胎时就开始在家中进行胎教，规范食物、

环境及母亲的言行等方面的要求避免产生对胎儿负面影响。家庭教育一词在《家庭教育促进法》(简称《促

进法》)中释义为，为了使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由父母或监护人对其实施引导和影响，包括品德、行为习

惯等方面。“《辞海》解释为，父母或其他年长者在家里对儿童和青少年进行的教育。《教育大辞典》

解释为，家庭成员之间的相互教育，通常多指父母或其他年长者对儿女辈进行的教育《中国大百科全书》

定义为，父母或其他年长者在家庭内自觉地、有意识地对子女进行的教育”[2]家庭是实施家庭教育的重

要且首要场所，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家庭是教育的第一个场所，在家庭中实施家庭教育是必要且

迫在眉睫的。 

2.2. 家庭结构与家庭教育 

在早期，“家庭”含义并不仅指代上述的含义。古时，由于社会制度和思想等并未达到像当下所处

环境中的开放程度，所以“家庭”包括一对父母下的后代的全部子孙，形成一个家族。经过时间长河的

流逝及外部环境和精神产物的变化，家庭中的人口开始不断变化，衍生出几种不同类型的家庭结构，如

核心家庭，人口单一并且内耗较少父母对子女有较多投入时间有很好的高质量陪伴；其次是缺失父母双

方中的其中一方的单亲家庭，此类型家庭中普遍父母内耗较高，较少关注孩子教育和心理问题；再次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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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父母双方离异后又重新组成的重组家庭，父母双方缺乏对前任孩子的关注；最后是父母双方缺位，由

其父辈承担养育责任的隔代家庭，孩子在身体方面的生长需求基本得到满足，但是其教育方面存在很大

问题。在上述几种家庭结构中各有特点，由于其环境及角色等不同，其影响方面也因人而异。但首先可

以明确的是家庭结构的完整性对家庭教育的正向结果方面是存在因果关系的。 

2.3. 社会环境与家庭教育 

社会不仅仅止于险隘的指人们生存的环境，在社会中生物由动植物和人类及其它一些微生物等组成，

环境中地理和生态占据主要地位。在上述几者的结合中形成一种稳定的，持久的但又彼此独立存在，难

以分割的关系。家庭是社会中人类通过某种形式的结合而存在的单位，在这种结构中家庭在影响着社会

的发展，社会也在无形中对家庭产生作用。家庭教育中会根据社会发展的一些导向，可以是显性也可以

是隐形的导向对教育进行选择，并且影响着教育。家庭作为构成社会大环境的子系统，家庭教育内部之

间是否和谐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个体今后在社会中的发展趋势。在充满欢乐、有爱的、且父母明事理并对

育儿观有着自己见解的家庭中长大的孩子在融入社会时亲社会行为会呈现更加积极的偏向，反之则消极。

同时，家庭教育教导孩子养成良好的道德品质、具备生活所需技能、行为习惯等，引导孩子积极向善，

家庭与家庭之间和睦相处，就如孔子所言“从心所欲，不逾矩”，使得家庭之间的亲亲之情，孩子之间

的仁爱之情不囿于家庭而走向社会，使得社会环境趋于稳定。因此，家庭作为社会的组成部分，家庭教

育是必不可少且及其重要的。 

3. 当前家庭教育中存在的影响因素 

3.1. 家庭结构在家庭教育中的亲子情感影响 

综上几种结构中，父母角色不缺位的核心家庭结构是目前研究中对孩子的发展起着明显优于其他家

庭结构的类型。不同类型的结构对家庭中的亲子情感关系的亲密程度是不一样的，因此在实施家庭教育

的同时其效果也存在差异。在国内研究中如研究留守儿童中祖辈替代父母角色给孩子造成的影响，从而

导致留守儿童中亲子关系紧张，亲子情感关系不和或者陌生的情况。“还有国内研究者针对这一问题进

行了实证调查，据一项对重庆市留守儿童进行的亲子疏离感的调查数据，计算出亲子疏离总分、母子疏

离得分、父子疏离得分，通过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发现亲子依恋、心理弹性、父母未离异、与母亲高频

率沟通(每天)是留守儿童亲子疏离的保护因素；而与父母沟通时间短(每次 5 分钟以内)是留守儿童亲子疏

离的危险因素。这说明父母与青少年的日常沟通，尤其是母亲与青少年沟通的状况是亲子疏离感产生与

否的重要原因。”[3]众所周知，与男性父亲角色相比女性与生俱来有着母性的慈爱光辉，国外研究中表

明，女孩认为自己与母亲的关系与男孩相比更亲密，特别是俗称叛逆期的初中阶段变现更加明显。也有

与之相对的研究指出，在地处偏远且经济落后，具有顽固思想的地区，女孩与父母的关系存在裂缝。但

更有研究提出，性别不是良好亲子关系的障碍。“家庭结构会影响青少年与其父母的亲子关系，良好的

家庭结构有助于建立良好的家庭亲子关系，消减青少年与其父母的亲子关系疏离”[4]但还需认识到多孩

家庭中就其母亲的养育来说其实是一种高负担，孩子过多的家庭很难以平衡对每个孩子的公平对待和付

出，难以在日常的生活中合理平衡到把时间均分给孩子。亲子关系的疏离与和睦在进行家庭教育时其效

果不同，在日常中我们能够清晰的感觉到核心家庭结构的孩子，父母角色的陪伴时间较多，正向积极的

引领给孩子更多的情感支持。 

3.2. 父母角色和喂养认识不足的影响 

父母角色具有不可或缺的地位，家庭教育中，父母对孩子的养和育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但在日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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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和研究中，父母的养育存在单一角色的过度扮演。这点在上述家庭结构中也有体现。当今最容易看

到的一些影视作品中我们可以发现当女性孕育胎儿，生产后子女不一定由母亲亲自养育。特别是在一些

古装剧中，母亲生产后孩子交由专门的乳娘喂养，不同于传统观念中认为的养育包含的“喂养”观念，

在高彦颐(Dorothy Ko)的书中也曾提到作为母亲，其责任仅只承担子女的教育上，而哺育方面则交给其他

人。时间回到现代，牛奶制品的出现代替了因一些生理原因而无法产奶的产妇的亲喂，除此之外，个体

意识的转变也是一个原因，经已有研究发现亲喂会导致后期产生一些身体病变，因此选择乳制品喂养是

目前一些父母认可的方式。此处均从女性方面来说明母亲的养和育，对于男性的父亲角色和喂养很少提

及。即使是在精神高度文明的当下，对于男性在家庭中的角色从古至今都认为是一个家庭的支撑者、顶

梁柱或主心骨、能够撑起一片天，但对于养育孩子方面是极少参与的。在古时男子成亲年龄尚早，十五

岁便可议亲成亲，独立成家，按此发展一年后孩子出生，年龄在十六岁即成为父亲，这用现代的观点对

此是反人性的。从生理角度来说十六岁的青少年各方面都在处于发展中尚未定性，但却过早担当父亲的

角色，在心理上是存在一定影响的，更不用说亲自喂养和照拂婴儿。同时由于当时还需考取功名，忙于

家庭生计营生，经常缺席孩子的成长教育。即便是现在的大多数家庭中男性父亲也不可避免存在此种情

形，这是一种深层传统文化的影响。但在某段时间内却存在与此相反的观点“八月十三日晴……因初生

小儿啼饥，用牛乳膏调水哺之，照应良久。八月十四日……调牛乳良久，复睡。辰初起，倦不能支，加

被而卧。八月十五日阴，夜雨。丑初、卯初起，调牛乳二次。巳初起。八月十六日雨，午后止。丑正、

卯正起，调牛乳二次，复睡。”[5]“再如王书吟提到新手父亲们通过牛乳罐头获得了亲自哺乳幼儿的机

会，在代替母亲完成哺乳责任的同时也增强了父亲的参与感。她认为在城市中产阶级中牛乳育婴成为一

种便捷的新方式，初为人父的男性以新生儿为对象书写的人生感悟数量明显地增加了，而且这类的感悟

也更为细腻，诸如‘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作了父亲’‘我做父亲’等一系列思考父亲职责的主题文

章不胜枚举。”[6]“首先是哺乳的时间，按照书上是每三小时一次，每次若干分钟……然而人究竟不是

机器，不会这样规律化的。小孩也真难对付：有时吃了几口就睡熟了，推也推不醒；有时他醒了，未到

时间也不许吃，一任他啼哭……到了两个多月，患些感冒，去看医生，量了量体重，医生说这不对，孩

子的重量只够两三个星期的，于是研究生活状况，由医生教我们在新鲜牛奶里面加粥汤，滋养糖等，分

量照月份增加，这之后，才逐渐肥胖起来。”[7]由此可见，在家庭中父亲角色的扮演和喂养责任并不是

从未体现和记载过，可能因时代变化，这样的责任被淡化和转移，在现下更凸显出来。 

3.3. 社会环境影响 

3.3.1. 家庭经济情况与父母认知和期待的影响 
当前经济和科技发展迅速，社会已经发生很大变革，贫富差距明显并且还存在金字塔趋势。在一定

程度上经济水平的高低影响家庭养育子女数量和质量。当下大部分家庭承担房贷和车贷等债务。每月还

有家庭经济的开支赡养老人等。财富来源于高收入且体面的工作，并且教育的“内卷”严重，社会对人

才的筛选明显在教育上体现出来，因此在除了基本学龄段学习外，还有大量的课外兴趣班，补习班，这

都需要一定的经济支持。并且父母的认知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孩子对世界的了解程度。对于经济条

件好的家庭是有足够的时间花费在陪伴孩子成长的家庭教育中，但对于经济条件不好的家庭来说，活下

去，满足基本生存已是给了孩子最好的条件。较高的认知水平的父母可以根据子女的自身特点、周围环

境和家庭收入情况，对子女教育期望有较为理性的判断；受教育程度越高的父母通常对于子女的教育期

望越高、对于子女的教育投入越多[8]。其次由于受到社会环境影响，周围的同事和亲朋好友，根据自己

的生存环境的变迁，预测孩子在教育中的影响进而产生一种连锁反应。在通过一系列的数据的收集与分

析后，贫困家庭与非贫困家庭在家庭教育期望上有着明显的差别，贫困与非贫困家庭对子代学业成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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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望均能显著的推动子代的学业进步，但是从样本的回归分析结果来看，对子代的成绩要求方面非贫困

家庭要显著高于贫困家庭[9]。父母害怕孩子未来生活受苦、生活质量不高、或者未来生活产生重大变故

因此对孩子产生一种高期待，期望孩子能够比父辈更优秀或者完成自己未达到的目标，从而孩子能生活

的更好，以此产生阶级的跨越变动。 

3.3.2. 礼法观念薄弱 
当下秩序稳定离不开“法”的支持。过去社会中，礼治和法治共存，礼法存于心中，人们都能很自

觉的去遵守秩序，而不破。在古时家庭教育中也特别规定用“礼法”来保障家庭教育的开展。例如为维

护统治而作为一种政治告诫的家庭教育著作《训伯禽书》《诫侄成王》，创作于魏晋时期，名教衰微、

奢靡竞尚、礼法变质的时代背景下的《颜氏家训》等。从古至今，“礼法”在家庭教育中的地位不言而

喻。但，纵观眼下家庭教育中的礼法已然不在，家长很少注意到家庭家风教育精神及其重要性。中国从

古流传至今的治家精神逐渐消逝，家庭中父母长辈的教育职责缺位，人们淡忘了这种无形规制带来的作

用，社会环境也较少明确要求在家庭教育中认清礼法对教育孩童走好人生每一步的重要性。在家庭教育

中虽然颁布了《促进法》这样的法律条文，来确保各环节配合家庭教育顺利开展。但往往事与愿违，没

有达到一个很好的效果。在这部分，人们不管是从意识上还是外在的规定上都缺少行为上的表现。为使

得家庭教育的顺利开展，让孩子们健康成长，在法律法规颁布的条文数量上就还不足，在更多领域涉及

《促进法》的介入达到量化。其次，在地位上容易让人们忽视。《促进法》的颁布不同于宪法和刑法及

其他法，没有很切身的关系到人们自身利益，因此形成系统且具有一定地位的法规能够使得人们更加重

视家庭教育。 

3.3.3. 家、校、社合作联系少 
全国家庭教育工作的“十五”计划与“十一五”计划分别指出“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紧

密配合”[10]。“因地制宜探索完善协同育人工作协调机制，加强统筹规划和资源整合，形成学校、家庭、

社会协同育人合力”[11]。除此“继续巩固发展学校、家庭、社区相衔接的指导服务网络”[12]相关法规

政策也在对家庭教育的协同作用不断提出要求，确保实施。《家庭教育促进法》规定：家庭教育、学校

教育、社会教育三者应紧密结合、协调一致。明确各家庭的责任，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

与中小学校、幼儿园、婴幼儿照护服务机构、社区密切配合，积极参加其提供的公益性家庭教育指导和

实践活动，共同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13]。《促进法》中明确指出了三者之间的通力合作为家庭教育的

施行和开展的保障作用。结合现下普遍实际情况，三者的合力虽然达到一些显著效果，但还处于三足鼎

立的状态。基于双减背景下，家校社协同的方向性问题在于目标缺乏一致性伴随家长与教师各自角色积

累的能力不同主体性的参与常有缺失在协同过程中的交往深度与协同资源的配置也存在不同问题[14]。虽
然在《促进法》刚颁发时有过家庭教育的风潮，例如社区入园开展家庭教育指导的家长培训会或者通过

观看直播学习教学指导的理论。但风潮一过，便无持续性的活动开展。除此之外，无其他多样形式、多

主体的参与。再者，开展的次数也是屈指可数。家、校、社三者难以形成合力是目前一个较大的问题，

虽然家庭作为家庭教育实施的主要单位，但也需要各方的支持。 

4. 当前家庭教育指导策略 

4.1. 完善家庭教育体系，提升父母角色效率 

教育不管是在哪个阶段，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都是非常重要的。每个阶段的家庭教育要根据其年龄

和孩子性别进行不同内容的教育，要有所重点的，有针对性的开展家庭教育。同时，细观《家庭教育促

进法》，以“父母”为词条的术语共出现三十多次，虽然不同章节有不同的内容，不同的责任主体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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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责任范围不同，但“父母”贯穿于始终，指向性更加明确，“父母”作为家庭教育的责任第一人其在

家庭教育中的权力和责任是无法被剥夺和替代的。因此，在家庭教育中首先要认识到父母双方在孩子的

教育中扮演的角色、能够给予孩子哪方面的教育、能够促进哪方面的认知、能够培养或者给予孩子哪方

面的能力，要做好系统的规划和管理，让家庭教育有体系、有层次的开展。母亲在大部分人的成长中，

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几乎教育的责任由母亲一人承担，生、育、养都是母亲。但除了母亲角色的投入

以外应更加关注父亲角色的扮演。“在研究中发现父亲角色和母亲角色对子女发展的作用有差异，母亲

对子女的教育发展更加重要，而父亲对孩子的社会心理发展更加重要。”[15]父母角色定位对加强亲子关

系，实施家庭教育极为重要。角色理论一词最初由米德确立基本立场，其概念体系接近于生活现实，该

理论视域下的人被认为是社会中的一员，不局限于一种角色。在社会中的个体基于特定角色，人们对此

角色的理解、期望和要求各有不同，从而对个人行为进行解释。角色理论下的父母被赋予不同的意义，

家庭教育由“家事”变为以“法”为基础的“国事”，跳出“家”的小天地上升到以“国”的大事，不

得不重视其父母角色的重要性。父母更加重视家庭教育中各自角色的责任落实，不管是母亲还是父亲，

都应根据角色特点正确定位对孩子实施“因材施教”。同时基于父母正向，积极的教养方式对改善亲子

关系更加有益。正念(Mindfulness)在 1994 年与父母教养融合后成为一种新的教养方式的概念，常体现在

家庭教育中，正念教养指父母在当下的教养互动过程中，对自己和孩子的内在状态及教养行为有意识的、

非评判性的注意(Attention)和觉知(awareness)，包含自主权、同理心和接纳三大要素。正念教养不仅使父

母以积极的态度去面对育儿问题，同时，稳定的情绪传递给幼儿同样积极的态度去投身于教养过程，对

于良好亲子关系的构建，良好的教养方式以及父母角色的认知定位将会更好的使家庭教育趋向体系化。 

因此，母亲不应一直承担大部分的教育责任，把家庭教育的重担与父亲分摊。让父亲参与其中，让

孩子感受来自父亲男性的责任担当与血性，从而更好的促进孩子在身理和心理发展，建全人格。当父母

双方都能够平衡于家庭教育中自我责任的实现与落实，才能够加强亲子之间的情感交流，更加联结父与

子、母与子之间的关系。诚如有学者所言：“基于亲情伦理角色关系展开的，旨在培养、教育每一个家

庭成员成为明人伦、知礼仪、行孝道、循规矩、守家风、有责任的合格家庭角色，为其走入社会成为合

格的社会公民打下基础。”[16]。 

4.2. 关注民生问题，转变家长思维 

教育与经济本就是不可分割的一体，两者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经济作为教育路上一个不得不

提，且重要的因素，是必须要考虑的。经济稳定增长，受益于大众的同时能够减轻人们很多的焦虑，家

长不用担心家庭经济开支等负担并且也有充足的时间陪伴孩子和高质量的教育效率对孩子的教育问题更

加关注。这就使得国家必须关注民生问题。民生大计是国之根基稳固的重点。基于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

论视角下，基础的生理需要例如食物、睡眠、空气等得到满足，才有下一需求。基础的生理需求作为基

本生存条件须适应于当前社会下的经济压力。因此国家应采取相应的政策，稳定经济民生，促进经济活

力，要求提高消费能力的同时也要提高人们的工资水平、考虑现下影响人们经济的因素和原因。家长有

精力将重点放在家庭教育中，陪伴孩子、关注孩子的成长、关注孩子的所需所想所做所能这是所期望

的现实目标。只有减小贫富差距，让金字塔大基数人群受益。当人们不再陷入物质条件高低的困境、

不再追求于积累多少的财富、不再基本生存条件的，当基本的生存条件得到满足时才会产生高层次的

自我追求。基于此，根据马斯洛的需求理论，人们对于缺失性需要的不断满足，逐渐完善自身人格。

同时对于孩子的关注度和家庭教育的理解有着与之前天翻地覆的转变，家长自身的转变随之带来的是

对整个事物的看法和态度的转变。不仅涉及个人更加积极的偏向对于家庭教育对孩子个体的成长及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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魂塑造更加有利。 

4.3. 建立家庭礼法观念，加大法律法规力度 

战国时期的邹·孟轲在《孟子·离娄章句上》中提到“无规矩不成方圆”，意思就是要想形成规整

的方圆，必须要有规矩。引申到现下就是，国家有国法，家有家规。任何事情都有自己的规章和制度，

有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和法治。家庭中更应如此，家庭中应建立相应的礼法、家规教育观念，让孩子明

白什么是礼、什么是法、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司马光在《居家杂仪》中将其家规家训中的精神追求和

价值取向体现在以个人德行、家风、官风和社会威望及一系列的实际行动的展开上，明确了家庭教育的

目标，提出正伦理、笃恩义、辩上下、言内外是居家之道的关键之处。并在礼法教育中提出严慈相济、

重在践行的目标。“礼”作为家庭教育的中心思想，以此为中心来展开，并以“礼”治家。家庭和谐须

遵守“礼法”的规制，“法”作为保障手段，为了维护家族的秩序和规范，“法”作为相应的惩罚性措

施，也有其作用[17]。家长要认识到礼法对孩子思想、行为的规范和约束作用，制定合适的家规礼法规制，

不拘于孩子天性发展又能够最大程度引导孩子。同时家风建设也极重要。家庭作为道德风尚的“微型社

会”，其家庭价值观映射当下社会价值取向和精神追求。父母作为孩子的第一任教师，营造良好的家风，

通过言传身教、口耳相传等教育方式规范孩子思想意识和行为。家风不仅是言传，更是一种身教，家风

不仅是一种道德概括，更是一种道德实践[18]，家风是人生的奠基石，是人社会化过程中的首要环节，其

对人的影响是终其一生的。在家庭中，父母与孩子接触的方式、倾注爱心的方式与孩子的人格形成直接

相关，人格“脊骨”的形成正是源于家庭教育的作用。个体德性发于斯、成于斯，足见家风在塑造公民

品格中的份量，它是任何其他事物无法替代的[19]。最后，提高惩戒和监督力度。现代社会之下法的保障

不可忽视，在法律允许下，保障实现人们权益在规定范围内的活动最大化。《促进法》的本意是保障未

成年人健康成长，家、校、社是保障的力量。但在实施中，其保障的实施对象、环节等落实，其中一方

并未能很好的履行本身职责，提高惩戒力度能很好的让各方记住过错所承担的后果。作为确保家庭教育

落实的责任方，必须要有相应的监督和审查，这样才能更好的促进家庭教育的开展，而不仅仅止于言还

要落于行。 

4.4. 联结三方助力家庭教育 

教育离不开家、校、社的支持，三者缺一不可。在上述中提出将三者联系在一起。怎样将三者紧密

联系在一起，形成同心圆发挥其效力？首先，家庭应该意识到家庭教育在孩子人生道路上的指引作用，

是走好人生第一步的关键一步。只有当父母重视到家庭教育的重要性，意识到教育不只是学校的责任，

还需要明确家庭中各角色的责任落实对孩子在成长中不同方面的引导满足其需求时，家庭教育才算开始

发挥其作用。除此之外，家庭也应该主动的不断吸收和学习好的教育方法。孩子是不断成长和发展的，

家庭是孩子除了学校以外最亲密、呆的时间最长的场所，家庭更应该了解孩子的成长，关注孩子每一步

发展的重要节点，固守原有的教育方式和方法不能满足孩子日渐成熟的身心，而应与孩子共同成长，像

海绵一样不断吸收和学习优秀的育儿观念和教育方法，其次，学校方面应该给予家庭的指导责任。作为

教育实施的主体，学校在教育方面是具有话语权和引导权的。学校具有其他主体所不具备的教育经验和

对孩童身心发展的洞悉能力，观察能力，了解学生发展的阶段性、顺序性、不均衡性、差异性等，能够

及时发现问题，并给出调整策略。因此学校要做好管理工作。建设一支优秀的家庭教育指导队伍对家庭

开展定时、定向、定量的家庭教育指导，了解家庭教育中出现的问题、了解家长育儿观念的正确性、了

解家庭中孩子的情况等，做好实时追踪，实时记录并且反馈形成系统、全面的管理。定期举办家庭教育

讲座也是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邀请具有经验或对家庭教育具有话语权和研究的专家开展讲座，将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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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实用的家庭教育方法、沟通策略、育儿观念等通过讲座方式传授给家长，使得家长在面对孩子时能够

进行科学的指导和教育从而促进孩子更好成长。再者，社会也应该承担其责任。在新中国成立后由于需

要大量的人力搞建设，所以那时的生育并没有限制并且还鼓励多生。当时的社会环境单纯，出门不用将

大门紧闭、邻里关系和谐、父母工作忙将孩子直接放在邻居家过夜有“远亲不如近邻”之说等，人们都

在为新中国的建设而共同努力。纵观现下，人们的一些思想随着社会变化而改变，社会在侧面成为了一

个风向标。作为人类生活的环境，其良好的社会氛围和精神引领将对家庭和学校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社会要善于运用符号理论，将语言、法规、道德、制度等以符号中介的形式进行传播，广为宣传符合当

下价值观的选择，引领人们管好小家，促大家。其次，社会中资源众多。各组织，各团体都有丰富的教

育资源，不管是从人力资源还是工作组织本身具备的资源，对于有利家庭教育开展的都应整合、融合促

进家庭教育的实施。各方应该明确自己的定位，在家庭教育中处于什么位置。只有明确好各自的位置，

落实各方的职责后才能看清应该怎样去发挥自己的作用，怎样去协助其他方，才能将家庭教育落地，而

不是虚浮飘渺口号。 

5. 结语 

家庭，应该是一个温暖且有力量的词语。它带给人们以情感的慰藉，支撑着人们穿过风雨的力量，

即使在外奔波劳累但回到家庭中时也能放下满身疲惫，活力无限，感受到温暖和幸福，觉知心有归属的

地方。在家庭中家庭教育是孩子接受的教育中必不可少的教育，应该从小抓起。怎样看待家庭教育带给

孩子的影响，父母角色在家庭教育中尤为重要，我们应该意识到作为父母自己的言行举止带给孩子的影

响；自己的陪伴给孩子带来的性格，人格完整和独立的支持；自己的付出给孩子带来心理上的治愈。现

下的家庭教育虽然受到多方的影响，并且本文可能还未全面说明，但怎样将家庭教育落实到实际当中，

在实施中减少与现实环境相冲突的方面。怎样解决其中存在的问题，让家庭教育成为孩子健康成长的一

抹亮丽色彩，还需不断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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