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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家庭教育促进法》为家庭教育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法治保障，但其实施中仍然面临着多重困境。

从落实父母的多重角色视之，首当其冲的是要界定、明晰父母的角色责任。父母家庭教育的缺位、错位，

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父母不清楚、不明确自己在这一过程中担任什么样的角色、承担什么样的责任。界定

完父母的多重角色之后，应思考角色的落实问题，父母在家庭教育中角色的落实要明确家庭教育的权利

与责任、提供教育资源与支持、加强公共教育宣传以及跨界协作等，共同促进家庭教育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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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Family Education Promotion Law” establishes a robust legal found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family education; however, its execution encounters various challenges. To address this, it is 
imperative to first delineate and elucidate the role responsibilities of parents. The prevailing l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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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discordance in parents’ family education engagements largely stem from their ambiguity con-
cerning their roles and responsibilities in this domain. Once the multiple roles of parents are de-
fined, the focus should shift towards actualizing these roles. Effectively implementing parents’ roles 
in family education necessitates clearly defining the rights and responsibilities inherent in family 
education, furnishing educational resources and support, enhancing public education awareness 
and fostering interdisciplinary collaboration, among other strategies, to collectively advance the 
development of family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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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父母在家庭教育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关于“父母角色”，首先得明确“角色”这个上位概念。有学

者认为，“所谓角色，是指一个人在所占社会位置上担任的任务与从事的活动，包括角色期待与角色表

现。角色期待是社会期待该角色从事的活动，而角色表现则是个人在该角色中实际从事的活动。”[1]父
母在家庭教育中承担重要的主体角色，从传统意义上看，有父母–子女间的伦理道德角色，以及在子女

成长过程中父母所担任的教育角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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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则从法律上确立了父母家庭教育的职业角色地位，可以说，父母在家庭教育中扮演了多重角色。然而，

现实中，父母角色冲突、角色模糊、角色错位现象屡见不鲜，家庭“养而不教、教而不当”问题越来越

突出，出现了诸多未成年人心理健康问题、校园霸凌问题等，而这些问题无不与家庭教育有着千丝万缕

的联系。 
父母如何恰当行使家庭教育权、充当好“家长角色”，是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问题。《家庭教育促

进法》的颁布使得家长们要面对从“家事自理”到“依法带娃”的转变，即从“弱”角色到“强”角色

转变，这种转变会增加扮演家长角色的难度[2]。界定父母在家庭教育中的多重角色身份对未成年人的健

康成长、家庭的幸福美满、社会的和谐稳定具有重要意义。《家庭教育促进法》第二章明确了家庭责任，

包括父母教什么、怎么教。这里，从《家庭教育促进法》的角度，来分析父母在家庭教育中的多重角色

与相应的义务责任，以及父母角色的落实路径问题。 

2. 《家庭教育促进法》概述 

《家庭教育促进法》是一部横跨教育法、儿童法和家庭法领域的法律，它遵循儿童优先的原则，将

“父母或其他监护人承担对未成年人实施家庭教育的主体责任”的要求以法律规范的形式确定下来，并

科以相应的法律责任[3]。这是我国第一次以文本法律的形式呈现“家庭教育责任”，可见家庭教育对未

成年人健康成长、家庭社会幸福和谐的重要性。传统意义上，人们总会陷入这样的误区：家庭教育是学

校教育的延伸、补充。其实不然，家庭有其自身的教育职能，父母有其作为父母的重要角色。 
可以说，教育是家庭的基本职能之一。《家庭教育促进法》第二条明确指出：家庭教育是父母或者

其他监护人为促进未成年人全面健康成长，对其实施的道德品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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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从法律上明确了家庭所担负的重要教育职能，意味着家庭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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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能属性从法律上得到了确立[1]。家庭教育是教育的开端，是教育生态系统的组成部分[4]，是教育的初

始阶段，具有奠基性、延续性、长期性。在 2018 年的全国教育大会上，关于家庭教育，习近平总书记指

出，“办好教育事业，家庭、学校、政府、社会都有责任”，并提出了“四个第一”——“家庭是人生

的第一所学校，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要给孩子讲好‘人生第一课’，帮助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

[5]。2021 年 10 月 23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家庭教育促进法》，于 2022 年 1 月 1 日正式施行。至此，家庭教育从关乎个人家庭幸福安宁的“家事”

上升为关乎社会国家和谐稳定的“国事”[6]，《家庭教育促进法》在教育立法中无疑具有里程碑意义。 

3. 《家庭教育促进法》中父母的多重角色 

父母是家庭教育的主要责任人，如何对未成年人实施教育，在教育的过程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是本

部分想要详细讨论的问题。这里，笔者将从父母在家庭教育中的伦理角色、教育角色和法律角色三个方

面进行探讨。 
(一) 伦理角色 
父母的伦理角色可定义为在家庭教育中，通过自身行为示范、言传身教等方式，培养孩子的道德观

念、价值观和良好行为习惯。福禄贝尔曾说，真正的人的教育从婴幼儿时期就开始了。儿童一出生，便

与父母建立了亲子关系，在血缘关系的指引下，以父母为代表的家庭成员自觉承担起对儿童的抚养、教

育责任。父母与子女之间是最重要的亲情伦理关系，诚如有学者所言：“家庭教育的根本任务是品德修

养，其内容和方法是基于亲情伦理角色关系所展开的，旨在培养、教育每一个家庭成员成为明人伦、知

礼仪、行孝道、循规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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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在家庭教育中，父母的伦理角色不仅关乎孩子个人品德的塑造，也是社会文明传承的基石。在孩子

日常家庭生活中，父母要承担起自身的伦理责任，帮助、引导孩子形成正确的道德观念，给予孩子爱与

关怀，尊重孩子作为一个独立个体的权利和选择，促进孩子个性的健康发展。《家庭教育促进法》第二

章第十四条强调，“父母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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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

担对未成年人实施家庭教育的主体责任，用正确思想、方法和行为教育未成年人养成良好思想、品行和

习惯。”父母在家庭教育中的伦理角色在法律上也得到了确认，这无疑是强调了父母伦理责任的重要性。 
(二) 教育角色 
父母在家庭教育中的角色至关重要，不仅影响孩子的个人发展，也对其社会化过程产生深远影响。

因此，详细探讨父母的教育角色有其必要性与重要性。家庭的教育责任包括基础教育、生活技能教育、

价值观教育。父母的教育角色是指在家庭环境中，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对孩子进行价值观教育、日

常生活知识的传授和技能的培养。家庭教育是教育的重要一环，与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共同构成现代教

育体系的三大支柱，但家庭教育又有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难以取代的特殊性——家庭是儿童生命的摇篮，

是出生后接受教育的第一个场所，父母对儿童实施的教育具有早期性。马卡连柯说，“儿童将来成为什

么样的人，主要取决于他 5 岁以前所接受的教育。”父母的教育角色对儿童的生活技能、行为习惯养成

有重要影响。 
《家庭教育促进法》第二章第十六条指出，“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针对不同年龄段

未成年人的身心发展特点，开展家庭教育”，从这一条可以看出，父母不仅承担了教育子女的教育角色，

同时自身也是学习者——父母进行恰当有效的家庭教育需要学习有关的专业知识，包括未成年人身心发

展的知识、德育知识等。家庭教育仅仅依靠父母的自觉主动是不够的，还需要外部的教育指导。因此，

《家庭教育促进法》在第三章、第四章分别明确了国家与社会在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中应承担的责任，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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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协作，形成教育合力，共同助力家庭教育，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三) 法律角色 
在家庭教育中，父母不仅扮演着伦理和教育的角色，他们在法律上也肩负着重要的责任。家庭教育

不同于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它以近亲属身份为基础，主要是父母与子女之间发生的法律关系[8]。本部

分将详细探讨父母的法律角色，包括他们在法律上对孩子的责任、在履行这些责任时可能遇到的法律挑

战。 
《家庭教育促进法》第 2 条和第 4 条规定了未成年人父母或其他监护人负责实施家庭教育。《民法

典》第 26 条规定，父母在法律上对未成年子女有“抚养、教育和保护”的义务[9]。第 1068 条规定父母

有“教育、保护”未成年子女的权利和义务，第 1084 条第 2 款规定父母离婚后对子女仍有“抚养、教育、

保护”的权利和义务，这些是父母对未成年子女开展家庭教育的民法基本规范，也确立了父母对未成年

子女的家庭教育权。抚养义务是指父母对子女的供养和扶助，主要是生活上的照料和精神上的慰藉；教

育义务可分为教育和管教两个方面，不仅在道德、社会行为等方面进行教育，帮助孩子成为有责任感和

有贡献的社会成员，还要对孩子的不良行为进行预防和制止；保护义务是指父母有义务保护孩子免受身

体和心理上的伤害，包括提供安全的居住环境、防止虐待和忽视、保护孩子不受外界不良影响的侵害等。

国际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Convention on the Right of the Child)强调了父母在孩子成长中的首要地位，

明确规定了儿童的权利以及父母和国家在保护这些权利方面的职责。法律不仅明确规定了父母的责任和

权利，还设定了在父母无法履行职责时的干预措施。 
但是，父母在履行法律角色时，可能会遇到各种挑战，如虐待和忽视——这种“虐待和忽视”可能

不是外显的身体上的虐待、打骂，而是内隐于日常与孩子沟通交流时对孩子精神上的忽视与压迫。这种

挑战常表现为两个极端，一种是除了孩子的饮食起居和成绩，对其他一切方面不闻不问，过度忽视孩子

成长过程中的情感需求；另一种则是对孩子无微不至的“关怀与照顾”，孩子在父母面前没有任何的隐

私与秘密，也没有关于自己的规划与想法，这种“关怀与照顾”是对孩子自由成长的一种“压迫”。所

以身为父母，了解自身的法律责任和权利是最必要的——明确自身的法律角色，才能肩负起对子女的重

要法律责任。 

4. 父母角色的有效落实 

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CRC)开篇即强调，“应该让儿童在家庭环境里，在幸福、亲爱和谅解的气

氛中成长。”[10]这是对儿童家庭教育的愿景，现实往往却不尽如人意。良好的家庭环境离不开父母的教

育方式、父母角色的落实。父母家庭教育中的多重角色的落实、承担，有赖于父母家庭教育的实然意识

与能力建设，更关键的是外部的教育支持，如国家、社会。本部分从家庭教育促进法的角度来分析论述

父母角色的有效落实途径。 
(一) 明确家庭教育的权利与责任 
家庭教育促进法对于确立父母在家庭教育中的权利与责任，以及界定其法律责任扮演着至关重要的

角色。通过这样的立法，旨在构建一个支持性框架，明确父母在教育过程中的角色和义务，促进孩子的

全面健康成长。家庭教育促进法的核心在于通过法律手段，保障孩子的教育和福祉，同时又指导和支持

父母更好地履行其家庭教育的责任。这要求法律既有清晰的规定和指导，又具备灵活性，能够根据家庭

的具体情况提供相应的支持和干预。 
具体来说，父母在家庭教育中有权获得必要的家庭教育资源和支持，包括参与家庭教育培训、获得

心理健康支持等。此外，父母有权参与孩子的学校决策过程，与教育机构建立合作关系，共同促进孩子

的成长。同时，父母有提供适宜教育环境的责任，一方面，父母应确保孩子的基本生活需求得到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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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父母也要关注孩子的情感需求和心理健康，支持孩子的个性化发展，鼓励他们的探索兴趣和

激情。针对父母在家庭教育中的忽视或不当行为，法律也应明确界定其法律后果。如《家庭教育促进法》

第五章规定了父母或其他监护人拒绝、怠于履行家庭教育责任的预防和干预机制。 
(二) 提供教育资源与支持 
提供教育资源与支持是家庭教育促进法实施过程中的关键环节，它旨在为家庭教育提供后盾，确保

每一位父母都能获得必要的知识和技能，以更好地履行其教育角色。《家庭教育促进法》规定政府应建

立家庭教育资源平台，为家庭教育提供全方位、多层次的教育资源，教育资源不仅包括学龄前儿童的早

期教育、基础教育阶段的学习支持，还应涵盖青少年的心理健康、特殊儿童的教育资源等，帮助父母提

升家庭教育的质量和效果。此外，还应设立家庭教育咨询中心，提供专业的教育、心理咨询服务，来帮

助家庭面对和解决孩子教育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各类问题。 
(三) 加强公众教育与宣传 
除了资源的提供与支持，普及与推广也极为重要。加强公众教育与宣传是实现家庭教育促进法目标

的重要手段，这不仅有利于构建全社会对家庭教育的支持和理解，还有利于提升家长的教育实践能力。

政府部门可利用网络媒体对家庭教育资源平台和咨询服务进行宣传，提升服务的覆盖率；学校可利用开

学、毕业季等重要时刻，开展主题性宣传活动，提升公众对家庭教育重要性的认识；社区要主动参与家

庭教育的宣传和实践，促进居民间的交流和互动，共同构建支持性的教育环境。 
(四) 跨界协作 
跨界协作是实施和推广家庭教育的有效方式，它能够为家庭提供更加丰富和多元化的资源与支持。

家庭教育的推广和实施需要跨部门合作，整合教育、卫生、社会服务等部门的资源，形成政策协同、资

源共享的工作机制，为家庭教育提供全方位的支持。需要设立家庭教育专项基金，支持家庭教育的研究、

项目开展和优秀实践的推广，鼓励社会各界参与到家庭教育的实践和创新中来。同时，社区和学校是家

庭教育的重要依托——依托社区，构建以社区为基础的家庭教育支持网络，整合社区内的教育资源，提

供丰富的教育和休闲活动，以及为有特殊需求的家庭提供个性化支持；依托学校，开设家长学校，推广

家校合作新模式，提供针对性的教育培训的交流活动。如可以根据家庭教育的不同阶段和特点，设计不

同的主题(亲子关系、青春期管理、网络安全等)。 

5. 总结 

家庭是儿童成长的第一环境，父母作为家庭教育教师是家庭教育的重要承担者。父母不仅是家庭的

重要角色，而且是具备家庭教育专业素养的一种教育职业[1]。父母要履行好家庭教育职责，必须厘清自

身的多重角色身份，强化其承担的家庭教育法定责任。社会各界要共同努力，构建支持性教育环境，加

大家庭教育促进法的宣传力度，让家庭教育法走进千家万户，唤醒父母的家庭教育意识，切实履行好自

己的父母职责，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建构健全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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