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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并称为现代教育三大支柱的家庭教育，今年走过一个不同寻常的年份。 

 

  一方面，《全国家庭教育指导大纲》、《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

2020）》相继出台，各地推进家庭教育建设如火如荼。另一方面，中国家庭教育存在诸多问题、困

难，同样不容忽视。 

 

  温家宝总理在今年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指出，要“在新的起点上全面谋划教育改革发

展”。众多关心支持家庭教育的人士，也在思考、谋划、行动，推动家庭教育在新起点上再次出

发。 

 

  家庭教育蓬勃发展，三大挑战亟待破解 

 

  改革开放30多年,特别是2004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

设的若干意见》颁布六年来，中国家庭教育得到较大发展。组织发动工作加强：全国各级妇联组织

和教育行政部门密切合作，加强家庭教育指导与服务。家庭教育活动众多：小公民道德建设活动、

双合格家庭教育宣传实践成为推进家庭教育工作有效载体。留守流动儿童等群体得到关注：全国妇

联等部门共同开展“共享蓝天”全国关爱农村留守流动儿童大行动，为农村留守流动儿童家长提供

指导和帮助。 

 

  但同时，家庭教育也面临严峻挑战，主要有三个方面：相比家庭教育推动国家发展和强盛的基

础性作用，家庭教育的社会支持系统落后；相比家长对子女教育的高度重视，家长自身的教育和素

质明显落后；相比家庭教育在教育中的基础性地位，家庭教育指导的理论、方法研究落后。 

 

  不因成绩而止步，不因困难而退缩，中国家庭教育抓住新的机遇，今年在立法等领域努力向

前，力求突破。2月,我国首份家庭教育指导性文件《全国家庭教育指导大纲》发布,阐述了各年龄

段家庭教育的要点;7月,《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颁发，多处涉及家

长、家庭和家庭教育，明确提出“充分发挥家庭教育在青少年成长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家庭教育立法：进入实质性阶段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要求，“制定有关考试、学校、终身

学习、学前教育、家庭教育等法律”，十年内完成家庭教育立法的任务，已经摆在众人面前。 

 

  前不久，中国家庭教育学会、全国妇联在南京召开家庭教育研讨会，中心议题之一就是研究如

何制定家庭教育法。 

 

  中华女子学院副院长李明舜教授提出，家庭教育立法是家庭教育规范化、专业化、系统化发展

的需要，其根本目的是保障家庭成员身心健康和全面发展。在内容上则需要明确国家机关、企事业

单位、社会团体、家长及监护人的家庭教育责任，同时要加强对家庭教育市场监管，构建全面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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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支持系统。 

 

  全国妇联原副主席、中国家庭教育学会副会长赵海荣说，家庭教育立法牵涉面广，耗时长，短

则三五年，长则八年，需要开门立法，广泛听取各方意见，抓紧动手。 

 

  家庭教育合力：政府、社会和家长找准位置 

 

  非洲谚语说：“培养一个孩子，需要举全村之力。”众多家庭教育失败案例背后，是缺乏有效

的社会支持系统和家长配合。 

 

  2004年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提

出：要把家庭教育与社会教育、学校教育紧密结合起来。今年出台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

规划纲要（2010-2020）》鼓励“学校、家庭、社会密切配合”培养人才。 

 

  如何把这样的理念变成现实，人们正在探索出路：各级政府、社会组织和广大家长，找准自己

的位置以形成合力—— 

 

  政府：纳入规划、经费支持、组织保障。 

 

  厦门湖里区金山社区创建“四点钟学校”，每周一至周五下午４时起，学校免费向社区未成年

人（包括流动儿童）开放，家长下班后再到学校接孩子。而这项工作是当地组织部门出面搭台的。

来自全国妇联的消息说，目前22个省区市有家庭教育工作经费，不少省份把家庭教育浓墨重彩地写

入当地十二五教育发展规划纲要。 

 

  社会组织：在政府主导下，发挥专业优势，做好专业服务。 

 

  今年6月，山东省教育厅与北京关爱家庭中心以及青岛出版集团签署协议，合作设立“山东省

中小学家长委员会项目”。项目组受委托在全省推广建设中小学家长委员会，推进家庭教育。山东

省创造性地引入企业和社会组织，为家庭教育搭建了家长委员会这个有效的平台。 

 

  广大家长：学习爱的智慧，建设美好家庭。 

 

  家庭教育，如果不把广大家长发动起来，就只能是一句空话。而让众多家长参与其中，就要为

广大家长服好务。青岛市李沧区探索“3B1K”家校合力教育模式就是一例。“3B”指以班级为单

位、以班主任为主讲教师、以班级学生家长为基本学员的家长学校授课模式。“1K”则是一个课

堂，设置“教学为主，活动为辅，满足家长不同层次需求”的菜单式课程。此举受到家长欢迎。 

 

  家庭教育行业：手段多样化 内容更深化 

 

  种种迹象表明，２０１０年，中国家庭教育的传播手段有了新的发展，从业者对于家庭教育的

认识也在深化。 

 

  近年来，顺应网络化和信息化的时代潮流，大量家庭教育的“网络阵地”如雨后春笋，不断出

现。今年10月，全国网上家长学校网站在南京开通。网站由全国妇联、中国家庭教育学会、中国移

动通信集团公司共同举办，并得到教育部支持，该网站与各地家长网校实现了链接。 

 

  比技术工具更重要的，是能够影响亿万家庭的家庭教育家。温家宝总理在今年的全国教育工作

会议上提出：“努力培养和造就一大批献身教育事业、具有先进教育理念和独特办学风格的人民教

育家。这是振兴我国教育事业的希望所在。”除了办学需要教育家，社会也期待一大批家庭教育家

的涌现。 

 



  多年的实践表明，全面的家庭教育观，首先一条是家庭关系的建造，特别是夫妻的相爱，然后

才是如何教育子女。北京关爱家庭中心执行总干事钱红林的这番话，表明中国当代家庭教育工作者

正以更新的视角看问题，打造适合当代中国的家庭教育。 

 

  中国家庭教育学会副会长赵正中说：接下来，我们必须推动、扶持家庭教育学科建设，鼓励、

培育家庭教育科研出版，力争早日培育更多家庭教育研究者和家庭教育家。 

 

  以2010年为新起点，中国家庭教育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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