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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未成年人的家庭保护关乎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与家庭教育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当今家庭保护存在未

成年监护人监护职责缺失、未成年保护意识与能力缺乏、家庭保护的社会监督合力不强等问题。为贯彻

落实《家庭教育促进法》等法律，应当明确家庭教育要遵循“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要重视“未成

年人保护意识与能力”培养、要接受“社会各界协同”监督，切实筑牢未成年人家庭保护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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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inked to family education, family protection of minors is related to the growth of minors. Nowa-
days, there are problems with family protection, such as the lack of guardianship responsibility, 
the lack of awareness and ability of family protection, and the weak social supervision. In order to 
implement Family Education Promotion Law and other laws, it should be made clarified that fam-
ily education should follow the principle of “being most beneficial to minors”, meet the requi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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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nt of “safeguarding the legitimat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minors”, and accept the supervision of 
“Coordination of all walks of life”. Based on the above three measures, the development and per-
fection of the family protection system for minors will be realiz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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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未成年人保护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社会都要了解、尊重、关

心、服务少年儿童，为少年儿童提供良好社会环境[1]。但未成年人保护不仅是社会以及学校的责任，更应

该是家庭的责任。家庭保护是指通过家庭对未成年人的教育，对其成长起到监护和协助作用。家庭保护是

未成年人保护的最小单元，同时家庭也是未成年人最早接触，对其影响最深远、最直接的保护单位。《中

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经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通过，自 2022年 1月 1日起施行。

自此，家庭教育由“家事”成为“国事”，上升到国家法治层面。未成年人家庭保护作为家庭教育的重要

环节，不仅可以保障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同时也能为未成年人提供良好的成长环境。 

2. 未成年人家庭保护的现实成效 

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及其合法权益的实现客观上有赖于家庭的教育和保护[2]。家庭是人生的第一所

学校，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未成年人保护的国家制度体系不断健全，法律的保护功能更加突出，

尤其是更加强调家庭在未成年人保护中的责任，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目前我国的未成年人家庭保护也

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2.1. 法律法规明确未成年人家庭保护 

法律作为一种不断发展的实践，未成年人保护的体系构建与完善也是一个日益推进的过程[3]。《民

法典》规定，父母为未成年人提供的保护主要体现在保障子女的身心健康成长免受损害，例如保护子女

不受他人伤害等等。除了《民法典》规定履行的职责外，《未成年人保护法》作出了更多规定[4]。1991
年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通过的《未成年人保护法》，是第一部专门以青少年保护为对象的法律。经过 2006
年修订、2020 年的再修订，法律内容由最初的 56 条 4000 字更新完善到现在的 132 条 16,000 多字[5]。未

成年人保护事业随着法治国家的进程也在不断进步。关爱保护未成年人，是《未成年人保护法》、《预

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和《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 年)》赋予共青团组织的责任。重点行动要关注

未成年人的生命健康、心理健康、网络素养、法治意识以及对困境群体的关爱[6]。现行的《中华人民共

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将家庭保护列为了其他各项保护之首，从家庭、学校、社会保护等六个方面，建

立起对未成年人权利的保护体系，促进未成年人的全面发展。 

2.2. 司法机关保障未成年人家庭保护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 2022 年关于未成年人保护的报告中显示，办理未成年人公益诉讼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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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 9700 件，同比增长近 50%。针对严重监护失职、未成年人遭受家庭暴力等问题，创建“督促监护令”

制度。施行以来共制发“督促监护令”7.6 万余份，受理撤销监护人资格案件 400 余件，对于符合撤销监

护人资格条件的，提出检察建议 170 余件，撤销监护人资格 200 余件[7]。社会对未成年人保护的法律法

规建设，确保他们在法律范围内受到公平、公正、有效的保护。 

3. 未成年人家庭保护的现实困境 

即使法律明文规定要做好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目前我国未成年人的家庭保护，在实施过程仍存在以

下三方面的问题。 

3.1. 监护人监护职责缺失 

作为未成年儿童的监护人，家长或其他监护人承担的保护职责包括但不限于：保护未成年人的身体

健康、照顾未成年人的生活、对被监护人进行管理和教育等等。在现实生活中，家长选择性培养儿童“德、

智、体、美、劳”方面，“重智轻德”的教育倾向在现代社会中广泛存在。这种倾向带来的问题是，父

母往往忽视孩子们的道德教育，没有对未成年人进行家庭保护。这种倾向也导致了一些孩子在成长过程

中出现了许多负面影响，例如过度关注学习成绩而忽略了自身的品格和能力培养。 
除了培养内容方面，在教育过程中对未成年人采用何种方式上也存在一定问题。在当前社会中，部

分监护人甚至将“殴打虐待”作为教育未成年人的方式。长久以往，不利于孩子优良性格的形成，甚至

出现暴力倾向。根据临床观察数据显示，有 60%的孩子的暴力倾向是受家庭的不良影响。因此，正确的

教育观念和方法对于培养孩子的健康成长至关重要。 

3.2. 未成年保护意识与能力缺乏 

未成年人由于年龄与社会生活经验的限制，可能存在缺乏自我保护意识。日常生活中，监护人的职

责在于引导、帮助未成年人树立良好的保护意识；家庭保护的重点则是在于未成年人自身是否有保护意

识。面对家庭暴力时，未成年人通常会表现出沉默和容忍的状态。他们可能选择沉默以应对暴力，或者

试图通过其他方式来保护自己。未成年人在家暴面前缺乏足够的警觉性、防护意识不强。然而，这种行

为往往只会让家庭暴力更加严重，增加未成年人遭受更多伤害的风险。 
危险发生时，相较于保护意识，自我保护的能力则更为重要。近年来，网络中频繁报道的未成年人

受伤等事故不仅给未成年人造成了严重的身心伤害，甚至影响了整个社会的和谐与稳定。未成年人是国

家和社会的未来，保护他们的权益是社会各界共同的责任。作为社会的一份子，应该积极关注未成年人

的健康成长；作为家长或其监护人，更应关注他们所面临的困难和挑战，为他们提供更好的成长环境。 

3.3. 家庭保护的社会监督合力不强 

2021 年，为进一步加强对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统筹、协调、督促和指导，更好地保护未成年人身心

健康、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国务院办公厅成立未成年人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各省市县在落实未成年

人保护工作取得了较大的成就的同时，仍存在合而不紧，力度欠缺的现实问题。 
例如：在思想认识上，受“家丑不可外扬”、“清官难断家务事”等传统思想影响，有关政府部门

认为家庭矛盾和纠纷不应该由公共权力介入。另外，针对家庭保护的相关政府执法普遍呈现不注重过程、

注重结果的特征。政府还未建立系统的监管和评估体系。针对家庭中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事件，

情节不严重的，相关执法部门往往以批评教育为主，很难真正取得成效。除了政府层面外，学校对未成

年人家庭的了解与保护也受到地域、工作条件或其他的影响限制。因此，在现实生活中，很难对未成年

人这一群体进行有效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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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基于《家庭教育促进法》未成年人家庭保护工作的完善建议 

《家庭教育促进法》的出台，为我国的家庭教育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保证。《家促法》指出，要从根

本上推动未成年人家庭保护，未成年人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在实施家庭教育时，就必须采取有利于未成年

人全面发展的合理方法。为了更好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家庭保护工作需要就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完善。 

4.1. 家庭教育要遵循“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 

无论是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中的“儿童最大利益原则”，还是《未成年人保护法》中的“最有

利于未成年人原则”，内涵都是一致的，即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出发点和目的都应当以他们的利益为优

先考虑，要通过保护实现其利益最大化[8]。《家庭教育促进法》要求，保障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要保

护其隐私权和个人信息。 
这就要求在与未成年人交往时应注意稳定情绪，平等交流。稳定情绪是在生活中遇到大事小事时必

须要做的事情。当情绪不稳定时，行为和决策也在一定程度会受到影响。因此，家长需要学会控制自己

的情绪，保持冷静和理智。应该先让孩子感受到尊重，然后再用合适的方式处理。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

我们一定要坚持罪有利于未成年人的原则。每个孩子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家长要尊重每个独立个体的

想法。一味地顺从他们，只会让孩子变得叛逆；相反，一味地否定他们，则会失去信心，变得自卑和懦

弱。 

4.2. 家庭教育要重视“未成年人保护意识与能力”培养 

根据我国《民法典》第二章第十六条规定，家庭教育要以“关注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教导其珍爱生

命，对其进行交通出行……等方面的安全知识教育，帮助其掌握安全知识和技能”为内容，增强未成年

人自我保护的意识与能力。在教育过程中，对待未成年人要注意关爱与严格要求并重。未成年人犯错，

不能简单地粗暴惩罚，也不能一味地迁就。 
同时，相机而教、言传身教是家庭教育的核心。教育未成年时，要选择合适的机会进行教育。遇到

什么事情，就结合眼前发生的或此刻正在做的事情，进行相应内容的教育，而不是干巴巴地空口说教。

除此之外，未成年人的成长需要父母的言传身教，父母应该用自己的行为来影响他们，而不是简单地告

诉他们应该做什么或不应该做什么。他们通过观察、倾听、交流和行动来学习为人处世的道理。在这个

过程中，单单依靠他们自身信念是不够的，父母的以身作则和行为示范非常重要。 

4.3. 家庭教育要接受“社会各界协同”监督 

家庭保护的成效需要社会各界的监督力量，社会协同对未成年人家庭保护起着保障作用。首先，借

鉴美国的《儿童虐待预防和处理法案》，规定强制报告制度[9]。与未成年人有关的公民均有报告未成年

人情况的义务，如：校医院工作人员、教师等。其次，充分发挥社区基层组织对未成年人接受家庭教育、

受到家庭保护的监督作用。《家促法》指出，居委会或村委会可以设立指导服务中心，为未成年人及其

监护人提供理论指导。此外，可以在村委设立相应的社区小组，定期对有情况的家庭进行摸排、回访。

最后，加强新闻媒体的宣传、监督作用，宣传正确的家庭保护知识，传播正确的家庭保护理念和方法，

进而存促进未成年健康成长、营造和谐的家庭氛围。 

5. 结语 

儿童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未来，保护未成年人也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重要基础。未成年人的身

心健康，离不开家庭的教育与保护。但出于各种原因伤害未成年人的家庭问题，反而严重阻碍了未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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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健康成长。因此，在面对当今社会一系列不利于保护未成年人的现象，我们要不断加强对未成年人

的各方面保护，尤其是家庭保护这第一道防线。通过此研究，认清未成年人家庭保护中存在的问题，提

出相应的措施，不断总结经验，才能更好落实未成年人的保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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