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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往人们普遍认为家庭教育只是“家事”，亲子关系只是亲子之间的事，但《家庭教育促进法》把“家

事”当作“国事”，当作整个社会的事，更是学校的事。学校应当与社会其他机构、家庭协同，通过创

建家长学校、开展亲子活动和创新评价方式等策略，让家长学习科学亲子教育方法、懂得高质量亲子陪

伴和树立积极正向评价观念，从而在构建和谐亲子关系、增进家庭幸福与社会和谐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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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past, people generally believed that family education was only a “family matter” and parent- 
child relationship was only a matter between parents and children. However, the “Family Educa-
tion Promotion Law” treated “family affairs” as a “national matter”, as a matter of the entire socie-
ty, and even more importantly, as a matter of schools. Schools should collaborate with other insti-
tutions and families in society, through strategies such as creating parent schools, conducting 
parent-child activities, and innovating evaluation methods, to enable parents to learn scientific 
parent-child education methods, understand high-quality parent-child companionship, and est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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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sh positive evaluation concepts, thus playing a positive role in building harmonious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s, promoting family happiness, and social harmo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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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进入二十一世纪我们党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和全面建设小

康社会全局出发提出的重大战略任务。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家庭和谐是社会和谐的基础，而亲子关

系是家庭关系中至关重要的一方面，其和谐与否直接影响家庭的和睦、和美与否。但长期以来人们普遍

认为亲子关系紧张乃至亲子之间出现激烈矛盾、冲突，是家庭内部的事，是亲子之间的事，与学校、社

会教育关系不大。古有“养不教父之过”，今有“莫怨孩子学不好，只怪自己不会教”，何况“清官难

断家务事”。那么构建和谐的亲子关系是不是真的只是亲子之间的“家事”呢？随着 2021 年《中华人民

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颁布，家庭教育逐渐由“私人领域”转向“公共领域”，家庭教育不仅是“家

事”，也是“国事”，当然也是整个社会的事，更是学校的事。《家庭教育促进法》倡导全社会注重家

庭、家教和家风，增进家庭幸福与社会和谐，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1] (p. 
3)，同时明确规定国家和社会应当为家庭教育提供指导、支持和服务，中小学校、幼儿园在未成年人的

家庭教育中应起到协同的作用，学校教师应当将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纳入工作计划，作为教师业务培训的

内容[1] (p. 12)。亲子教育是家庭教育的深化和发展，它主要包括两个部分：一是“怎样做父母”的尽职

教育；二是父母“如何与子女建立正向的亲子关系”[2]，和谐的亲子关系具有尊重信任与相互配合、民

主平等与和谐亲密、共享共创与共同发展三大典型特征[3]。本文主要通过一些教育实践，谈谈学校和教

师如何转变角色与观念，与社会、与家庭协同构建和谐亲子关系，增进家庭幸福。 

2. 创建家长学校，学习科学亲子教育方法 

作为亲子关系核心角色之一的孩子，尽管也需学习如何更好地和父母沟通和营造和谐的亲子关系，

但决定亲子关系的和谐与否更大程度上取决于父母，正所谓“有其父必有其子”。因此亲子关系不和谐

的重要原因是家长不科学、不正确的教育观念和教育方式，这很容易使家长产生焦虑情绪，引发双方冲

突。一方面表现在家长的教育观念较为片面，要么“过度放养”要么“过度教养”，他们将家庭荣誉、

个人理想寄托在孩子身上，希望把孩子培养成自己想要培养的人，从而在心理和行为上控制孩子，具体

表现为过度重视孩子成绩、技能、荣誉等外在方面，忽视孩子的心理、性格等内在发展[4]。另一方面表

现在家长缺乏有效的沟通方式，许多家长会认为孩子是自己生的，在和孩子沟通的时候不尊重孩子，喜

欢采用命令、控制的“霸道”方式，强制孩子遵从自己的选择，简单粗暴的沟通方式久而久之会使孩子

产生不满、叛逆和对抗情绪和言行，导致亲子关系不和甚至破裂。从某种意义上说，只会生而不会教的

家长还相当多，学校可以通过创建家长课堂，帮助家长树立正确的教育观念、掌握科学的教育方法、学

会亲子沟通技巧和尊重儿童合法权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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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开设亲子课程，树立正确的亲子教育理念 

俗话说“父母德高，子女良教”，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也是孩子健康成长的基石。《家

庭教育法》倡导学校“应当根据家长的需求，邀请有关人员传授家庭教育理念、知识和方法，组织开展

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和实践活动，促进家庭与学校共同教育”[1] (p. 15)。一方面学校可以定期安排心理老

师、教育专家、优秀家长开设亲子课程，就不同阶段孩子身心发展特点和成长过程中容易出现的问题，

给父母提供针对性的指导与帮助，为家长“传经送宝”，包括《好家长&好未来》《信任孩子做智慧型

家长》等家庭教育理念课程、《亲子关系之有效沟通技巧》《高情商父母之和谐亲子关系》等亲子沟通

课程和《读懂孩子做知心家长》《孩子关键期之正确疏导》等孩子心理解读课程。另一方面，学校还可

为家长推荐构建和谐亲子关系的专业书单，供家长自学，包括尹建莉《好妈妈胜过好老师》、孙瑞雪《捕

捉儿童敏感期》、简·尼尔森《正面管教》、阿黛尔•法伯、伊莱恩•玛兹丽施《如何说孩子才会听，怎

么听孩子才肯说》、卢勤《告诉孩子你真棒》等。亲子课程围绕“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与

孩子共成长，做智慧型家长”等主题开展教学，帮助家长树立正确的教育理念和掌握科学的教育方法。 

2.2. 举办亲子沙龙，分享成功的亲子教育经验 

《家庭教育法》倡导“针对不同年龄段未成年人的特点，可以定期组织公益性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和

实践活动”。学校可以以年级或者班级为单位开设沙龙活动，围绕“发现孩子的点滴成长”“我和孩子

相处的那些事”等主题，让所有家长有机会谈做法、享经验、引共鸣。例如针对“唯分数唯成绩论”举

办沙龙，可以让父母正确对待分数、成绩、排名、考试，引导家长不应把学习成绩作为衡量孩子的唯一

标准，不应把考试当作目标而只是手段，而应全面了解孩子、关注孩子兴趣和重视孩子能力培养。针对

“亲子沟通”举办沙龙，让父母反省自己的不良行为，促使家长在思想上要平等对待孩子，不仅要做到

身份上的平等，更要做到人格上的平等，在言行上要学会倾听和尊重孩子的想法，轻声细语而不是动辄

发怒、大声喝斥甚至棍棒相加。当然孩子也是亲子关系中的核心角色之一，俗话说“一个巴掌拍不响”，

学校也应该为孩子们开设相关的主题沙龙，帮助他们更好地理解父母和让父母了解自己，学会如何有效

地和家长沟通。总之，亲子沙龙可以为日常亲子矛盾的处理提供实用有效的方法，学校通过家长沙龙活

动平台的构建，有利于促进和谐亲子关系，实现家校携手、真心育人、共谋教育的目的[5]。 

2.3. 创办亲子讲座，掌握全面的亲子教育知识 

《家庭教育法》规定对“具备条件的中小学校、幼儿园应当在教育行政部门的指导下，为家庭教育

指导服务站点开展公益性家庭教育指导服务活动提供支持”[1] (p. 8)。为培养和谐亲子关系，学校可以定

期或不定期开展亲子专题讲座，为家长们提供实质性帮助，讲座的类型可以包括心理、普法、沟通、案

例解说等各个方面。学校可以邀请少儿心理学方面的专家，介绍青少年成长过程中的敏感期和具体的行

为表现，让家长学会观察、分析并做出有效的亲子沟通；学校可以邀请儿童法律方面专家为家长们开设

普法活动讲座，比如举办《儿童权力公约》《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普法讲堂，让家长清楚

儿童依法享有哪些权力，如何尊重儿童合法权力，提升家长的法律意识和做合格守法的家长。 

3. 开展亲子活动，共创高质量亲子陪伴 

低质量的亲子陪伴，是导致亲子关系不和谐的另一个重要因素。陪伴是最好的教育，陪伴有利于培

养和谐的亲子关系，但是很多家长并没有给予孩子高质量的陪伴。中国亲子陪伴的痛点在于父母在亲子

陪伴的过程中充当“隐形人”，只是陪着孩子，而不是给予高质量的陪伴，根据《2019 中国亲子陪伴质

量研究报告》的数据可以发现父母给予孩子核心陪伴时段 18~21 点，同时这个时间段也是整体网购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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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博用户、抖音用户的活跃晚高峰时段，可见很多家长在这个时间段没有给予孩子高质量的陪伴，而是

沉迷手机网络。低质量的亲子陪伴导致不和谐的亲子关系，容易让孩子迷恋上电子产品，变成下一个“手

机党”，从而危害孩子的身心健康。给予孩子高质量的亲子陪伴是培养和谐亲子关系的重要途径之一。

学校可以通过开展亲子阅读、亲子劳动和亲子运动，助力家庭培养和谐亲子关系。 

3.1. 开展亲子阅读，培养共享共创共同发展的亲子关系 

2022 版义务教育新课标任务群包括了整本书阅读，要求不同年龄段的学生读相应的文学作品。整本

书阅主要是学生课外自主阅读，对于学生毅力方面挑战比较大，亲子阅读是家庭教育的重要形式，在阅

读过程中家长可以通过与孩子的互动式阅读，提高自身角色素质，最终与孩子共同得到成长[6]。家校共

育可以开展“亲子整本书阅读”活动，让学生与家长阅读同一本书，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培养良好的

阅读习惯。学校根据不同年级，每学期统一向家长推荐相应的阅读书籍。要求学生和家长每天阅读 30 分

钟，并在阅读记录本上打卡记录。同时学校每周布置关于阅读主题讨论的作业，要求家长学生共同讨论

完成，通过亲子碰撞促发新思考，加深学生对作品内容的理解。为提升家长和学生对阅读的兴趣，学校

可以开展丰富多样的阅读主题活动，如亲子朗诵、亲子同台演绎、亲子阅读经验分享培养和谐亲子关系，

助力培养良好阅读习惯。 

3.2. 开展亲子劳动，培养民主平等和谐亲密的亲子关系 

中国孩子缺乏劳动，感受不到劳动的价值和意义，中国城镇的中学生，大部分不参加劳动。为了培

养孩子拥有幸福生活的能力，《义务教育劳动课程标准(2022 年版)》把劳动课程成为独立的课程，要求

以丰富的项目为载体组织学生参加日常生活劳动，培养学生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和良好的劳动品质[7]。过

去很多家长没有发现劳动对孩子真正的价值，有的把劳动作为“惩治孩子的工具”导致孩子不能发现劳

动的乐趣。家庭作为教育的起点，家长应从家务劳动出发启迪孩子的劳动意识，重新审视孩子在家庭中

的地位，培养孩子劳动的主动性[8]。家校共育提升孩子的劳动技能，学校可以和家长们合作将校园空地

变成“开心农场”以班级为单位开辟劳动实践基地，让每个班级有自己的菜园，菜园的种植由家长和孩

子们一起参与打理，课余时间当加入“菜农”劳动。通过亲子耕种培养动手能力体验种植的乐趣，养成

珍惜爱护粮食的好习惯。亲子劳动可以让孩子体验劳动乐趣，创造劳动价值，享受劳动成果，通过亲子

劳作有利于培养和谐的亲子关系。 

3.3. 加强亲子运动，培养尊重信任相互配合的亲子关系 

健康的身体是一切的基础，亲子运动不仅有利于锻炼身身体，还有利于亲子之间的情感交流，促进

孩子各方面能力的发展，提高孩子的幸福指数。《义务教育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2022 年版)》颁布，课

时安排上体育是除了语文、数学的第三主科，强调了体育锻炼对孩子健康成长的重要性。家校共育学校

方面可以定期举办“亲子运动”比赛项目，比如亲子运动会、亲子接力、亲子跳绳、亲子足球赛、亲子

篮球赛、亲子羽毛球赛、亲子排球赛等多种形式，通过多种多样的亲子运动增加亲子交流机会，还可以

以班级为单位创建班级运动群，每日分享亲子运动视频，形成良好的运动氛围。通过亲子运动有利于父

母与孩子之间的情感交流互动，还有益于启发孩子在运动、情感、智力等方面的健康成长。 

4. 创新评价方式，树立积极正向评价 

消极片面的评价方式、是导致亲子关系僵化的原因之一。很多父母喜欢用成人的视角评判和要求孩

子，忽视孩子的个性特点，不能对孩子进行客观全面的评价。比如“爱玩”是孩子的天性，很多家长把

孩子爱玩当成缺点看待，引发一系列的家庭矛盾，恶化亲子关系。许多家长还喜欢拿人家的孩子和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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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孩子做比比较，结果是只看到别人孩子的长处忽略孩子自身的特点，以为可以用人家孩子的优秀来激

发自己孩子的上进心，结果是伤害了孩子的自尊和自信心，使孩子产生自卑心理。还有的父母还习惯一

味的批评指责，不愿意倾听孩子的想法，甚至用“笨”“蠢”伤害性的词对孩子进行评价，导致亲子之

间产生隔阂。教育学家陶行知先生曾经说过“教育孩子的全部秘密在于相信孩子和解放孩子”。相信孩

子和解放孩子，首先要学会赏识孩子，对孩子进行正向积极的评价。为转变家长的评价观念，缓和亲子

关系紧张的局面，树立正向积极的评价，学校方面可以为家长创建不同形式的亲子评价互动平台，助力

家长全面的了解孩子，发掘孩子身上的闪光点，对孩子进行正向积极的评价。在家校共育孩子的过程中，

学校可以通过亲子双向评价活动、学生成长档案袋等方式，让家长有更多机会关注孩子在学校的日常表

现，树立正向全面的评价观。 

4.1. 学校开设亲子双向评价，确立赏识教育评价观念 

学校可以定期举办亲子双向评价活动，旨在帮助家长转变错误的价观念，树立赏识教育等积极评价

观念。亲子双向评价活动以每个班级为单位，家长孩子共同参加，父母就主题“孩子你真棒”评价自己

孩子身上的优点，父母可以提前收集好孩子日常的优秀表现，通过照片或者视频的方式展示，让孩子们

感受到父母对自己的肯定和认可。孩子们围绕主题“爸爸、妈妈您真了不起”进行评价，通过收集父母

日常的行为表现，展示父母身上的优点，心怀感恩之心。通过亲子双向评价有助于家长发现孩子身上的

闪光点，同时在关注孩子的同时，把注意力转向自身，通过反思和改进自己的评价方式，促进和谐亲子

关系。 

4.2. 家长参与亲子过程评价，建立全面发展评价观念 

依靠现代的信息技术，学校可以建立学生表现平台，及时推送孩子的精彩表现，让家长及时了解孩

子的校园表现，发现孩子的优点，缓和焦虑的亲子关系。在学生成长档案袋方面，学校可以建立“学生

成长电子档案袋”，设置家长评价栏，让家长参与孩子的阶段性评价，记录孩子的成长表现，评价内容

包括总结性评语、孩子成长照片、作品、视频等资料。家长参与学生成长电子档案袋让孩子让家长更关

注孩子的日常表现，也方便家长随时浏览子女的档案，关注子女的身心健康，了解子女的成长情况，从

而有利于和谐亲子关系的培养，树立正向的评价观。 

5. 结语 

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节奏加快，亲子关系现状发生变化，父母忙于工作导致亲子之间情感变的疏

远、陌生、产生隔阂，产生亲子矛盾、亲子冲突，使得亲子关系紧张，导致一系列不和谐的亲子事件。

《家庭教育促进法》倡导全社会注重家庭、家教和家风，增进家庭幸福与社会和谐，同时明确规定国家和

社会应当应该为家庭教育提供指导、支持和服务，中小学校、幼儿园在未成年人的家庭教育中应起到协同

的作用。学校是孩子接受教育的主要场所，在亲子关系的培养中，要充分发挥学校的教育引导作用，用科

学的方式让家长学习“怎样做父母”，同时在亲子关系的培养中告知家长“如何与子女建立正向的亲子关系。 
中国教育学会家庭教育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王大龙在 2022 年家庭教育学术年会上说“学校教育和家

庭教育的融合其实质是科学和人性的融合”。学校和教师主动有为地参与和谐亲子关系构建，不仅有利

于营造健康和谐的亲子关系和助推学生核心素养培养，也为建立家校幸福快乐共同体提供了有效保障，

最终实现让孩子开心、家长放心、学校舒心、人民满意的和谐教育和和谐社会的建设目标。本文从教学

教育实践的角度出发，为学校协同构建和谐的亲子关系提供有效的途径，旨在更好地促进和谐亲子关系

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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