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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前我国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尚未完善，小学教师在家庭教育指导中存在教师职责定位不清晰、学校

协同机制不健全、家庭教育指导内容不够完善等问题。基于《家庭教育促进法》提出应对之策：小学教

师作为学校家庭教育指导工作的关键实施者，要明晰自身在家庭教育工作中的职责，积极参与家庭教育

相关研究；学校作为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的主阵地，优化小学教师家庭教育指导协同机制，确保家庭教育

工作顺利开展；立足于家长需求，完善家庭教育指导内容，为小学教师的家庭教育指导工作提供保障，

提升家庭教育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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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present, the service system of family education guidance in our country is not perfect. There are 
some problems in primary school teachers’ family education guidance, such as unclear responsi-
bility orientation of teachers, imperfect school coordination mechanism, and imperfect content of 
family education guidance. Based on the “Family Education Promotion Law”, this paper puts for-
ward the countermeasures: as the key implementer of school family education guidance, prim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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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ool teachers should clarify their responsibilities in family education work and actively partici-
pate in family education related research. As the main front of family education guidance service, 
schools should optimize the coordination mechanism of primary school teachers’ family education 
guidance to ensure the smooth development of family education. Based on the needs of parents, we 
should improve the content of family education guidance, provide guarantee for primary school 
teachers’ family education guidance work,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family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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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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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

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以下简称为《家庭教育促进法》)，并于 2022 年 1 月 1 日正式实施，为家庭教育

的发展提供了法律保障，标志着我国家庭教育正式进入“依法带娃”的轨道。《家庭教育促进法》第三

十九条明确指出：“中小学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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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学教育作为义务教育的开端，是儿童对学校认知和学习态度形成的关键阶段，这意味着中小学的教师

应当发挥作用，对家长进行家庭教育指导，促进家庭教育质量的提升。因此，分析小学教师进行家庭教

育指导的必要性，探讨小学教师在家庭教育指导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小学教师家庭教育指导能力提

升策略，具有重要意义。 

2. 小学教师指导家庭教育的必要性 

小学开展的家庭教育指导中，教师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教师通过开展家庭教育活动可以帮助家长

了解小学生成长规律，了解家庭教育中问题产生缘由，使家长保持良好的心理状态，引导家长树立正确

的教育观念，促使家长积极参与到小学生教育中。小学教师通过积极正确的引导，从而助力家庭教育质

量的提升。 

2.1. 落实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近年来，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家庭教育，通过出台一系列的政策法规，推进完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

系，家庭教育工作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和国家意志。2010 年《全国家庭教育指导大纲》颁布，是我国第

一份有关家庭教育指导的纲要性文件，对我国家庭教育指导工作具有重要意义。2015 年《教育部关于加

强家庭教育工作的指导意见》中指出：“充分发挥学校在家庭教育中的重要作用，强化学校家庭教育工

作指导”[2]，小学开展形式多样的家庭教育活动，努力提升小学教师的家庭教育指导能力，通过教师的

指导逐步提升家长的教育能力，从而促进家庭教育质量的提升；2021 年《家庭教育促进法》正式颁布，

以立法的形式提出了“协同推进覆盖城乡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建设”[1]；《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
强调，加强对家长的教育指导服务，构建学校和各级党政机关、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及街道、社会、

镇村、家庭协同育人格局，推进共同育人，进一步明确了家庭教育服务指导体系的育人目标[3]。由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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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贯彻落实国家文件精神，小学应当承担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的责任，为家长育儿提供支持，共同为小

学生发展保驾护航。 

2.2. 提升家庭教育能力的需要 

家庭作为儿童青少年发展过程中最重要的环境[4]，在全国教育大会上习近平提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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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庭教育关系着儿童的终身发展与社会的和谐稳定。近年来我国的生育政策不断调整，家庭结构、家庭

生活方式变化多样，滋生出“二孩”“三孩”多孩家庭问题、隔代抚养问题、留守儿童问题等。伴随独

生子女政策实施多年，“独一代”父母、“独一代”老师、“独二代”孩子，三“独”共舞的情况越来

越普遍，有学者称其为“三独时代”的来临[6]。家庭教育问题日趋复杂化。尽管家长的教育意识逐渐提

升，越来越主动的参与到儿童的教育中，但是家长们普遍心有余而力不足，由于缺乏正确的教育观念和

科学的方式指导，甚至出现家庭教育问题激化的现象。多数家长在出现问题时，第一时间会寻求教师的

帮助，小学作为学校教育的起始阶段，是儿童习惯养成的重要阶段，作为学校教育的专业人员，小学教

师在家庭教育指导中占据很多优势，基于此，小学教师指导家长正确认识家庭教育的内涵，树立科学的

教育观念，提升家长的家庭教育能力迫在眉睫。 

2.3. 推进家庭教育指导内容的完善 

家庭教育作为儿童健康成长的出发点，良好的家庭教育不仅有利于儿童身心健康，而且能够帮助其

积极面对生活问题。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是指为实现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功能所必需的各种基本要素按

照一定的结构所构成的系统，并包含了与之相适应的体制、机制的有机整体[7]。小学阶段的家庭教育指

导内容包含六个方面：做好儿童健康监测，预防常见疾病发生；将生命教育纳入生活实践之中；培养儿

童基本生活自理能力培养儿童的劳动观念和适度花费习惯；引导儿童学会感恩父母、诚实为人、诚信做

事；帮助儿童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和学习兴趣[8]。由于我国家庭教育起步较晚，现阶段家庭教育指导较

为零散，缺乏系统的标准。师资作为家庭教育指导的重要着力点，建立全员参与、专兼结合的学校家庭

教育指导队伍是提升家庭教育质量的有效途径[9]。在小学家庭教育指导中，一方面，小学教师应将研究

精神深入到每一环节，依据现实的家庭教育问题进行针对性的、科学性的、可行性的研究，另一方面，

小学教师应该从学校、家庭、社会等多方面着手，不断开发家庭教育工作资源，完善家庭教育指导内容，

构建具有科学性、系统性和实效性的家庭教育指导体系。 

3. 小学教师在家庭教育指导中的问题分析 

2023 年 1 月教育部等十三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健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机制的意见》中指出，现

阶段尽管各地积极探索推进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取得了一定成效，但还存在职责定位不够清晰、协同

机制不够健全、条件保障不够到位等突出问题[10]。小学教育作为学校教育的起点，是儿童智力成长和习

惯养成的关键时期，通过小学教师与家长的共同协作，更有利于儿童身心健康发展。在小学家庭教育指

导中，小学教师除了担当沟通者、建设者这样的传统的教育角色外，还应充当研究者、开发者这样的角

色，在与家长、学生沟通的过程中，促进教师与家长、学生的共同成长，切实提高家庭教育工作的实效

性。学校作为协同育人中的一个重要部分，教师作为协同育人的重要实施者，当代教师逐渐演变成“多

角色教师”[11]，在家庭教育指导中也存在诸多问题。 

3.1. 小学教师职责定位不够清晰 

教师是教育的第一资源，是社会知识生产、传递和社会变革的关键人物[12]。小学教育阶段，多以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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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和家长的沟通为主，沟通使教育成为多方利益共生的互惠性行为[13]。小学教师与家长沟通过程中，清

晰且准确地理解自身职责是双方进行合作的基础。有研究发现，我国约有 34.3%采用“忽视型”的教养

方式，他们“疏于对子女学业生活的指导和心理情感的关怀”，把培养责任“推卸给学校”，对子女的

身心发展造成了不良影响[14]，家长并未认识到家庭教育的重要性，认为孩子进了学校就应该教师全权负

责，对小学教师的职责并没有正确的认识。同时，部分小学教师对家庭教育指导也缺乏正确认识，他们

多数只针对家长所提问题做出回应，对自己“做什么”“怎么做”缺乏了解。一些小学教师在和家长的

沟通中，言行举止存在偏差，教师将自己放置在绝对主导位置，容易出现忽视家长的情况。如教师在布

置任务时，“通常展现的是主人的气势，而家长看上去更像仆人，处于被动应答的位置”[15]；在开家长

会的时候，家长重点关注的是学生成绩，存在“唯分数论”的现象，较少关注学生的品德、生活、心理

等问题，且多数情况下，沟通都是单方面的，家长很少主动与老师进行讨论。 

3.2. 学校协同机制不够健全 

近年来，我国出台了一系列有关家庭教育与学校合作的教育法和政策文件，但是相关文件大多数强

调学校要加强对父母家庭教育的指导、家长要积极配合学校工作，《家庭教育促进法》第六条指出“建

立健全家庭学校社会协同育人机制”，然而，多数学校并没有形成具体的工作落实机制，具体表现如下：

第一，目前多数小学的家庭教育工作机制不健全、人员相对不稳定，作为家长与学校之间的重要沟通者，

当代教师逐渐演变成“多角色教师”[11]，相关的家庭教育工作落到了一线教师手中；第二，由于小学教

师承担的职责日益增多，同时造成小学教师职责边界日益模糊，家校合作问题的权责与边界有待厘清[16]；
第三，家庭教育能力，指的是父母在未成年子女教育中体现出的知识、能力、心态、情感、观念与价值

观，以及教养方式的体系。由于家庭教育的复杂性，这就要求建立小学教师在职教育保障机制，为小学

教师提供相关的职业能力提升服务；第四，家庭教育工作经费保障机制尚未完善，经费的来源及多少并

没有明确的政策或法律规定[17]。 

3.3. 家庭教育指导内容不够全面 

家庭教育作为国民教育体系的重要部分，开展家庭教育需要以科学的家庭教育理论为依据。由于缺

乏家庭教育工作的相关资料和教材，目前家庭教育工作水平处于相对较低阶段。小学教师现阶段只能凭

借自己现有的知识水平和有限的资料进行参考，从而进行家庭教育指导。据调查显示，家长接受最多的

指导内容是“孩子所处年龄段易发问题与处理方法”，然而与现实相比较，家长明显期望得到“自己孩

子存在的特殊问题与解决方法”的相关指导[7]。小学教师给予的关于家庭教育的内容与家长的实际需求

有所出入，无法针对性的解决问题。家庭教育的内容主要在情绪、心理、品性等方面，与传统教师讲课

的知识有所不同，需要教师不断地探索。有研究发现，家长关注焦点的这一转变，能够有效提升孩子的

学习动机，进而改善学业不良状况[18]。现阶段小学教师家庭教育指导内容较为零散，侧重于知识的普及，

缺少系统的观念引导。《家庭教育促进法》第五条提出“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紧密结合、协

调一致；结合实际情况采取灵活多样的措施”[1]。要求小学教师通过整合家长、学校、社会的资源，遵

循学生成长规律，开展形式多样家庭教育活动，现阶段学校开展的家庭教育活动多以班会为主，家庭教

育活动的形式有待拓展。 

4. 解决小学教师在家庭教育指导中问题的对策 

《家庭教育促进法》中指出，“坚持协同共育。明确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责任”[1]。在家庭教育

不断深化的背景下，对家长能力的培养已经逐渐渗透到社会各界之中，对于小学教师来说，有效地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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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的家庭教育能力成为一个重要的挑战。因此，小学教师应当在家庭教育促进法视域下明确自己的职

责，提高自身的专业素养，整合线上、线下相关资源，创新引导形式，与家长携手，共同促进家庭教育

的深化发展。 

4.1. 明晰小学教师家庭教育指导基本职责 

《家庭教育促进法》中指出，中小学校应当将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作为教师业务培训的内容，并为父

母或其他监护人提供有针对性地家庭教育指导服务。首先，小学教师作为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协同育人

的关键实施者，应当加强责任意识，认识到家庭教育工作的重要性。《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要求

教师做到：平等对待学生家长，认真听取家长的意见和建议，不以粗鲁言行对待家长[19]。构建教师与家

长相互信赖的合作，让家长感觉到自己和老师之间是平等的，这样他们才能更加积极主动的去探讨家庭

教育问题。因此，教师在与家长的沟通中营造轻松愉快地氛围，让家长们敢于表达、乐于表达自己的想

法与观点，这样往往会得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其次，《家庭教育促进法》十一条提出，“国家鼓励开展

家庭教育研究”[1]，小学教师作为一线教育工作者，应当主动参与家庭教育相关研究，将教学与研究双

重结合，突破传统家庭教育工作的困境，切实发挥示范领导作用，助力家长解决家庭教育中的难题，实

现小学家庭教育工作的创新，使得小学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实现质的飞跃。例如，青岛市提出每年组织开

展家庭教育指导优质课、精品校(园)本课程评选，形成一批科学、系统、有推广价值的原创性精品课程成

果，进一步提升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专业化水平[20]。 

4.2. 优化小学教师家庭教育指导协同机制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五十条明确“规定学校、教师可以对学生家长提供家庭教育指导”[1]。
推进家庭教育工作的常态化，离不开有效的组织管理。家庭教育历来备受关注，为了确保家庭、学校协

同育人的顺利实施，小学应当建立和健全协同机制，进而规范、约束家长、教师、学生的行为。《家庭

教育促进法》第二十六条指出“畅通学校家庭沟通渠道，推进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相互配合”[1]。首先，

小学领导应认识到家庭教育工作的重要性，推动形成校长主导、教师积极参与的家庭教育指导团队，完

善家庭教育工作章程和计划，建立健全的家庭教育工作机制，确保家庭教育工作准时开展，为家庭教育

质量提升提供保障。其次，小学应加大对家庭教育工作建设的经费支持，助力家校协同教育内容的建设，

通过推进教育新基建[21]，加强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线上平台建设，进一步改善家庭教育工作的环境；科学

编制预算、控制支出，确保家庭教育工作的规范性和有效性。例如，上海市徐汇区搭建家庭教育网络平

台，推进“互联网 + 家庭教育”，开展网上家长学校等在线辅导，提供网络课程等各种资源，邀请专家

学者、优秀德育工作者等，通过开设微课、专栏访谈等形式为家长提供个性化的咨询与指导服务[22]。最

后，完善家庭教育工作评价体系，将家庭教育工作质量纳入小学教师工作质量评价中，构建教师、学生、

家长多元评价体系，促进家庭教育工作质量的提升。 

4.3. 完善小学教师家庭教育指导主要内容 

家庭教育作为重要的教育实践活动，需要系统科学的家庭教育理论作引领。《家庭教育促进法》第

二条明确指出“本法所称家庭教育，是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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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首先，《中

国大百科全书·社会学》中提到家庭有教育功能、感情交流功能、休息娱乐功能等[23]。因此，教师应当

依据家庭教育的功能，开发相应的课程内容，提高家庭教育工作的科学性和针对性，建立覆盖全面的家

庭教育内容；其次，《家庭教育促进法》四十一条指出“中小学校应当根据家长的需求，组织开展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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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指导服务和实践活动”[1]，家庭教育的实施主体是家长，家庭教育指导的根本目的在于充分为家长

赋能，以保障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因此，小学教师在家庭教育内容建设上，应当坚持问题导向，立足

于家长需求，提升家庭教育指导的实效性；最后，在家庭教育内容开发过程中，小学教师应当借助国家

机关、企事业单位以及社会组织的力量，丰富学校指导服务内容。例如，北京市自 2019 年 10 月起在不

同区县的中小学、幼儿园和社区共建设了 40 个家校社共育咨询室，并依托首师大家庭教育研究中心，对

咨询室工作人员进行专业培训[24]；2020 年，教育部、国家文物局联合印发了《关于利用博物馆资源开

展中小学教育教学的意见》，提出要推进馆校合作共建。要求学校加强与当地博物馆的联系，博物馆要

做好与学校的沟通，及时了解学校和学生的教育需求，共同构建常态化的利用博物馆资源开展教育教学

活动的工作机制[25]。 

5. 结语 

小学教师指导家庭教育不仅是落实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还是提升家长家庭教育能力、完善家

庭教育指导内容的需要。总之，构建完善的家庭教育指导体系，推动学校、家庭协同育人是提升小学家

庭教育质量的重要途径。著名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曾说：“只有学校教育而没有家庭教育，或只有家庭

教育而没有学校教育，都不能完成培养人这个极为细致、复杂的任务——最完备的教育是学校教育和家

庭教育的结合[26]。小学教师肩负着指导小学家庭教育工作的神圣职责，但因我国家庭教育发展处于初级

阶段，小学家庭教育指导工作仍存在很多的问题，小学教师作为家庭教育指导工作重要的实践者，应明

晰自身职责，加强对家庭教育问题的研究，注重在实践中开发家庭教育工作资源，引导家长提升家庭教

育能力，促进家庭教育工作质量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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