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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数字家长学校是利用数字化学习平台和学习资源为家长提供家庭教育指导的新型学习阵地，能为乡村中

小学家庭教育赋能。研究团队以浙江省Q县405名家长为研究对象，采用自编问卷对乡村中小学家庭教育

的实施现状与数字家长学校的接受度进行调研。研究发现，乡村家长家庭教育理念滞后，教育过程中易

使理论与实践脱节；乡村家长家庭教育目标单一，易使孩子承受巨大精神压力；部分家长对数字家长学

校期望值较低。提出优化组织保障体系、建设合格师资队伍、整合家长资源、课程建设贴近乡村家庭实

际、建立有效的家长参与激励机制等策略，以期不断提高乡村地区数字家长学校的办学水平和家庭教育

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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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igital parenting school is a novel learning platform that utilizes digital learning resources to pro-
vide parental guidance, empowering family education in rural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This study surveyed 405 parents from County Q in Zhejiang Province, China, using a self-designed 
questionnaire to investigate the current status of family education in rural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and the acceptance of digital parenting schools. The research revealed that rural parents 
have outdated educational ideologies, leading to a gap between theory and practice in the educa-
tion process. Additionally, they tend to set singular educational goals, imposing significant mental 
pressure on their children. Furthermore, some parents have low expectations for digital parenting 
schools. Strategies proposed include optimizing organizational support systems, cultivating quali-
fied teaching staff, integrating parental resources, designing curricula relevant to rural family 
realities, and establishing effective mechanisms to incentivize parental involvement. These strat-
egies aim to continuously enhance the operational standards of digital parenting schools in rural 
areas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family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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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家庭教育在中小学生成长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2021 年 10 月 23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

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以下称《家庭教育促进法》)，明

确父母或其他监护人负责实施家庭教育，国家和社会为家庭教育提供指导、支持和服务[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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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强调家长要切实履行

家庭教育主体责任[2]。开展家庭教育需要家长具备专业的家庭教育知识，用“专业化的教育能力”代替

“经验性的教育模式”[3]。如何有效开展家庭教育指导，帮助家长掌握科学的家庭教育理念方法是摆在

我们面前的重要课题。相关研究表明，数字家长学校建设是提升家长家庭教育能力，落实“依法带娃”

的有效路径[4]。 
通过文献研究发现，学界关于数字家长学校的研究已取得一定进展，但仍存在不足之处。主要表现

在：相关研究多聚焦于个案介绍，实证研究较为少见。在地理位置方面，研究多关注经济发达地区，而

对乡村等欠发达地区关注较少。现阶段，我国乡村地区中小学家庭教育存在诸多问题，亟需针对性的指

导。基于此，本研究以浙江省 Q 县为例，采用自编问卷对中小学家庭教育的实施现状与数字家长学校的

接受度进行调研，剖析其现实困境并提出优化策略，对提高乡村地区数字家长学校的办学水平和家庭教

育的质量均具有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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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工具与样本 

2.1. 研究工具 

结合《家庭教育促进法》等政策文件，以及对高校专家和乡村中小学家长访谈的情况，本研究编制

了一份初始问卷。为确保问卷调查的信度和效度，在正式施测前，选取了 6 位乡村中小学家长和 4 位高

校专家进行试测。家长和专家通过互联网即时通讯和面对面沟通的方式提供了大量操作性强的建议，研

究团队据此对题目的措辞、严谨性、科学性、可操作性等进行了认真的分析，对部分不合适的内容进行

了删除与修正，并添加了家长和专家一致建议增设的题目。 
最终的调查问卷包括两部分的内容：第一部分是乡村中小学家长及其子女的年龄、性别、学历等人

口学特征，均采用单选题形式；第二部分是数字家长学校助力乡村中小学家庭教育的现状调研。共 21 道

题目，分为家庭教育理念(8 道题目)、家庭教育实践(7 道题目)、数字家长学校接受度(6 道题目)等三个维

度，均采用 LIKERT 5 点式量表，细致评估受访者对相关主题的态度和看法。本研究采用 SPSS27.0 对数

据进行编码、统计与分析。 

2.2. 样本分析 

数据表明：参与问卷的 405 位乡村中小学家长中，大多数家庭有两个孩子在中小学就读。孩子所在

学校多数为一般学校，主科成绩整体分布在中等水平。父母的文化程度以初中及以下为主，父亲平均每

天工作时间主要在 8 至 12 小时之间，母亲的工作时间多在 6 至 12 小时之间。这些结果为研究提供了关

于乡村中小学家庭教育现状的初步洞见。 

2.3. 问卷的信效度检验 

问卷中，家庭教育理念、家庭教育实践、数字家长学校接受度三个维度的 Cronbach’s Alpha 值分别

为 0.770、0.907、0.941；问卷整体 Cronbach’s Alpha 值为 0.907。KMO 检验值为 0.914、接近 1，球形检

验的显著性无限接近于 0。以上数据表明，本研究具有较好的信效度。 

3. 研究结果 

3.1. 乡村中小学家庭教育现状分析 

3.1.1. 家庭教育理念 
乡村中小学家长的家庭教育理念涵盖了家长对于家庭教育对子女成人成才的重要性的认识、对自身责任

的认识、以及在实践中如何科学实施家庭教育的认识。家长只有树立正确的家庭教育理念，才能在实践中采

取科学合理的家庭教育方法，改进家庭教育行为，提升家庭教育质量，最终促进家庭中子女的健康成长。 
调查问卷设置“家庭教育理念”维度(见表 1)，共有 8 个题目调查乡村中小学家长是否具备科学的家

庭教育理念。研究结果显示，乡村中小学家长的家庭教育理念呈良好态势。但值得注意的是，其中描述

家长如何看待孩子学业成绩的题目“孩子的学习成绩是评价他/她教育成果的最重要因素”的均值为 3.24，
标准差为 1.095。绝大多数家长持肯定态度，35.8%的人选择“同意”，11.11%的人选择“非常同意”，

合计达到 47.91%。28.15%的人持否定态度。24.94%的人持中立态度。可见，家长在看待孩子学业成绩方

面存在差异，部分家长更注重学业成绩，而另一部分家长认为评价孩子的教育成果需要综合考虑多个因

素，关注学科知识的同时要注意培养孩子的综合素养。 

3.1.2. 家庭教育实践 
乡村中小学家长的家庭教育实践是指家长需掌握科学的家庭教育理念，并在实际情境中选择适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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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方法，解决各类家庭教育问题，提高家庭教育质量。通过综合考察家庭教育理念和实践两个维度，

可以全面了解家长在育儿过程中的真实情况，为提供针对性的教育支持和优化数字家长学校提供依据。 
 

Table 1. Survey results on family education philosophies 
表 1. 家庭教育理念调查结果 

题目(N = 405) 均值 标准差 

1. 家长应该定期检查孩子的学习进度和学习成绩 4.10 0.856 

2. 孩子的学习成绩是评价他/她教育成果的最重要因素 3.24 1.095 

3. 家长应该定期与孩子的老师交流 4.13 0.709 

4. 家长应该鼓励孩子发展他/她的兴趣和才能 4.32 0.638 

5. 家长应该尊重孩子的意见和选择 4.25 0.640 

6. 家长应该为孩子设定明确的行为规范和教育期望 3.86 0.884 

7. 家长应该教育孩子如何处理人际关系 4.17 0.776 

8. 家长应该引导孩子学会独立解决问题和面对挑战 4.32 0.614 

 
调查问卷设置“家庭教育实践”维度(见表 2)，共有 7 个题目调查乡村中小学家长在家庭教育中的具

体行为。研究结果显示，乡村中小学家长的家庭教育实践呈良好态势。但较之“家庭教育理念”维度，

均值下降而标准差升高，说明家长在将教育理念转化为实际行动时存在挑战。尽管家长持有积极的教育

理念，但在实践中，其教育理念可能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包括家庭环境、文化背景、个人经历等。此

外，标准差的升高反映了家长在实践层面上的做法较为分散。其中，描述家长如何处理家庭矛盾的题目

“在家庭中出现矛盾和冲突的时候，您是否会选择以公平的方式进行讨论”的均值为 3.62，标准差值为

1.009。说明一部分家长倾向于以公平的方式处理冲突，也有一部分家长更倾向于采取其他方式，如权威

性地解决问题以应对冲突、逃避问题以避免冲突等。 
 

Table 2. Survey results on family education practices 
表 2. 家庭教育实践调查结果 

题目(N = 405) 均值 标准差 

1. 您是否定期鼓励孩子发展他/她的兴趣和才能 3.54 0.950 

2. 您是否定期与孩子进行开放式的对话，了解他/她的想法和感受 3.48 0.930 

3. 您是否鼓励孩子表达他/她的情绪，包括快乐、悲伤、愤怒和恐惧 3.62 0.935 

4. 您是否定期表达对孩子的爱和鼓励，让他/她感到被接纳和支持 3.76 0.904 

5. 您是否教育孩子如何处理人际关系和冲突，包括与同伴和家人的关系 3.79 0.833 

6. 您是否鼓励孩子参与家庭决策，例如计划家庭活动或购买家庭用品 3.36 0.982 

7. 在家庭中出现矛盾和冲突的时候，您是否会选择以公平的方式进行讨论 3.62 1.009 

3.2. 数字家长学校接受度分析 

家长学校是宣传科学家庭教育理念方法的主阵地，能够引领家长树立科学的教育观和人才观。调查

问卷设置“数字家长学校接受度”维度(见表 3)，了解家长对于数字家长学校的认知和态度，可以为未来

数字家长学校的优化提供针对性因应之策。研究结果显示，多数家长对于数字家长学校能够促进家庭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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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持肯定态度，但也有一部分家长表示无法接受数字家长学校这一全新模态的家长学校。通过访谈也进

一步发现：现有数字家长学校课程内容流于表面，无法应用于实践、内容趋向大众化，与家庭教育实际

需求不符等。因此，在推广数字家长学校时，需要考虑不同家长的需求和意见，以提供更好地提供服务

和支持。 
 

Table 3. Survey results on acceptance of digital parenting schools 
表 3. 数字家长学校接受度调查结果 

题目(N = 405) 均值 标准差 

1. 您非常期待数字家长学校的课程内容 3.68 0.860 

2. 您认为数字家长学校能更好地帮助您了解孩子的需求 3.73 0.882 

3. 您认为数字家长学校能帮助您更新家庭教育理念 3.75 0.856 

4. 您认为数字家长学校比传统家长会更有效 3.52 0.930 

5. 您认为数字家长学校可以更好地促进家长之间交流经验 3.65 0.887 

6. 您认为您会利用闲暇时间参与数字家长学校 3.63 0.865 

4. 问题与反思 

基于以上关于乡村中小学家庭教育现状与数字家长学校接受度的分析，可以总结存在以下问题： 

4.1. 家长家庭教育理念滞后，教育过程中易使理论与实践脱节 

数据显示，家庭教育实践维度的均值明显低于家庭教育理念维度。家长具备一定的理论认知，能够

辨明何种家庭教育手段能够促进孩子身心健康发展。但由于缺乏方式方法上的指导，以及受到社会文化

背景、自身教育经历、周围环境等影响，在教育过程中易使理论与实践脱节，进而采取了错误的教育手

段。究其原因，乡村中小学家长受教育程度较低(调查结果显示半数以上父母学历为初中及以下)，缺乏对

科学育儿知识的了解，未能掌握正确的家庭教育方法。此外，乡村地区物质资源匮乏，缺乏相关的教育

场所和设施，家长未能接受到科学有效的家庭教育指导。 

4.2. 乡村家长家庭教育目标单一，易使孩子承受巨大精神压力 

分析数据可知，乡村中小学家长对教育的理解较为片面，常常把分数作为唯一标准评价孩子，

忽视了孩子正确行为、道德品质、心理健康的培育等，并让孩子背负巨大精神压力。具体原因有三

点：1) 乡村家长受到传统观念、社会压力、经济条件等影响，将教育目标集中在学业成绩上，并期

望孩子能通过教育改善家庭的经济状况和社会地位。2) 乡村家长信息闭塞、教育观念陈旧，在教育

孩子时往往只凭借“过来人的经验”，容易将教育目标窄化，只关注学业成绩而忽视孩子的全面发

展。3) 家长工作时间长(调查结果半数以上父亲工作时间在 8~12 小时，半数以上母亲在 6~12 小时)，
难以抽出时间与孩子交流，忽略了孩子的心理需求，更错误地将“关心孩子”与“关心孩子成绩”

划等号。 

4.3. 部分家长对数字家长学校期望值较低 

调查结果显示，部分家长对数字家长学校期望值不高。具体原因如下：原家长学校与其它家庭教育

指导服务的应用实效未达到家长预期。由于缺少完善的顶层设计，家庭教育指导服务收效甚微。相关部

门为了按期完成，多采用“临时拼凑”的方式组织培训活动，而鲜少根据乡村中小学家长的实际需求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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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相应的学习资源和培训内容。此外，数字家长学校的教育对象是家长，家长教育本质上属于成人教育。

而承担家庭教育指导的教师多为中小学教师，这些教师是否具备相应的知识与技能面临质疑[5]。此外，

部分乡村家长缺乏主动寻求家庭教育指导的意愿[6]。一方面，部分家长错误地认为孩子的教育应该由学

校老师全权负责，忽略了家庭教育在孩子成长中的重要性。另一方面，留守儿童与隔代教育现象仍旧存

在。父母长时间外出务工，无法充分参与孩子的教育，导致家庭教育中父母角色的缺位。家中老人学习

能力较弱，在数字产品繁琐的操作步骤面前，难以产生尝试的念头。 

5. 数字家长学校助力乡村中小学家庭教育的对策 

基于以上分析结果，本研究认为可采取以下步骤提升乡村中小学家庭教育水平： 

5.1. 优化组织保障体系，加强运行管理 

政府对数字家长学校的规范化发展起关键作用。《家庭教育促进法》中明确指出各级人民政府要指

导家庭教育工作，制定家庭教育工作专项规划，教育行政部门、妇女联合会统筹协调社会资源，协同推

进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建设，公安、民政等有关部门在职责范围内做好家庭教育工作。据此，政府应

完善数字家长学校顶层设计，强化引导和监管职责，健全组织保障体系，明确各级政府部门的协调工作

机制，促进数字家长学校规范化发展。此外，政府应加大资金投入，优化资源配置，设置乡村地区专项

资金，扶持乡村地区的数字家长学校建设，补齐指导短板，提升服务水平。 

5.2. 建设合格师资队伍，提高课程专业性 

数字家长学校的运行需要由合格的师资队伍维持。首先，政策制定者可以制定专业培训计划，借助

高校、研究机构、社会家庭教育资源为师资队伍提供系统的培训，包括儿童发展与教育的知识、成人教

育的知识、心理健康知识等。其次，建立师资队伍教育常态化机制，定期组织家庭教育专题研讨、名师

讲座，不断提升教师专业能力。最后，建立师资队伍评价机制，对数字家长学校教师的教学能力、教学

效果进行定期评估，并给予优秀教师适当的奖励，激发教师工作积极性。 

5.3. 整合家长资源，打造家校协同育人共同体 

家长对于提升家庭教育指导实效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乡村中小学家长由于从事不同职业，具有独

特的人生阅历，可以为数字家长学校的运行提供借鉴。数字家长学校要整合家长资源，打造家校协同育

人共同体，促进家校合作，实现共育共治。第一，建立家长评教制度，课程结束后对听课家长进行满意

度调查，听取家长的意见和建议，从而提升家长学校的课程质量。第二，让家长参与到课程建设中，鼓

励一部分家长分享自己家庭教育经验。一方面，让优秀家长现身说法，推广成功的家教经验，丰富数字

家长学校的课程内容，同时提升家长教养效能感。另一方面，专家和教师可以对存在问题的家庭教育进

行教育纠偏，帮助家长识别问题，解决问题，进而提升家庭教育质量。 

5.4. 关注共性与个性的需求，课程建设贴近乡村家庭实际 

数字家长学校课程建设应立足乡村实际，就地取材，开展家庭教育现状调研，了解乡村中小学家长

在家庭教育中遇到的困惑与问题，找准“痛点”“难点”，有针对性地提高家长的家庭教育胜任力。此

外，将必修课与选修课相结合，全面提升家长综合素质。必修课面向全体家长，课程内容涉及家庭教育

中遇到的共性问题，引导家长科学开展家庭教育。家长还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需求选择合适的选修课，

实现个性化学习。对于问题比较严峻或有特殊需求的家庭，如抑郁症、自闭症儿童的家庭教育，选修课

可以提供针对性指导、专项训练矫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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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建立有效的家长参与激励机制 

建立有效的家长参与激励机制可以增强家长参与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促进家校合作，共同推动

数字家长学校的健康发展。第一，以“积分制”推动家长持续学习。数字家长学校对家长学习行为进行

有效跟踪，为家长设置“奖励积分”，并根据积分情况为家长发放相应的荣誉称号和电子证书，激发家

长的学习内驱力。第二，家长可以将获取的“奖励积分”兑换相应的实物礼品，如图书、学习用品等。

家长在获得学习成果实际奖励的同时，增进对数字家长学校的认同感，提升学习积极性。 

6. 结语 

苏霍姆林斯基说过，没有家庭教育的学校教育和没有学校教育的家庭教育，都不可能完成培养人这

一极其细微而复杂的任务。乡村地区家庭教育理念的滞后与实践的无所适从给家校协同育人带来巨大挑

战。面对乡村家庭教育存在的问题，数字家长学校需要勇担重任、开拓创新，通过数字化学习平台和学

习资源，向家长开展家庭教育指导，提升家长素养和家校共育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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