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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进城务工人口随迁子女的数量急剧增加，随迁子女教育成为大家关注的问题。虽

然政府从政策层面为随迁子女教育提供了制度保障，但由于随迁子女的家庭文化资本偏低、家庭教育经

验不足，随迁子女的成长受到制约。目前，一些学校通过课程建设方式研制出旨在解决以上问题的家庭

教育指导课程，一定程度上可以提高家长教育能力、促进学生发展、改善师生关系以及学校整体环境。

基于这一现实，研究对苏州市5所随迁子女定点学校和2所普通初级中学的七、八年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

以期了解当前家庭教育指导课程的实施现状和效应，发现家庭教育指导中存在的现实问题，并从学校层

面提出改善家庭教育指导课程资源的方案。结果发现：随迁子女定点学校与普通初级中学在家庭教育指

导课程资源上存在显著差异，随迁子女定点学校的家庭教育指导课程资源显著劣于普通初级中学；已有

家庭教育指导课程资源对改善家长教养方式、增进亲子沟通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基于此，未来中小学

应不断建立健全家庭教育指导课程制度资源体系，完善制度联动；打造学校家庭教育指导课程资源品牌

特色，丰富场域资源；拓展多元家庭教育指导团队，开发智识资源；注重家庭教育指导课程实践资源多

样化，提高教师指导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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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economy, the number of migrant children has increased sharply, 
and the education of migrant children has become a concern. Although the government has pro-
vided institutional guarantee for the education of migrant children from the policy level, the 
growth of migrant children is restricted due to their low family cultural capital and lack of family 
education experience. At present, some schools have developed family education guidance courses 
to solve the above problems through curriculum construction, which can improve parents’ educa-
tion ability, promote students’ development, and improve teacher-student relationship and the 
overall school environment to a certain extent. Based on this reality, the study conducted a ques-
tionnaire survey on 7th and 8th grade students in 5 designated schools for migrant children and 2 
ordinary junior middle schools in Suzhou,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current implementation 
status and effect of the family education guidance course, find out the practical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family education guidance course, and propose a plan to improve the family education 
guidance course resources at the school level.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
ences in the family education guidance course resources between the designated schools and the 
ordinary junior middle schools, and the family education guidance course resources of the desig-
nated schools are significantly inferior to the ordinary junior middle schools; the existing family 
education guidance curriculum resources have a significant role in improving the parenting style 
and enhancing parent-child communication. Based on this, the future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should continue to establish and improve the family education guidance curriculum sys-
tem resources system, perfect the system linkage; build the brand characteristics of school family 
education guidance course resources to enrich the field resources; expand diversified family educa-
tion guidance team and develop intellectual resources; pay attention to the diversification of prac-
tical resources of family education guidance curriculum and improve the level of teacher guid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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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提出 

随着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由农村进入城市务工的流动人口携带子女寻找

工作机会，家庭式流动的比例越来越高，随迁子女也越来越多[1]。《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中的调查

数据显示：2010 年中国流动儿童规模达到 3581 万人，占全国儿童比重的 12.8%，这一比重到 2015 年依

然保持稳定[2]。随迁子女的大量涌入给人口流入城市的学校教育带来压力，学校不仅要为学生提供优质

的学校教育，还要根据随迁子女家庭的特殊性调整家校合作模式，弥补随迁子女家庭在家庭教育方面的

不足。目前，随迁子女家长大多疲于奔波在工作和生活之间，再加上自身教育理念落后、教育水平不高、

教育方式不当、陪伴孩子时间不多，导致家庭教育较为欠缺、家庭教育资源较为匮乏，未充分发挥对子

女成长应用的促进作用，极大地限制了随迁子女的发展。学校作为孩子成长路上的重要助力，面对随迁

子女存在的家庭教育问题，需要提供支持和帮助。目前，学校开发的家庭教育指导课程形式丰富，在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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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建设、活动实践、师资建设、氛围营造等多个方面助力家庭教育指导工作，但是，我国尚未有研究者

对这些影响的相互关系和作用机制进行学术探讨。 
基于上述背景，本研究从学校的角度出发，以苏州市随迁子女定点学校的教师、家长和学生为研究

对象，采用实证研究的方法，基于已有研究和实际访谈，通过分类课程资源、归纳评价指标，开发面向

随迁子女家庭教育指导课程的科学评价工具；通过问卷的方式具体调查随迁子女家庭教育指导课程开发

的现状；通过描述性统计、方差分析、回归分析等数据分析方法，研究家庭教育指导课程对家庭教育所

产生的实际效果及影响因素。通过文献阅读和实证研究，明晰随迁子女家庭教育指导课程的进步方向与

提升空间，构建出家庭教育指导课程的影响因素模型，进一步深化“家庭教育指导”相关研究，健全家

校共育理论体系，丰富家校合作的内涵，形成具体、深刻的家庭教育指导课程评价理论，发现家庭教育

指导中存在的现实问题，为随迁子女家庭教育指导工作的完善提供科学依据，提出优化随迁子女定点学

校家庭教育课程实施效果的建议。 

2. 研究现状 

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8 年全国教育大会上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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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了家庭教育对于孩子全面发展的

重要性。随着“一负责一配合”和“两为主”政策的落实，随迁子女在流入地接受义务教育的问题得到

基本保障，但家庭教育的缺失依然是随迁子女教育面临的主要困境[3]。 
就随迁子女的教育问题而言，国内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随迁子女的学校适应和社会融入方面。在

“新型城镇化”的建设进程中，随迁子女的教育一直是社会的关注重点，随着新政策的出台、新举措的

实施，我国随迁子女教育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入学就读基本保障、教育办学逐步规范化、学校教学

质量有所提升[4]。然而，在随迁子女的教育中仍然存在：定点学校条件设施差、公办学校入学门槛高、

学生学业成就低以及城市认同感弱等问题[5]。珠三角城镇地区拥有很多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吸引了大量

外来务工人员，有研究者以珠三角城镇地区随迁子女的学校教育为例，对随迁子女的教育问题展开了分

析，在珠三角地区，外来随迁适龄子女的教育存在教育资源短缺、资源分配不协调、学业流动性高、学

业表现不良以及学校适应难等问题[6]。随迁子女在流入城市的教育面临种种问题，需要来自政府和社会

的帮助[7]。在教育财政预算有限、教育资源分配不足的现有条件下，要想帮助随迁子女获得更好的个人

成长与人生发展，则需要通过改善随迁子女的家庭教育来提升随迁子女的总体教育质量，充分发挥学校

和社区的重要作用，为随迁子女家长提供教育帮助和教育指导，补足随迁子女家庭教育的短板，推进随

迁子女教育问题的协同解决。 
关于随迁子女在家庭教育方面可能出现的问题及原因，目前已有诸多学者进行过分析，主要涉及

家庭经济、家长、学生等三方面：第一，在家庭经济方面，存在如外来务工家庭的住房条件、生活条

件、经济条件较差，自身社会资源欠缺[8]等问题，这些问题限制了孩子的入学机会、降低了家长在家

庭教育方面的投入，导致了家庭教育的缺失。第二类，在家长方面，存在家长受教育水平低、指导陪

伴孩子的时间少[9]、教育观念落后、教养方式不科学[10]、教育行为失范[11]、高期望低支持[12]、父

母教育次序和目标不一致[13]等问题，外来务工人员往往难以胜任家庭教育的职责[14]，导致亲子关系

紧张、家庭教育效果不佳[15]、家庭矛盾升级。第三类，在学生方面，如缺乏社会认同感[16]、身份判

断模糊[17]、存在安全隐患[18]等儿童自身产生的问题，导致其教育适应和学校适应状况不佳。此外，

还有学者从社会支持、教育投入、文化融合、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的互动等方面展开，分析和讨论了

随迁子女家庭教育缺失的问题，提出需要完善农民工随迁子女家庭教育社会支持体系，构建学校、社

区、企业、政府相关部门及社会组织与家庭互动的教育大“共同体”[19]，在学校的帮助下改善家庭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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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质量。整体而言，关于随迁子女家庭教育问题的研究已经从分析现象逐步深入到探究原因、寻求解

决途径，但目前尚未能够为随迁子女家庭提供较高质量的家庭教育，需要学校提供家庭教育相关指导

课程的支持。 
现有研究已经关注到家庭教育指导的主体、对象、途径、内容、不足和解决策略等方面，国内对

于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的建设已初成体系，并将其融入到家校共育、家校合作工作中去，取得了一

系列的研究成果。由于我国关注家庭教育时间较晚，依然存在研究基础薄弱、缺乏系统性、研究视野

较窄等问题[20]，且在随迁子女方面，研究者们更多地关注于其家庭教育存在的问题和城市、学校、学

习适应性情况，专门研究随迁子女学校家庭教育指导课程实施效应的研究较少，缺乏科学的评价工具。

在一线教育教学工作中，对课程资源开发的重视程度不够，尤其对家庭教育指导课程资源的认识尚不

深入，对学校家庭教育课程中的活动资源、智力资源、环境资源等非教学目的的资源关注不够，致使

“家–校–社”共育的家庭教育课程资源体系未能得到有效建立。在研究方法上，现有研究较多从理

论上分析家庭教育指导课程资源的内容、形式以及建构路径，缺少结合实证研究方法构建其科学体系

以及通过科学的评价工具检验现有家庭教育指导课程资源的实施效应，使得已有研究发现的客观性和

实践探索的推广性不足。 

3. 研究设计 

3.1. 研究内容 

本研究调查了苏州市 7所中学(包含 5所随迁子女顶点学校和 2所普通初级中学)家庭教育课程实施情

况，主要使用问卷调查的方法针对家长主体发放问卷，主要调查的是家长对于学校家庭教育课程资源的

评价、家长的教育理念和教养方式。通过家长对学校家庭教育指导课程资源的认识和评价结合家长在各

维度间的差异，探索出家庭教育指导课程对家庭教育的具体实施效应。 

3.2. 研究对象 

本研究共调查 5 所随迁子女定点学校和 2 所普通初级中学，以问卷的数据结果作为学校家庭教育指

导课程的实施现状，样本统计信息如表 1 所示。 
 
Table 1. List of total sample statistics (N = 1258) 
表 1. 总样本统计情况一览表(N = 1258) 

学校代号 调查对象 人数 百分比(%) 

定点① 家长 158 12.6 

定点② 家长 185 14.7 

定点③ 家长 189 15.0 

定点④ 家长 88 7.0 

定点⑤ 家长 159 12.7 

普通① 家长 257 20.4 

普通② 家长 222 17.6 

总计  1258 100 
 

采用分层抽样的方法共调查苏州市 7 所中学七年级、八年级的家长共 1258 位，样本主体信息如表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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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List of parent sample subjects (N = 1258) 
表 2. 家长样本主体情况一览表(N = 1258) 

类别 名称 人数 百分比(%) 

性别 
男 454 36.1 

女 804 63.9 

与孩子的关系 

父亲 449 35.7 

母亲 797 63.3 

(外)祖父母 6 0.5 

其他 6 0.5 

户籍所在地 

城市 636 50.6 

乡镇 157 12.4 

农村 465 37.0 

4. 研究结果 

4.1. 随迁子女定点学校和普通初级中学在家庭教育指导课程上的方差分析 

为了探究不同类型的学校家庭教育指导课程实施现状的差异，我们分别将家庭教育指导课程的制度

资源、场域资源、智识资源和实践资源在学校类型上做独立样本 t 检验，结果如表 3 所示。 
 
Table 3.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differences in family education guidance courses between ordinary junior high schools and 
designated schools for children of migrant workers (M ± SD) 
表 3. 普通初级中学和随迁子女定点学校家庭教育指导课程的差异 性比较(M ± SD) 

量表或维度 普通初中(N = 479) 定点学校(N = 779) t 值 p 值 

指导课程 4.34 ± 0.65 4.24 ± 0.71 2.506* 0.012 

制度资源 4.43 ± 0.61 4.26 ± 0.72 4.311*** 0.000 

场域资源 4.41 ± 0.64 4.34 ± 0.67 1.751 0.080 

智识资源 4.32 ± 0.71 4.24 ± 0.74 1.840 0.066 

实践资源 4.23 ± 0.76 4.14 ± 0.82 1.969* 0.049 

注：*在 0.05 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在 0.01 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在 0.001 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下同。 
 
结果显示随迁子女定点学校和普通初级中学在家庭教育指导课程上存在显著的差异。普通初级中学

在制度资源、场域资源、智识资源和实践资源上的平均水平均高于随迁子女定点学校，且在制度资源和

实践资源方面，随迁子女定点学校显著地低于普通初级中学。 

4.2. 家长对家庭教育指导课程的认识在家校沟通水平上的方差分析 

为了探究不同家校沟通水平的家长对学校家庭教育指导课程认识的差异，我们将家校沟通得分的前、

后 27%的家长分别定义为高沟通水平和低沟通水平，再分别将家长对家庭教育指导课程的制度资源、场

域资源、智识资源和实践资源的认识在家校沟通水平上做独立样本 t 检验，结果如表 4 所示。 
结果显示不同家校沟通水平的家长在对家庭教育指导课程的认识上存在显著的差异。高沟通水平的

家长在制度资源、场域资源、智识资源和实践资源上的平均认识水平均高于低沟通水平的家长，且对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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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种资源的认识差异均表现为显著。 
 
Table 4.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differences in the recognition of family education guidance courses based on the level of 
home-school communication (M ± SD) 
表 4. 对家庭教育指导课程的认识在家校沟通水平上的差异性比较(M ± SD) 

量表或维度 高沟通(N = 340) 低沟通(N = 340) t 值 p 值 

指导课程 4.97 ± 0.07 3.41 ± 0.47 60.761*** 0.000 

制度资源 4.93 ± 0.20 3.57 ± 0.59 39.898*** 0.000 

场域资源 4.96 ± 0.12 3.63 ± 0.58 41.152*** 0.000 

智识资源 4.99 ± 0.06 3.37 ± 0.53 55.529*** 0.000 

实践资源 4.98 ± 0.08 3.12 ± 0.51 66.895*** 0.000 

4.3. 家庭教育指导课程资源与家长教养方式的回归分析 

为了确定家庭教育指导课程资源对家长教养方式的影响，我们分别将家长教养方式中的民主型、专

制型和纵容型作为因变量，以家庭教育指导课程资源中制度资源、场域资源、智识资源、实践资源的得

分作为预测变量，采用输入法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表 5 所示。 
 
Table 5. Regression analysis of family education guidance course resources and parenting styles 
表 5. 家庭教育指导课程资源与家长教养方式回归分析表 

因变量 预测变量 标准化回归系数(β) t 值 R R2 ΔR2 F 值 

民主型 制度资源 0.275 5.149*** 0.493 0.243 0.240 101.901*** 

 智识资源 0.246 3.362***     

 
从回归分析结果可以看出，制度资源和智识资源对家长教养方式中的权威型具有预测能力，该回归

方程可以解释因变量变异性的 24.0%，制度资源和智识资源每变化 1 个单位，权威型教养方式分别平均

相应变化 0.275、0.246 个单位。 

4.4. 家庭教育指导课程资源与亲子沟通的回归分析 

为了确定家庭教育指导课程资源对亲子沟通的影响，我们将亲子沟通作为因变量，以家庭教育指导

课程资源中制度资源、场域资源、智识资源、实践资源的得分作为预测变量，采用输入法进行回归分析，

结果如表 6 所示。 
 
Table 6. Regression analysis of family education guidance course resources and parent-child communication 
表 6. 家庭教育指导课程资源与亲子沟通回归分析表 

因变量 预测变量 标准化回归系数(β) t 值 R R2 ΔR2 F 值 

亲子沟通 制度资源 0.246 4.402*** 0.415 0.172 0.170 66.120*** 

 智识资源 0.229 2.997**     

 
从回归分析结果可以看出，制度资源和智识资源对亲子沟通具有预测能力，该回归方程可以解释因

变量变异性的 17.0%，制度资源和智识资源每变化 1 个单位，亲子沟通分别平均相应变化 0.246、0.229
个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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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论与讨论 

5.1. 研究结论 

5.1.1. 随迁子女定点学校与普通初级中学在家庭教育指导课程资源上存在显著差异 
普通初级中学实施的家庭教育指导课程显著地优于随迁子女定点学校，尤其是在家校委员会、家长

学校、家庭教育指导会议等制度资源和宣讲授课、专业培训、线上课堂、课题调研等实践资源上。总体

而言，随迁子女定点学校在场域资源和智识资源方面与普通初级中学的差距不大，但制度资源和实践资

源上的差距意味着，部分随迁子女定点学校关于家庭教育指导的相关政策还没有落实到位，尚未形成有

组织、有结构的专门开展家庭教育指导相关工作的团队，且各类家校活动的举办频率也无法完全满足家

长对于家庭教育指导的需求。在未来的学校工作安排中，随迁子女定点学校需要将家庭教育指导工作提

上日程，以开展知识讲座、教师培训、线上讲堂、专业研究等实践活动为主，以开发智识资源、营造场

域资源为辅，大力提升家庭教育指导质量，为随迁子女的家庭教育提供帮助。 

5.1.2. 家庭教育指导课程可以调整家长的教养方式并有效促进亲子沟通 
回归分析的结果显示，家庭教育指导课程中的制度资源和智识资源对改善家长的教养方式和亲子沟

通有积极的影响，这也是实施家庭教育指导课程所带来的最直接的影响。无论是学校成立的家长委员会、

家长学校，还是教师分发的家庭教育指导手册、提供的家庭教育指导意见，都为家长呈现了专业、科学

的家庭教育知识，有助于家长结合孩子身心发展规律和个体心理特征调整自己的教养方式，采用更加民

主、合理的方法进行家庭教育，有益于提高亲子沟通频率、增进亲子关系。 

5.2. 策略探究 

5.2.1. 不断建立健全家庭教育指导课程制度资源体系，完善制度联动 
研究结果显示，制度资源对家庭教育指导课程的整体实施效应有显著的积极影响，制度资源体系的

健全是开展家庭教育指导课程活动的基础，需要建立专门的机构、组织、人群来专门开展家庭教育指导

课程工作，把保障家庭教育指导课程纳入学校的工作计划和日程安排中。除了设立家长委员会、家长学

校等机构外，学校还应该向家长转发、传达或宣传家庭教育指导工作的相关政策规定和文件指示，让家

长们了解政府、学校对家庭教育的重视，鼓励家长积极配合学校开展家校共育工作。目前大部分随迁子

女定点学校已经建立了家庭教育课程指导相关制度，但与学校其他制度之间的联动尚且不足，家庭教育

课程指导相关活动的开展需要学校投入经费支持；学校还应安排专门的领导人员管理和监督家校共育工

作，将教师开展家庭教育指导相关内容纳入到教师绩效考核中去，尤其是家访制度，杜绝形式主义和应

付任务的现象，切实保障家庭教育政策落实到位。 

5.2.2. 打造学校家庭教育指导课程资源品牌特色，丰富场域资源 
在家庭教育课程指导资源的开发中，场域资源对改善亲子关系、提高学生综合素质的直接影响较小，

部分学校家庭教育课程指导形式单一，尚未形成学校特色，对学生的学习生活没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调

查结果显示，学校有为家长委员会设立专门的办公场所，有专用或兼用的讲座礼堂，设施场所较为完备，

但能够形成家庭教育指导课程资源品牌的学校较少。学校领导和一线教师们需要发挥创造性思维，打造

符合学校定位、具有学校特色、蕴含学校文化的家校特色活动，丰富学校家庭教育指导课程的内涵，增

加学生对学校文化的认同感。家庭教育指导课程场域资源的丰富不仅可以为学校树立家校共育特色品牌，

还能对学生的文化认同、认知发展、行为表现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促进学生人格品行的健全和综合素

质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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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 拓展多元家庭教育指导团队，开发智识资源 
智识资源作为家庭教育指导课程的具体内容，对教师、家长和学生都有直接的影响，因而其专业性、

科学性、前沿性都是评价智识资源质量的重要指标。目前各个学校现有的家庭教育指导课程智识资源大

多停留在传授基础的教育理论阶段，虽然对家长开展家庭教育活动有一定的指导和帮助，但少有结合前

沿教育研究成果和学生实际情况更新具体指导内容的举措，学校需要通过收集不同层面成员在家庭教育

指导活动中遇到的问题，开发出有针对性的智识资源，兼顾大多数家庭的需求。不仅“家–校–社”合

作需要多元主体的参与，家庭教育指导课程也应该集中多方力量，共同完成各类智识资源的开发。学校

可以邀请家庭教育开展得较好的家长代表分享自己的育儿经验，邀请家庭教育指导工作开展得较好的教

师代表分享自己的指导经验；也可以聘请专业的教育学专家、心理咨询师等人员组成家庭教育指导顾问

团队，对智识资源的开发等内容提供专业的意见和建议。 

5.2.4. 注重家庭教育指导课程实践资源多样化，提高教师指导水平 
家庭教育指导课程以家长家庭教育的需求为起点，以学生的健康成长为目标，各类家校活动则成为

家庭教育指导的载体和主要表现形式。不同的家庭在家庭教育指导方面都有不同的需求，这就要求学校

以讲座宣讲、活动体验、专家咨询、家长会以及线上发布的家庭教育指导视频课程、微信推送等不同的

形式开展家庭教育指导课程实践活动，为家长提供理论、实践和一对一的帮助，保障家长有需求及时沟

通、有问题及时处理，增强家庭教育指导的时效性。除了对家长开放的各类指导活动之外，教师的专业

培训也是必不可少的。家庭教育指导是思想触动思想的工作，需要教师拥有扎实的教育理论和丰富的实

践经验，这对于部分非师范专业和年轻的教师来说是有一定难度的。作为教师，人们常常要求其在教育

过程中做到“给学生一杯水，自己就要有一桶水”，那么学校就必须成为“源头活水”，定期为教师提

供专业培训和技能训练，不断丰富教师的教育理论，提高教师的教育指导水平，使教师具有更高水平和

视角的指导思想和指导理念，以保证其在面对不同的家庭教育问题时都能提供科学的指导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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