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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三级支持系统，落实家长主体责任
——基于《家庭教育促进法》贯彻实施的考量

费秀芬  刘  波  胡媛艳

重庆文理学院，重庆

摘  要｜贯彻落实《家庭教育促进法》需要落实家长教育的主体责任。从观念、能力、情感、行动四个方面去考量，

家长主体责任落实当中存在着若干困境，为了应对这些困境，需要构建三级支持系统。政府层面要健全协同

参与机制，形成长效支持合力；完善投入机制，保障支持措施落地。社区层面要强化舆论引导，传递社会期望；

搭建交流平台，提供替代经验；构筑学习平台，提升家长的知识与能力。学校层面要营造支持性氛围，传递

期望与尊重；开发新型互动载体与形式，提升家长角色体验；提供支持性反馈，强化家长教育行为的连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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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组织，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家庭教育在未成年人的成长中具有举足轻重的

作用，立德树人这一根本任务的实现离不开良好的家庭教育。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起正式实施的《家庭

教育促进法》（以下简称《促进法》）不仅明确了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以下简称家长）承

担对未成年人实施家庭教育的主体责任，而且就国家支持、社会协同进行了规范，该法的颁布标志着家

庭教育被纳入到法制化管理的轨道。在《促进法》的贯彻实施中，如何落实家长的主体责任是一个关键

问题，因为无论是“国家支持”还是“社会协同”，最终都必须经由家长个体落实家庭教育行为。因此，

贯彻落实《促进法》必须要有基于家长主体责任如何落实的考量。从家长角度出发，其主体责任的落实

涉及观念上认同、能力上许可、情感上积极和行动上坚持四个方面。但是，在实践中这四个方面却存在

一些问题。基于此，本文旨在通过构建三级支持系统，对家长产生观念、能力、情感、行动上的影响，

帮助落实家长主体责任，以期对《促进法》的贯彻落实有所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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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家长落实主体责任的四个环节

家长主体责任落实的本质在于家长参与，在家庭、学校、社会三个层面参与到孩子的教育当中。家

庭参与分为以下几个环节：思考——准备——行动——选择。［1］

“思考”是对家长角色、孩子成长、家庭教育方式等问题的思考，比如“我应该成为一个什么样的

家长”“我希望孩子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在孩子的成长中我应该做什么”等，“思考”环节属于思

想观念层面，关系到家长的角色建构问题。家长所秉持的儿童观、成才观、教育观会对其家庭教育行为

产生潜在且深远的影响。

“准备”是指家长知识或能力上的准备，是指他是否具备相应的家庭教育知识或能力，当孩子出现问

题时，能否运用恰当的教育方法引导孩子改正。当家长的教育知识丰富，教育能力胜任时，他有教育的自信；

当家长能力不足以胜任时往往表现出不自信。“准备”关涉到家长主体责任落实的自我效能感问题。

“行动”是指家长具体实施的家庭教育行为或者具体的参与行动，即在家庭、学校、社会三个层面

家长具体以何种方式开展或参与教育行动。在此过程中伴随着家长参与的体验和情感的产生。如果“行动”

产生了良好效果，且家长的参与体验是积极的，家长就容易构建起正向情感。

“选择”是指家长对后续教育或参与行为的选择。基于前面“行动”环节的体验与结果，家长会对

后续行为进行选择。家长往往会基于良好的结果和积极的体验选择持续前一阶段的教育或参与行为；如

果体验感差且效果不明显，家长会选择终止行为。

2  家长落实主体责任的现实困境 

从家长的观念、能力、情感、行动四个方面去考量实践中家长主体地位的落实，我们发现存在以下

几个方面的困境。

2.1  角色领悟偏差，观念错误

角色理论将社会角色界定为个体在社会群体中被赋予的身份及该身份应发挥的功能。个体行为要与

其“社会角色”相匹配，其中一个关键中介环节是角色领悟，即个体对该角色的社会规范和行为模式的

理解。但是，因为个体成长背景、价值观念、认识水平、周围环境等因素的影响，个体对角色的领悟是

有差异的。

在农村，部分家长将成长的关键归因为苦学，同时因为自身能力的不足产生对学校教育的极度依赖，

因此他们往往以局外人的视角进行身份定位，［2］没有认识到自己在孩子成长过程中的重要作用，结果

就是重养而不重教。城市中，因为家校权责边界的模糊，部分学校和老师将诸多责任不合理地转嫁给家长，

导致家长负担和压力增加，产生多重社会角色间的冲突，随着家长维权意识不断提升，这些家长也由过

去学校要求的忠实执行者逐渐转变为学校事务的参与者、监督者甚至是消极抵抗者。

2.2  文化水平不高，能力欠缺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2020 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中初中及以下学历的人口占比为 56.21%。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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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都在劳动年龄人口这个范围内，由此可推论有一半以上的家长只有初中（甚至更低）学历。而现代家

庭教育是具有一定专业性质的活动，家长需要对家庭教育的内容、方法、过程等进行深入思考并采取

适宜的行动。以《促进法》中规定的“培育积极健康的家庭文化”为例，什么是家庭文化、怎样的家庭

文化才是积极健康的、如何培育积极健康的家庭文化，这些都是具有专业性的问题。国内有研究表明，

41.13% 的受访家长表示缺少相应的专业能力是其参与学校教育活动的主要障碍。［4］家长知识能力的欠

缺不仅导致家长教育观念的落后教育行为的失当，而且会造成家长的自我效能感缺失，影响其主体责任

的落实。

2.3  参与体验不佳，情感受挫

家长是在家庭、学校、社会三个场域中通过参与子女教育活动而落实其主体责任的，其中，家长参

与由学校发起的活动是当前非常重要的一种形式。但是，在实践中却存在着诸多问题，如学校在沟通中

对家长的倨傲［5］、部分家长过度参与导致教育资源分配和参与机会不均［6］、学校对家长多样化需求缺

乏响应、学校活动对家长的时间、精力要求过多导致家长参与困难等［7］，这些问题和弊端都在某种程

度上打击着家长参与学校教育活动的积极性和意愿。

2.4  成效期待错位，行动持续性差

从横向维度看，教育成效不仅包括以学生成绩、名次、升学等为代表的外显智识性指标，还包括学

生的自律、自尊、自我效能感、积极性行为等内隐性指标；从纵向维度看，不仅包括当下的结果还包括

将来的发展。但是，因为受传统教育观念和周围环境的影响，大多数家长推崇的仍是重当下的智识性外

显指标，与《促进法》的“全面和谐发展”发生了错位。当家长基于现实考量产生的内在观念与国家要

求之间产生错位时，家长是否落实家庭教育主体责任，其行为是否具备连续性值得怀疑。

当家长在落实家庭主体责任面临以上困境时，必须要通过外部支持系统予以消解。

3  构建三级支持系统，化解现实困境

三级支持系统包括政府支持、社区支持和学校支持，这三级支持系统的构建和具体工作的开展均应

该站在家长角度，通过有效方式促进其观念转变、能力提升、情感积极和行为持续，让家长在落实家庭

教育主体责任时“能够履责、愿意履责、坚持履责”。

3.1  政府支持

3.1.1  健全协同参与机制，形成长效支持合力

家庭教育促进法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负责妇女儿童工作的机构，组织、协调、指导、督促有关

部门做好家庭教育工作。”［8］“有关部门”不仅包括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民政、司法行政等，还

包括各级各类社会组织、群团组织。但家庭教育促进法对负责妇女儿童工作的机构仅是赋责而未赋权。

虽然《促进法》第六条明确规定“有关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做好家庭教育工作”且“‘当没有履行

家庭教育工作职责，截留挤占家庭教育工作经费或者滥用职权玩忽职守’会由上级部门责令整改或予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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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分”，［8］但作为平级机构（甚至是弱势机构）的妇女儿童机构到底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对“有关部门”

加以“协调”和“指导”，当“有关部门”出现问题时又如何督促，这些都是必须要深入细化厘清的问题。

因此，各级政府应该在《促进法》的精神指导下，根据本地实际情况，制定出切实可行的“家庭教育促

进管理细则”并定期修订，不仅对负责妇女儿童工作的机构赋责还要赋权，对“有关部门”进行明确的“家

庭教育工作职责”划分，只有这样才能形成长效支持合力。

3.1.2  完善投入机制，保障支持措施落地 

《促进法》倡导以政府购买服务、建设信息化共享服务平台、组建指导服务专业队伍、将指导服务

纳入城乡公共服务体系等一系列支持措施提供支持，这些措施的落地都需要政府的资金投入。对此，《促

进法》明确提出了地方政府将家庭教育工作相关经费列入财政预算，对截留、挤占、挪用或者虚报、冒

领家庭教育工作经费的行为进行问责，但是家庭教育工作相关经费占财政预算的具体比例、相关经费重

点投入到哪些具体事务、如何监督投入的落实和成效等问题《促进法》中并未具体说明。因此地方政府

亟待通过调研制定包括投入数额、投入重点、投入落实在内的投入机制，确保相关支持措施落地。

3.2  社区支持

3.2.1  强化舆论引导，传递社会期望 

家长的角色建构与自我效能感是其参与子女教育活动的重要预测因素。［9］因此，落实家长主体责

任需要帮助其进行积极的角色建构。而角色建构是在一定的社会背景和社会关系下进行的，其中社会的

期望、与家长相关的个人与群体的观点、压力能对其产生显著影响。［10］社区是一定区域内个人和群体

组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是宏观社会的缩影，也是连接家庭与社会的重要桥梁，能及时有效地传递社会

对家庭、家长的期望。此外，社区内的人们具有较强的社会互动关系和文化相似性，可以使社区在传递

社会期望时催生社区成员相互传递的链式效应。因此社区应充分利用这一优势与家庭教育指导机构密切

配合，利用显性宣传与隐性渗透相结合、宏观讲解与专题学习相结合、接触式与非接触式宣传相结合等

方式将社会对家长的期望进行传达，支持家长进行积极的角色建构。

3.2.2  搭建交流平台，提供替代经验

自我效能感是人们对自身能否利用所拥有的技能去完成某项工作的自信程度。在家庭教育中家长的

自我效能感即是家长对自己的教育行为能够实际影响子女、能够取得预期结果的自信程度。家长本人的

成功经验、替代经验（即他人的成功经验或示范）、他人的语言说服是影响家长在家庭教育中的自我效

能感的重要因素。［9］其中能对家长的自我效能感产生影响的他人必须是与其具有相似性的人，而言语

说服的关键是基于事实基础。社区人员具有空间距离小、社会经济地位接近、社会交往密切、社会心理

相似等特点，因此在社区层面通过线上线下多种方式搭建家长交流平台，向家长提供替代经验与语言说

服具有多重优势：一是距离优势使线下的直接交流更加可能且便利；二是经济地位、心理、角色的相似

和社会互动为交流中传递的替代经验和言语说服增值；三是寓交流于生活，可以避免交流活动与家长工

作等其他事务的冲突。

3.2.3  构筑学习平台，提升家长的知识与能力

家庭教育知识与能力是支持家长落实家庭教育主体责任的重要保障。相关知识和能力不足不仅会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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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家长的参与程度，而且会对参与类型、参与持续性以及参与结果的预期产生影响。如果家长的知识技

能足够，他们倾向于积极参与，如果不足，他们往往会退缩或者寻求帮助，其积极性会大大降低。相关

研究发现，随着子女年级的升高，家长的参与呈下降趋势，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家长知识能力有限，支持

性资源不足。［7］阻碍家长获取支持性资源的因素包括对支持资源获取途径不清晰、支持资源没有响应

家长的需求、在获取资源过程中因物理及人际环境的生疏所导致的压力和焦虑。［1］社区所具有的信息

通达、人际距离近等特点可以完美解决以上问题，因此，在社区构筑家长学习平台非常有必要，这个平

台的构筑应该包括以下几个子系统：首先，通过广播、海报、宣传橱窗、网络等手段，构筑对政府、家

庭教育指导机构提供的学习资源的推广系统。其次，针对社区家长实际需要定制式的资源建设系统。最后，

通过家长培训班、家长研讨会等形式，组织家长学习利用相关资源的组织系统。

3.3  学校支持

3.3.1  营造支持性氛围，传递期望与尊重

“学校氛围是个体或集体成员在学校中体验和经历、并对其心理和行为产生影响的、相对稳定和持

久的心理社会环境特征，通常反映学校的组织结构、教学实践、规范、目标、价值和人际关系等方面的

特性。”［11］就家长而言，学校所传递的对家长参与的期盼与欢迎、对家长诉求的回应、学校人员与家

长互动时表达的尊重至关重要。［7］以此为出发点，在营造支持性学校氛围时要注意以下几点：首先是期望，

通过文化墙、宣传橱窗、家长接待日、家长会等显性隐性的方式为家长营造一种强烈的欢迎并支持家长

的氛围；其次是响应，校长和老师通过家长座谈会、家委会、校长信箱等方式，对家长在家庭教育实践

中的困惑、阻碍、需求予以积极回应并采取实际的支持性措施；最后是尊重，对家长家庭教育主体地位

的尊重、互动中对家长人格的尊重、帮扶活动中对家长生活背景如时间、精力、家庭文化的尊重。

3.3.2  开发新型互动载体与形式，提升家长角色体验

首先，从家长角度出发，学校不仅要充分利用现有的家委会、家长学校、亲子活动等家校互动载体

与形式，还需要基于家长实际积极探索诸如家长作业、亲子档案、家庭教育资源银行等新的互动载体与

形式。无论是何种互动载体和形式，在设计中要注重参与机会均等、去污名化、去强制化，让全体家长

都能够在尊重、信任和轻松的氛围中获得持续的支持，提升其在家校互动中的角色体验。其次，从教师

角度出发，要加强教师家庭指导业务培训。学校对家长家庭教育的支持需要通过具体的教师个体去完成，

教师的家庭指导知识与能力直接关系到与家长沟通与指导的效果，同时也直接影响到家长的主观感受和

角色体验。因此学校有必要组织专家对教师进行培训，也可以依托学校现有的教研活动将教师支持家长

的途径、方法、内容等作为校本教研的一个组成部分。

3.3.3  提供支持性反馈，强化家长教育行为的连续性

支持性反馈是指通过向家长正向反馈孩子情况并在此过程中肯定家长的作为以加强家长成就感和价

值感的反馈方式，该方式可以强化家长教育行为的连续性。这一反馈支持系统在构建中有几个要点：首先，

在横向维度上，既反馈学习成绩、作业质量、学习专注度等智识方面的积极表现，还要反馈孩子的行为、

态度、品行等非智识方面的进步；其次，在纵向维度上，不仅反馈家长的家庭教育行为对孩子当下的影响，

而且在有关预期学习行为和结果方面提供积极强化信息；在贡献主体上，突出家长的家庭教育行为的积



·82·
构建三级支持系统，落实家长主体责任
——基于《家庭教育促进法》贯彻实施的考量

2022 年 2 月
第 4 卷第 1 期

https://doi.org/10.35534/es.0401014	 www.sciscanpub.com/journals/es

极意义，尤其强调孩子思想、品行和习惯等方面的提升对其长远发展的重要作用；最后，在反馈方式上，

不仅通过家校联系手册和现代通讯手段进行一对一式的反馈，对家长的成功体验进行直接强化，而且通

过班级公告、QQ 群等方式进行集体反馈，充分利用替代经验进行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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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ild a Three-level Support System and Implement Parental 
Responsibility

—Based on the Consideration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Family 

Education Promotion Law”

Fei Xiufen Liu Bo Hu Yuanyan

Chongqing University of Arts and Sciences, Chongqing

Abstract: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Family Education Promotion Law” requires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main responsibility of parent education. Considering the four aspects of concept, ability, emotion 
and action, there are several difficulties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parental main responsibility. To deal 
with these dilemmas, a three-tier support system needs to be built. At the government level, it is necessary 
to improve the collaborative participation mechanism to form a long-term support force; improve 
the investment mechanism to ensure the implementation of support measures. The community level 
strengthens public opinion guidance and conveys social expectations; builds a communication platform 
to provide alternative experiences; builds a learning platform to enhance parents’ knowledge and abilities. 
At the school level, a supportive atmosphere should be created to convey expectations and respect; new 
interactive carriers and forms should be developed to enhance parental role experience; supportive 
feedback should be provided to strengthen the continuity of parental educational behavior.
Key words: Support system; Parents; Main responsibility; Family educ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