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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的实施让传统的“家事”上升为重要的“国事”，如何有效开展家庭教

育指导，已成为提升家长家庭教育水平的重要一环。本文通过对调查结果的分析，了解家长对家庭教育指导

服务的需求和现状，了解家庭教育指导服务机构开展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的现状，梳理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

存在的问题，提出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建构的策略，以期提升家长科学育儿的能力和水平，进而促进未成

年人全面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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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重视家庭、重视亲情。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家庭建设取得重大进展，在重视家

庭建设的基础上，家庭教育越来越成为党和国家关注的重点。家庭对于未成年人健康成长不可或缺，家

长需要对未成年人的成长进行教育和引导。2022 年 1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以下简称

《家庭教育促进法》）颁布，《家庭教育促进法》规定“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树立家庭是第一个课堂、

家长是第一任老师的责任意识，承担对未成年人实施家庭教育的主体责任”，要将“关注未成年人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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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教导其珍爱生命”作为家庭教育的内容。这部法律的实施明确了家长作为家庭教育的主体角色将

依法承担起孩子的教育责任，进一步为依法推进家庭教育工作提供了政策支持。国家立法的推进，让传

统的“家事”上升为重要的“国事”，如何有效开展家庭教育指导，已成为建构我国家庭教育指导服务

体系中的重要一环，对于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有着重要的意义。

2  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现状调查

为全面、系统、真实地了解家长对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的需求和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的现状，2022

年 11 月，本研究面向成都市成华区内各行各业的 2280 名家长和学校、妇联、关工委等家庭教育指导服

务机构进行了问卷调查和个别访谈，并对调查结果进行了整理分析。

2.1  家长对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的需求

2.1.1  家长普遍需要家庭教育指导服务

在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的需求调查中，认为自己非常需要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的家长占 88.82%，而认

为不需要的家长仅占 1.77%。可以看出，家长对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的需求大，希望获得更专业系统的家

庭教育指导服务。

不需要：1.77%

无所谓，可有可无：9.41%

非常希望：88.82%

图 1  家长对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的需求

Figure 1 Parents’ demand for family education guidance services

2.1.2  家长需要的家庭教育指导内容广泛

调查发现，家长对家庭教育指导内容的需求较为广泛，涉及到学习习惯培养、生活习惯培养、挫折

教育、亲子沟通、隔代教养、情绪管理等多个方面，其中“如何培养孩子的学习习惯”占 87.53%、“如

何培养孩子的生活习惯”占 8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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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家长对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内容的需求

Figure 2 Parents’ demand for family education guidance services

2.1.3  学校是家长最希望接受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的渠道

90.73% 的家长希望能从学校活动中获得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其次是社区或居民委员会。还有家长

们希望由专业的心理咨询机构、社会专业机构、理论与专业能力结合的心理机构专业人士提供专业指导

服务，或者通过优秀学生家长的分享等途径等了解家庭教育成功案例。

0.83%

19.1%

19.58%

39.1%

11.49%

6.63%

5.83%

18.19%

90.73%

60.63%

学校
医疗保健机构
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
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妇联

社区或居民委员会
婚姻登记机构
公安机关
民政
其他

图 3  家长希望接受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的渠道

Figure 3 Channels for parents to receive family education guidance 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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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家长认为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的现状

2.2.1  家长对《家庭教育促进法》了解程度低

从家长对《家庭教育促进法》的了解程度可以看出，大部分家长对该法规并不熟悉，有 30.85% 的

家长不了解，甚至有 4.97% 的家长不知道有这部法规，而非常熟悉《家庭教育促进法》的仅占 10.07%。

因此，家庭教育相关法律法规的进一步普及和宣传应得到社会各界的重视。

A非常熟悉，
10.07%

E 不知道有这部
法规，4.97%

C 有一定程度的
了解，31.91% B大部分了解，

22.20%

D 不了解，30.85%

图 4  家长对《家庭教育促进法》的了解程度

Figure 4 Parents’ understanding of the Family Education Promotion Law

2.2.2  家长认为家庭教育指导服务方式相对单一

现阶段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的方式普遍较为单一，主要方式是指导者的专题讲座。问卷调查显示，家

长希望家庭教育指导服务方式能更丰富。其中，选择线下专题讲座和线下亲子活动的家长分别占到了总

人数的 56.14% 和 58.85%。

A 线下专题讲座
D 线下主题研讨
G 线上主题研讨

B 线下经验介绍
E 家庭教育情景剧微视频
H 线上主题讲座

C 线下亲子活动
F 线上推送文章
I 其他

0.71%

41.32%

31.94%

41.32%

43.68%

56.14%

47.76%

58.85%

图 5  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形式的问卷调查情况

Figure 5 Questionnaire survey of family education guidance 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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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家长认为家庭教育指导成效不高

问卷调查发现，认为自己家庭教育成效良好的家长只占 32.64%，成效一般的占 57.77%，成效不好

的占 9.35%。家长希望能得到更高品质的指导。

其他：0.24%

效果不好：9.35%

成效良好：32.64%

成效一般：57.77%

图 6  家庭教育成效问卷调查情况

Figure 6 Questionnaire survey of family education effectiveness

2.2.4  家长认为家庭教育指导服务问题显著

有 70.51% 的家长认为学校对于家庭教育的指导力度不够，有 45.93% 的家长认为当家庭教育出现问

题时不知道该向谁求助，49.29% 的家长认为社会机构中家庭教育服务收费太贵，35.34% 的家长认为“专

业、专职”人员不足、 “新手”居多等。家长还指出目前家庭教育指导服务还缺乏行业标准和家庭教育

指导服务人员应当是正规医院的专职医生，而社区的专职人员太少，且可信度不高。

0.55% 31.88%

49.29% 38.04%

70.51%
45.93%

35.34%

53.37%
24.85%

学校对于家庭教育的指导力度不够
当家庭教育出现问题时不知道向谁求助
社会机构的家庭教育培训效果不佳
越来越多的家长开始关注家庭教育
其他

社会机构的家庭教育服务收费太贵
“专业、专职”人员不足，“新手”居多
政府和社会各界越来越重视家庭教育
学校、社区逐步加大对家庭教育的投入

图 7  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现状问卷调查情况

Figure 7 Questionnaire survey of family education guidance 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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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家庭教育指导服务机构开展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的现状

2.3.1  家庭教育指导服务质量相对不高

通过对学校、妇联、关工委等家庭教育指导机构访谈结果及相关文献分析发现，现阶段家庭教育指

导服务仍停留在做与不做的阶段，而指导服务的质量就更是参差不齐，区域之间、学校之间、班级之间

均存在差异，家庭教育指导服务质量不高。

访谈发现，由于受传统教育观念的影响，广大家长普遍重视孩子的学业发展，但往往忽略孩子的心

理发展。有的家长认为孩子学习成绩好就可以了，心理健康可以暂时不用管；有的家长认为自己的孩子

不会出现心理问题，不需要过多地进行心理健康教育；甚至一些特殊学生的家长不承认自己的孩子有心

理问题，完全不认可老师提醒关注孩子心理健康的说法。

通过查阅文献资料发现，学生的心理发展与家庭紧密相关，和谐的家庭关系才能培育学生健康的心

理和积极的人格，不和谐的家庭关系往往是学生心理问题的重要原因。《2022 国民抑郁症蓝皮书》调查

数据显示，对青少年抑郁症患者而言，家庭环境是使其陷入抑郁的首要因素。63% 的学生患者在家庭中

感受到严苛 / 控制、忽视 / 缺乏关爱和冲突 / 家暴。

2.3.2  家庭教育指导服务运行机制不够完善

实施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的各主体之间独立运行的特征明显，妇联、教育行政部门、关工委、文明办、

民政局等部门在家庭教育指导服务方面各司其职，隶属关系不明，缺乏统一的组织与协调，导致资源浪费、

效能损耗较大。

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的工作制度不够完善，现阶段更多是靠学校、教师、社会服务工作者自发地探索

与实践。对指导者参与的积极性以及指导能力的提高缺乏足够的激励机制，对指导者的工作缺乏有效的

考核与评价，家长接受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全靠自愿，对于参与也没有建立约束机制。

2.3.3  家庭教育指导服务者意识不强、能力不足

家庭教育指导服务者是经过专业训练的专业工作者，要通过专业的教育理论、可行的指导方法及灵

活的指导形式，指导家长掌握家庭教育理论知识，并应用这些知识解决家庭教育中实际存在的问题。其

中，班主任、学科教师是重要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者，是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的主力军。而现阶段，班主任、

学科教师的主要精力都集中在班级管理、学科教学上，对家庭教育指导的服务意识不强，相应的能力也

不足，在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上差异性较大。

从以上调查分析发现，家长对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的需求非常大，希望获得更全面、专业、系统的指导。

但目前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还存在很多的问题，主要表现在：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内容还不系统、质量

还不高、成效还不显著、服务机构单一、师资队伍胜任力不足、运行机制不完善等方面。建构更完善的

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通过探索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的策略，能更好地提升家

长家庭教育的实效，更好地促进学生全面成长。

3  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建构策略

家庭教育在培养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发展方面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家庭、学校、政府、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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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要通力合作，整合各种资源、方式和途径，提供家庭教育的支持和引导，使家长们掌握科学的理论

知识和方法，提高自身的教育素养和育人水平。构建起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既能推进家长对未成

年人的自觉培养，又能指导家长有效解决在家庭教育中遇到的问题，给家长的高质量家庭教育提供指

导和帮助。

3.1  厘清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的内涵

关于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的内涵，本文参考了中国儿童中心发布的“家庭教育科研规划课题”的

相关研究成果，从家庭教育指导工作的组织机构、目的和服务对象的角度出发，总结了家庭教育指导服

务体系的内涵：即政府主导实施，以专业化的社会支持和保障为基础，协调整合社会教育资源，以服务

家长及其教育素质为出发点，改善家庭教育环境，促进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发展为根本目的一套多方位、

多层次、高质量的公共服务体系。这种凝聚社会各方优势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也为思政教育融入

到家庭教育提供了契机，为社会主义建设和人才储备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3.2  拓宽家庭教育指导服务方式

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形式要呈现出多元化、灵活性的样态，不仅可以通过推进专题讲座、团队训练活

动、个别交流与答疑等传统方式进行，还可以通过家庭教育云指导服务等形式进行。家庭教育云指导服务，

即建立网站、微信公众号、热线电话、服务站点等服务平台，通过“邮件 + 热线”“科普 + 问答”“书

本 + 网络”等方式，实现家庭教育服务的校园全覆盖、社区全覆盖、网络全覆盖、热线电话全覆盖，24 

小时不间断地服务家长，让每个家庭两公里范围内都有服务站点。

3.3  完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运行机制

整合现有各职能部门家庭教育指导资源，完善指导服务运行机制，形成较为完善、运行良好的“家

庭—学校—政府—社会”协同推进的区县级家庭教育指导服务运行机制。其中，家庭要主动接受指导服务，

不断提高家庭教育的水平，形成自觉接受指导，有效开展家庭教育的机制；学校要自觉担当指导者的职责，

要建立家长学校等多途径的集中指导，以及家访等多途径的个别指导机制；政府要出台指导服务的目标

与考评办法，组建指导服务队伍，搭建指导服务平台，制定家庭教育指导者胜任力培训的提升、考核评估，

证书认定机制；要建立多主体参与指导的机制，确保社会机构能够参与到指导服务中。

3.4  制定家庭教育指导服务评价体系

可制定政府各职能部门（妇联、教育局、文明办、团委、关工委、街道等）家庭教育指导服务水平

的考核评估规范，其中包含政府各职能部门和基层单位对家庭教育服务工作者（家庭教育指导工作团队、

家庭教育指导教师队伍、学校的家长委员会）、服务站点（家长学校课程与课时、家庭教育服务平台）、

服务内容、服务时间、服务形式、服务质量（家长参与率、家长满意率）、经费保障等多项评估指标的

考核。通过评价，促使未成年人家庭教育服务体系建设纳入本区政府规划，形成良好的“家—校—政—社”

联动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运行机制，促进各个学校家庭教育指导工作水平的提升，消除家庭教育服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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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校际差异，促进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工作的均衡发展。

3.5  提升家庭教育指导者胜任力

从事家庭教育指导工作的有学校教师，政府各部门家庭教育工作者、专业机构的专业人员等，目前，

这些人员普遍缺乏家庭教育指导的系统培训。可通过对这些人员的家庭教育指导胜任力现状进行调查，

开发学校教师、政府各部门家庭教育工作者、专业机构的专业人士等人员的家庭教育指导胜任力培训课

程，进一步形成家庭教育指导者胜任力培训的提升、考核评估，使这些人员具备足够的家庭教育指导力，

并通过培训获得家庭教育指导资格或认定，以培养更多的家庭教育指导者。

4  结语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家庭教育是人人关心的国家大事，用法律的准绳来引导家庭教育是全社会的共

同期盼”。在《家庭教育促进法》实施背景下，建构以政府为主导实施的一套多方位、多层次、高质量

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不仅能激发未成年人的内在积极潜能，促进其身心健康成长，更是深化教育综

合改革、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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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Strategy of the Construction of Family 
Education Guidance Service System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Family Education Promotion Law

—Take Chenghua District of Chengdu City as an Example

Gao Xia1 Zou Li2 Luo Xinyu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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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 the Promotion of Family Education coming into 
force,the family matters in traditional concepts have become into important national affairs. How to guide 
the family education effectively is the key point in improving parents’ ability to educate their children. By 
analyzing the result of the survey, the paper talks about the need in guidance service for family education 
from parents and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that. The paper summarizes the problems in the guidance 
service for family education and intends to put forward a constructive strategy of a guidance system for 
family education. Through the construction strategy, this thesis envisages a improvement in parents’ 
scientific child rearing abilities and ensures that minors can grow up healthily.
Key words: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 the Promotion of Family Education; Family 
education; A guidance system for servi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