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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首个涉诉未成年人家庭教育指导工作站在泸州成立——

对症“问题家庭”护航孩子成长
■ 记者 梁童童

10 月 23 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

家庭教育促进法》

颁布，明确规定未

成年人的父母或

者其他监护人负

责实施家庭教育，

国家和社会要为

家庭教育提供指

导、支持和服务。

11月 6日，全

省法院系统内首

个家庭教育指导

工作站在泸州市

叙永县挂牌。该

指导站由叙永县

法院、团县委、县

民政局、县教育和

体育局、县妇联、

县关工委联合挂

牌设立，主要针对

怠于履行、不当履

行监管义务以及

暴力侵害未成年

人权益的监护人、

或者其他与未成

年人共同生活的

家庭成员进行教

导。

直属法院的

家庭教育指导工

作站，是否能有效

促进《家庭教育促

进法》的落地，指

导家庭“依法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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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家庭教育责任
首个家教指导工作站成立

10月28日，叙永县法院发出了全省

首份《责令接受家庭教育指导令》，责令

一彩礼纠纷案件当事人雷某限期接受家

庭教育指导。

为未成年人订立婚约，属于严重侵

犯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行为。“当天，我

们和妇联的同志对他们进行了普法教

育，告知他们违反法律的后果，并准备

寻找合适的机构对孩子进行职业培

训。”叙永县法院未成年人案件审判庭

庭长王凤莲说。

据悉，近三年，叙永县法院审理

了大量涉少家事案件，通过对案件的

审理及对涉案家庭的调查发现，在

大部分离婚纠纷、子女抚养纠纷等

案件中都存在不当家庭教育的情

况。

虽然我国法律有规定，公安

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在

办理案件过程中发现未成年人

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存在不

依法履行监护职责或者侵犯未

成年人合法权益的情况下，可

以责令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

人接受家庭教育指导。但具

体到个案中，教育指导的具

体内容、方式、场所、指导师

的确定等都没有成熟的规

范指引。

10 月 23 日，《中华人

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

法》颁布，明确规定未成

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

护人负责实施家庭教

育，国家和社会要为家

庭教育提供指导、支

持和服务。

王凤莲介绍，为

保障相关的法律法

规得以落实，叙永

县法院探索出“督

促监护履行+责令

接受指导+提供

教育帮助”三步

走的家庭教育

指导工作模式，联动教育和体育局、妇

联、团委、关工委、居民（村民）委员会等

相关职能部门及单位，建立了全国首个

涉诉未成年人家庭教育指导站，针对涉

未成年人案件中家庭教育意识沉落、家

庭教育能力缺乏、监护人怠于履行监护

责任或者履行监护责任不当的情形，向

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监护人及其他

家庭成员发送《履行监护责任告诫书》，

以及《责令接受家庭教育指导令》，为其

提供精准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强化家庭

监护责任，筑牢家庭保护防线，护航未成

年人健康成长。

“这之前，法院和妇联、关工委等

机构虽有协作，但是没有具体的操作规

程，也没有形成联动机制。家庭教育指

导工作站的成立，把各方力量拧成一股

绳，可以在一个地点进行家庭教育指

导，工作开展起来就高效得多。”王凤

莲说。

工作站成立之后，又发出了两份指

导令，都是对放任未成年人不完成义务

教育的家庭进行规劝，得到了指导对象

的配合。

筑牢家庭保护防线
集中指导+对症下药相结合

王凤莲介绍，确定被指导对象的途

径主要有3种。第一种是监护人对教育

孩子的某方面产生疑问，主动申请指导

站提供帮助；第二种是法院在审理案件

过程中发现；第三种是妇联等合作机构

在工作中发现。指导站通过督促和教育

手段，提升这些监护人家庭教育的能

力。

“有一些普遍存在的问题，我们会将

这些家庭集中起来，进行集体的指导。

而对某些情况比较严重或比较特殊的，

我们会指派专门的指导师到为指导对象

进行有针对性的指导。”王凤莲介绍。

工作站的家庭教育指导师目前有14

位，分别是具有家事和未成年人

案件审判经验的法官、学

校的心理咨询老师、专

业的社工以及民政、

妇联和关工委等

部门的工作人

员。法院与其所属的单位签订合作协

议，一旦有家庭需要被指导，就可以联动

开展工作。

对于那些问题比较严重或存在特殊

情况的家庭，指导师会先对其进行一个

全方位的调查，再有针对性地制定出解

决办法，形成书面的方案，交给工作站审

查。确定指导师的方案是否“对症下药”

之后，再进行具体实施。之后，工作站还

将根据监护人的接受程度进行后期的回

访，巩固指导成果。

据悉，在今年的4月和11月，法院已

经开展过两次集体指导；针对个别的单

独指导，对象也都十分配合。但即便如

此，王凤莲仍表示：“我们的工作才刚刚

起步，还有许多需要完善的地方。”如何

保证未来每一条指导令有效实施，就是

一个重难点。

完善机制、提升能力
保证指导令“强势”落地
在王凤莲看来，由于家庭教育的领

域“私人”性和复杂性，尽管目前发出的3

个指导令都得到了指导对象的配合，但

对于未来可能出现的不配合情况，依然

要做好对做好心理预期。而面对这种情

况，就需要保证指导令的实施足够“强

力”。

能够保证判决、调解、裁定等法律

文书顺利实施的强制执行手段（如司法

拘留、罚款等），在保障家庭教育指导

令强制实施的过程中却并不适用。虽

然，在几类指导对象中，除了自愿申请

的，其余均为“强制指导”，但指导的

方式也仅限于劝导和训诫，缺乏一定强

制力度。

王凤莲透露，目前，指

导站正在制定一

套 成 体 系

的家庭教育指导的实施意见和方案，用

以保证指导意见的实施力度，预计明年

初完成。同时，为了提高指导师的业务

水平，指导站会联合合作单位开展多元

化培训，如由教育局牵头的义务教育主

题、学校牵头的校园欺凌主题、妇联牵头

的婚姻家庭主题等。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每个‘问题

’家庭的指导，都涉及很多细节，指导师

如果在某一方面有盲区，就很难‘对症下

药’。”王凤莲说。

以离婚案件为例。父母的情感生活

不如意，在争夺孩子抚养权的过程中，时

常会给孩子传递一些关于对方的负面信

息，以获取孩子的支持——但恰恰是这

些信息，最让孩子痛苦，会给孩子的成长

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甚至会影响到孩

子长大后的婚恋观。

在这种较为复杂的案件中，指导师

不仅要指导监护人的教育方式，还要指

导他们如何处理婚姻和情感，帮助他们

认识到自己对婚姻负责也是在对孩子负

责。

“在某些方面，比如运用合理的方

式实施家庭教育，关注孩子的生理、心

理、智力发展情况，尊重其参与家庭事

务和发表意见的权利等等，也是家长的

责任。”王凤莲坦言，“但是部分家长特

别注重孩子的学习成绩以及物质需求的

问题，在亲子陪伴、平等交流、尊重、

理解孩子差异等心理健康发展方

面很容易被忽略。这也是

指 导 站 的 工 作 重

点。”

我曾经看到过一段资

料：德国的幼儿园不分小中大

班，对不同年龄的孩子实行混龄教学；

德国的小学都是半日制，下午没有课，

只有课外活动；小学4年级就毕业，根

据老师推荐升学或者学习技工……这

个只有 8200 万人的国家，承包了世界

上近一半的诺贝尔奖。

然而，很多中国家长却重视过早

过度开发儿童智力，不让孩子输在起

跑线上，这一先见和执念把自己和孩

子都困在了“起跑线”焦虑中，连一些

高学历高知识分子也难以幸免。

据北京青年报消息，南京一位具

有博士学历的“虎爸”教育方式有点激

进，让一年级的儿子和幼儿园的女儿

学中学、大学知识，学到深夜还辱骂加

殴打，无奈之下，孩子母亲只能向法院

“求援”。近日，

南京市建邺区人

民法院裁定：禁止被

申请人毛某对郑某、小

明、小佳及其相关近亲

属实施家庭暴力。同时，法

院还签发了人身安全保护令，禁

止毛某三个月内接触郑某及子女，

给其一个自我反省和改正的机会。

人的心智发育有一定规律，对孩子

的教育要适应这些规律，而不是违背和

改变它。在孩子的幼儿期，给孩子提供

良好的陪伴、尊重、保护、示范，带给孩

子成长的安全感、幸福感和快乐感，帮

助孩子形成阳光、活泼的性格，掌握初

步的生活能力、礼貌行为习惯，保持强

烈的好奇心、探索欲，感知到家庭、外界

的温暖，才是真正的“好起跑”。

如果刻意拔高标准，或使孩子形成

叛逆、暴躁、拖沓、注意力差等性格习

惯，失去孩子的亲昵和信任，得不偿

失。“兴趣是最好的老师”“习惯决定未

来”等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而这些，都形

成于小时候。

人的发育时间有参差，有的孩子这

方面发育的早一点快一点，有的孩子在

另外方面发育的早一点快一点，而有的

孩子的发育整体较迟较慢，“大器晚

成”。

生活中偶有“神童”出现，但不是普

遍。这些“神童”，有家长早培养的因

素，但这种培养更多的是遵循规律的陪

伴和启发，绝不是“助跑”和“推跑”。

如果家长对基因和孩子自视过高，

无异于“开盲盒”，而对于发育较缓较迟

的孩子，更是如此。近年来，陆续报道

的一些“天才”少年，很多后继乏力，最

终归于普通，也可以从侧面证明这一

点。

“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之所以

盛传，其中还有一个原因是一些校外

培训机构不断搅动家长教育焦虑。当

前的校外培训治理，针对学前教育阶

段培训的监管还存在一定空档，需要

家长提高警惕、格外小心，避免花钱

买冤枉。

《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

法》 将于 2022 年 1 月 1 日施行，教育

“家事”将变成“国事”。法律对家庭

教育提出了应当“尊重未成年人身心

发展规律和个体差异”“尊重未成年

人人格尊严”“贯彻科学的家庭教育

理念和方法”等要求，如果家长违反

相关要求，侵犯孩子权益，或涉嫌违

法。因此，家长也有必要将“起跑线

焦虑”给降一降，给孩子一个更好的

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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