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规第二条及第四条反复强调，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负责实施家庭教育，即实施

家庭教育的责任主体应为未成年人的监护人。根据《民法典》规定，一般情况下，父母是未成年子

女的监护人。然而，除父母外，此处还列明了“其他监护人”，是指未成年的父母已经死亡或没有监

护能力的特殊情况下，由法定有监护能力的人按法定顺序确定而成为监护人的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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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见证教育的无限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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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德勒说：“幸运的人一生

都被童年治愈，不幸的人一生都

在治愈童年。”家庭教育是教育

的开端，关乎未成年人的健康成

长和家庭的幸福安宁，也关乎国

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稳定。

以往，家庭教育没有法律的

约束与规范，导致一代又一代的

父母缺少家庭教育的意识，只是

靠着传统育儿，结果造成很多家

长在教育孩子方面有很强的随

意性，错误育儿观、错误育儿方

法可谓是比比皆是，这在很大程

度上对孩子的健康成长具有很

强的危害性。

一个孩子的成长，离不开家

庭、学校和社会的共同关注，在

没有出台家庭教育法之前，家庭

教育是一个很模糊的概念。广

大家长对家庭教育没有清晰的

认知，甚至有很多人一提到孩子

教育马上会想到学校，认为教育

孩子是学校的事，是学校老师的

事，而自己只是给孩子提供监护

和物质保障，结果就成了“衣食

父母”。

试想，当孩子在成人之前，

在那么漫长的成长岁月里，有大

量的时间在家庭里生活，竟然得

不到系统的家庭教育，这如何使

孩子养成良好的品行与习惯呢？

真心希望广大家长们真正

花点时间，用点心思来仔细研读

这部法律。因为这是为科学育

儿、全面育儿作出规范性的法律

文件，只有吃透了、揉碎了、消化

了，并认真做到实践应用，才能

真正使家庭教育不再是一句空

话，从而让孩子从小就在良好的

家教、家风影响之下快乐健康成

长。

因此，《家庭教育促进法》在

当前教育背景下出台很及时，很

有必要。

家庭教育是孩子教育最重

要的一环。教育孩子，是一件非

常复杂的育人工程，需要父母具

有非常全面的教育知识，但现在

很多父母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

更多的是顺其自然,摸着石头过

河,导致孩子缺乏真正的教育和

引导,更有父母把责任直接推给

学校,造成家校矛盾。

如今，《家庭教育促进法》的

颁布，让家校合作也有了法律依

据,让学校老师可以更好地进行

家庭教育指导，彻底杜绝了部分

家长“我不懂教育，孩子就拜托

老师了”的习惯思维和错误做

法。总之,《家庭教育促进法》让

人才的培养有了家庭保障，更有

利于学校在家校合作基础上培

养一大批国家建设的栋梁之才，

一定会让家庭教育步入康庄大

道。

“ 家 是 最 小 国, 国 是 千 万

家。”期待通过法律的规范、社会

共同的推动力等,能够实现学校

教育、社会教育、家庭教育“1+

1+1>3”的育人效果。如果把孩

子比作一棵小树，父母就是树

根，根深才能叶茂。愿家长都能

和孩子一起成长，做智慧父母，

成就幸福的家庭。

《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正式施行——

“持证”上岗 依法带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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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听闻“父母是无需考试就能上岗的职业”，是指身为父母，事前没有准入门槛，事后亦没有考核机制。然而，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元，家庭功能

受损，必将持续产生深远的不利后果。因此，父母作为家庭教育的核心，“持证”上岗势在必行。为推进家庭教育工作，2021年10月23日，十三届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表决通过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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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传统“家事”上升为新

时代的重要“国事”。

今日，《家庭教育促进法》正式施行。自此，“依法带娃”时代揭开帷幕。父母们要如何应对，怎样“依法带娃”，诸多焦虑已悄然进入为人父母的脑

海中。本期，我们将围绕新规条文，解读“依法带娃”之内涵及责任落实之道，以期为广大父母缓解焦虑，安心在带娃的道路上继续奋斗。

●为扭转目前社会中大量存在的“丧偶式育儿”现

象，新规第十七条强调，在家庭教育实施过程中，应共同

参与，发挥父母双方的作用。

●特殊情况下，若未成年的父母分居或离异的，鉴于

父母与子女间的关系，不因父母离婚而消除，父母仍应相

互配合履行家庭教育责任，任何一方不得拒绝或者怠于

履行，且若无法定理由，不得阻碍另一方实施家庭教育。

特殊情形

法律困惑3个

带娃还需
父母双方共同进行2个

●对于父母与孩子及隔辈人共同生活的情形，父母在子女的成长中

并非完全缺位。新规第十四条明确规定了父母与隔辈人在家庭教育过程

中的主次责任关系，原文表述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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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生活的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其他家庭成员应当协

助和配合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实施家庭教育”。由此可见，该

情形下，父母仍应承担家庭教育的主要责任，隔辈人仅协助和配合实施。

●对于父母与孩子长期分离、孩子与隔辈人生活在一起的情形，如外

地务工父母将留守儿童委托给隔辈人代管，新规第二十一条强调，父母应

与隔辈人等被委托人、子女保持联系，定期了解子女学习、生活情况和心理

状况，父母仍为家庭教育实施主体，与被委托人共同履行家庭教育责任。

法律明确规定，父母或其他监

护人应当“承担对未成年人实施家

庭教育的主体责任”，而国家和社会

则要“为家庭教育提供指导、支持和

服务”。家庭教育虽然具有了公共

属性，但其私人性的根本属性没有

变，家庭教育还是父母说了算。

这部法律在一审稿中叫作《家

庭教育法》，二审稿则改为了《家庭

教育促进法》，其实就表明了为家庭

教育立法的核心要义是为父母赋

能，在尊重父母家庭教育自由的基

础之上给予父母最大程度的支持。

因此，家庭教育立法的目的是

要帮助父母，充分尊重父母进行家

庭教育的自主性和自由度。当父母

不知道怎么教育孩子的时候，国家、

社会和学校等为其提供支持和服

务，而不是说要干预父母怎么教育

孩子。

这不是一部规定父母必须做什么以及怎么

做的法律，而是一部社会各界帮助父母做些什

么、减轻父母负担的法律，其具体内容更是将这

份支持和帮助体现得淋漓尽致。

第一章“总则”明确了家庭教育的概念，告

诉家长家庭教育是什么。第二章“家庭责任”明

确了家庭教育的内容和方法，列举了6项内容

和9种方法告诉父母应该怎么开展家庭教育。

注意看这些措辞——“以下列内容为指引”“合

理运用以下方式方法”——体现的都是行为指

引，而非强制性规定。

第三章是“国家支持”，明确规定了政府、司

法机关、妇联等主体的责任，代表国家对家庭教

育的实施提供相应支持。其中一条尤其具有针

对性，即“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加强监督

管理，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

培训负担”。家庭教育为什么实施不好？因为

父母的教育焦虑。这个规定是对“双减”政策的

积极回应，也是通过政府作为来缓解父母的教

育焦虑，为父母更好地实施家庭教育创造良好

的环境和氛围。

第四章是“社会协同”，支持意味也非常强

烈，明确规定了学校、社区、公共文化服务机构、

新闻媒体等社会力量要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

共同为父母提供家庭教育指导服务，让父母在

有育儿困惑时能够得到及时、有效的解决。

这里所说的“家庭暴

力”和父母管教孩子的行

为是两回事，我们要把正

当的教育惩戒和违法的

家庭暴力区分开。

什 么 是 家 庭 暴 力

呢？《反家庭暴力法》作了

非常明确的规定：“本法

所称家庭暴力，是指家庭

成员之间以殴打、捆绑、

残害、限制人身自由以及

经常性谩骂、恐吓等方式

实施的身体、精神等侵害

行为。”

什么是管教孩子的

惩戒行为呢？惩戒是教

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

成长过程中，孩子不免要

犯错，犯了严重错误时，

就需要用惩戒的方式让

孩子学会遵守和适应社

会的要求和准则，从而促

进孩子的社会化。

如此，我们就能把正

当的教育惩戒和违法的

家庭暴力区分开了，先看

下自己是否有这样的行

为，再看下该行为是否对

孩子的生命健康和人格

尊严造成了侵害。

父
母

家事变国事，教育孩
子到底谁说了算？

不
会

这部法律会不会加重父母的
负担？

不
是

防治家暴=父母不
能管教孩子了吗？

父母无暇照顾子女，
导致爷爷奶奶成为带娃主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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