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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是人生第一所学校，帮孩子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

治家有道

依法带娃
做合格的养育者和陪伴者

今年1月1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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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施行，这标志着我国的家庭教育打开了一个

全新的局面。在法律的支持下，家长履行家庭教育责任不再是可有可

无、随随便便，而是名正言顺、责无旁贷。

家庭教育立法的大背景下，我们该如何做家长？又该在哪些方面转

变，以适应新形势，在助力孩子成长的道路上做一名合格的养育者、陪

伴者？

前不久，本报邀请了部分专家和家长对《家庭教育促进法》进行了

解读，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一位家庭教育指导师、教育研究者结合从

事家庭教育工作20年来的经验和案例，以及自己在养育两个孩子过程

中的心得，对《家庭教育促进法》的理解。

■ 王莉

家长A是某家大型企业的总经理，事

业干得风生水起，工作十分繁忙。他和妻

子都在企业里负责管理工作，平时甚至就

住在公司附近的宿舍里，经常不回家。他

们的两个孩子和老人住在郊区的别墅里，

由老人和保姆接送上下学。说他们不爱孩

子吧，他们舍得给孩子选择学费昂贵的国

际学校，还专门为孩子在学校旁边买了别

墅，还雇了两个保姆照顾孩子的饮食起

居。说他们爱孩子吧，他们好像又不舍得

为孩子花时间和精力，亲力亲为去陪伴孩

子。

当家长A找到我的时候，他们正处于

青春期儿子已经叛逆得不行，生活挥霍无

度，和家长一开口就要钱，一说话就吵

架；读小学的女儿每天浓妆艳抹，心思都

花在了打扮上。家长A这才发现问题的严

重性。当我指出，父母的长期缺位导致家

庭教育缺失，父母只知道投入金钱导致孩

子和父母的感情淡薄、听不进父母的任何

意见时，家长A如梦初醒，追悔莫及。

家长 A 的案例反映了不少家长的误

区：“我爱孩子，愿意为了孩子累死累活地

工作，而且把所有钱都花在孩子身上，不

是已经尽心尽力做家长了吗？”其实不然，

家长与孩子之间不是付出与索取的关系，

亲子关系是活生生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而且是父母与孩子之间的非常重要的、无

法取代的亲密关系、情感关系，不是冷冰

冰的金钱能维系的。每一份亲密关系想要

经营好，都需要付出时间和精力，用真情

去浇灌。尤其对成长中的孩子而言，父母

是孩子最亲密的人，孩子的安全感牢不

牢、亲密感好不好、自信心足不足，不取

决于家长给的金钱多少，而是取决于家长

给予他多少真诚的陪伴与教导、耐心的鼓

励与指引、由衷的欣赏与接纳……而这一

切，都不能交给学校、老师、老人来代劳。

家长A的错误恰恰在于为孩子付出金

钱后就以为尽到了责任，把孩子交给老师

和老人就万事大吉了。殊不知，家庭教育

的主体责任人是父母，父母才是孩子的第

一任老师。老师负责学校教育，老人只是

帮忙“隔代助育”，谁都不能替代父母行使

家庭教育的主要责任。国家近年来出台了

一系列有关家庭教育的法律、法规、政

策，如《家庭教育促进法》、《关于进一步

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的实施意见》、《关

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

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等，都对父母的

责任进行了强调。作为家长，我们责无旁

贷。

一些家长会发出“家庭教育立法是增

加家庭的负担。”“教育的功能不是已经从

家庭外移出来由学校承担了吗？”等疑问，

这恰恰因为是缺乏对家庭教育的责任意

识，缺乏对家长的角色认知。家庭教育是

人生三大教育支柱之一，而且是学校教育

和社会教育的基础。家庭教育与学校教

育、社会教育一样重要。无论社会如何发

展、时代如何变化，父母永远是孩子的第

一责任人。恰如《家庭教育促进法》第四

条所说：“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

负责实施家庭教育。国家和社会为家庭教

育提供指导、支持和服务。”

然而，目前仍然有小部分家长把孩子

交给学校后就当起了“甩手掌柜”，似乎

孩子的教育只是学校的责任。这样的做法

是推卸责任的行为，而且混淆了学校教育

与家庭教育的边界。学校教育有学校教育

的职责，家庭教育有家庭教育的功能，二

者缺一不可，并且应该形成优势互补。学

校是孩子获取知识、养成品格、形成能力

的主要场所。教师通过言传身教，传授给

孩子知识和技能，并在潜移默化中帮助孩

子树立正确的品格。家庭是孩子身体发育

和精神成长的港湾，我认为，家庭教育的

本质是父母和孩子一起成长，家长的本职

是当好孩子身体成长和精神成长的引领者

和支持者，家长的本分是保证孩子身心健

康。

童年经历影响一生，童年时期的家庭

生活影响一生。家庭教育的水平与质量往

往影响着社会教育的环境生态，良好的家

庭教育能促进学校教育的优质发展，也能

促进社会教育的改革提升。此次《家庭教

育促进法》的颁布与实施，对唤醒家长责

任意识、提高家庭教育质量、改善教育环

境、回归教育本质，都具有划时代的现实

与历史意义。所以，在家庭教育立法的大

背景下，家长有必要提升对家庭教育的责

任意识，这是深刻理解并有效执行《家庭

教育促进法》的前提和基础。

家长C比起家长A和家长B，那可是“段位”

高多了。既知道陪伴孩子不能只花钱，也知道

教育孩子花了时间、精力但不能只盯着成绩不

放。他很负责任地担起父教的担子，陪伴儿子

运动、阅读，但是孩子读五年级了，11岁，青春期

的叛逆反应还是很大。家长C找我诉苦：自己

既要赚钱养家，下班了又全心全意陪伴儿子成

长，怎么还是和孩子冲突频发呢？

我首先肯定了家长 C 的做法，他对孩子还

是比较尽心的，也善于陪伴孩子。同时告诉他，

孩子慢慢长大，尤其进入青春期后，需要家长与

时俱进，调整对待孩子的方式方法，学习一些心

理学知识，营造更好的家庭环境来促进孩子成

长。因此，家长需要改变思路，爱学习、有行动，

才能和孩子共同成长。

就像《家庭教育促进法》第十五条所说：“未

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及其他家庭成员

应当注重家庭建设，培育积极健康的家庭文化，

树立和传承优良家风，弘扬中华民族家庭美德，

共同构建文明、和睦的家庭关系，为未成年人健

康成长营造良好的家庭环境。”家庭氛围好了，

亲子关系才好；亲子关系好了，孩子对父母才有

亲近感、信任感、认同感，才能接受家长的意见

和指导，才能较少发生冲突。在一个经常发生

亲子矛盾的家庭里，孩子是很难身心健康地成

长的。

那么，家长应该如何提升对亲子关系的处

理能力呢？《家庭教育促进法》第十七条给出了

很详细、具体的指引：“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

他监护人实施家庭教育，应当关注未成年人的

生理、心理、智力发展状况，尊重其参与相关家

庭事务和发表意见的权利，合理运用以下方式

方法：（一）亲自养育，加强亲子陪伴；（二）共同

参与，发挥父母双方的作用；（三）相机而教，寓

教于日常生活之中；（四）潜移默化，言传与身教

相结合；（五）严慈相济，关心爱护与严格要求并

重；（六）尊重差异，根据年龄和个性特点进行科

学引导；（七）平等交流，予以尊重、理解和鼓励；

（八）相互促进，父母与子女共同成长；（九）其他

有益于未成年人全面发展、健康成长的方式方

法。”

其中，第五点强调严慈并重，不可偏颇；第

六点强调个性化引导，要因材施教、因龄施教；

第七点强调平等尊重；第八点强调父母要与孩

子共同成长；第九点强调打开思路，创新方法，

不断探索……这几点都可以给家长 C以启发：

家长应以变应变，以崭新的思维、全新的眼光去

看待变化中的孩子；还要提前去深入了解青春

期孩子的各种生理、心理特点；并且要针对自己

家孩子的性格特点等个性因素，去读懂孩子，因

为，同样是青春期，各家孩子的表现可能迥然不

同。“因材施教”在青春期里或许会显得更加必

要而迫切。如果家长仍然用以前的方式对待成

长中孩子，仍然刻舟求剑地去要求孩子，必然引

发频繁的亲子冲突。

家庭教育的本质就是家长和孩子一起成

长。让我们一起努力，借助《家庭教育促进法》

的东风，提升自己、促进自己，在成长路上成为

孩子的良师益友，做合格的家长。

（作者系文质教育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家庭

教育指导师、生命化教育与儿童阅读推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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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B是一位全心全意扑在孩子身上

的妈妈，她甚至为了孩子的学习，毅然决

然放弃了自己企业高管的高薪职位，在孩

子进入初中这一年当起了全职妈妈。她的

想法是这样的：孩子读初中了，学习成绩

非常重要，自己宁肯放弃工作，也要帮助

孩子提高学习成绩。只要孩子分数上去

了，考个好高中就等于踏进了好大学，自

己少赚点钱也心甘情愿。

家长 B 似乎比家长 A 对家庭教育的理

解要多一些，至少知道家庭教育不只是投

入金钱，还需要投入时间、精力。因此她

放弃了工作，甘当孩子的“陪读”。按她

的想法，孩子应该学习成绩大大提高才

是。可是读初中的女儿似乎对她的“无处

不在”“无微不至”很反感。她越盯着孩

子，孩子越不爱学习。她辞职半年来，孩

子的学习反而退步了。家长B百思不得其

解，自己为孩子舍弃了工作，却吃力不讨

好。

那么，家长B到底错在哪里呢？她明

白家庭教育的主体责任人是父母，父母才

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但是她错在误以为

家庭教育只需要管孩子的分数和现在，至

于将来孩子的身体状况、心理、情绪怎么

样，那都等以后再说。

孩子正处于长身体的阶段，天天被妈

妈盯着只能围着学习转，那肯定要出问题

啊。就像家长B的女儿，才读初一已经开

始厌学了，天天嚷着不肯去上学，也没时

间锻炼身体，12 岁的女孩已经胖至 130

斤，眼睛高度近视，心理状况堪忧，这些

都和家长B的急功近利不无关系。她一心

只想让孩子初中阶段拼尽全力考个好高

中，不让孩子有空闲，不让孩子交友、运

动、劳动，结果逼出了孩子的抑郁症，得

不偿失。

孩子虽小，但却是一个独立的生命个

体，有他们自己独特的成长周期和个性特

征。就像我们种的花草一样，只有在春天

播种，在夏天劳作，秋天才能有所收获。

家长不能急功近利，不能苛求立竿见影。

就像 《家庭教育促进法》 第五条所说：

“家庭教育应当符合以下要求：（一） 尊重

未 成 年 人 身 心 发 展 规 律 和 个 体 差 异 ；

（二） 尊重未成年人人格尊严，保护未成

年人隐私权和个人信息，保障未成年人合

法权益；（三） 遵循家庭教育特点，贯彻

科学的家庭教育理念和方法；（四） 家庭

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紧密结合、协

调一致；（五） 结合实际情况采取灵活多

样的措施。”

家长B的做法显然没有尊重未成年人

身心发展规律和个体差异，也没有遵循科

学的家庭教育理念和方法，对孩子只要分

数不要健康，只看现在不要未来，这只会

害了孩子。《家庭教育促进法》第五条所说

的这些要求都是在唤醒家长摒弃功利心、

攀比心、急躁心，提升家长对儿童、对生

命的理解能力，要从“儿童视角”与“儿

童立场”去了解儿童、理解儿童、尊重儿

童。家长B如果不那么苛求孩子，陪伴孩

子学习之余，多陪伴孩子运动、休闲、谈

心，应该是可以改善孩子的身心状态的。

孩子需要的是我们的爱、理解和宽容，需

要的是我们给予的温暖、倾听、共情。当

父母放下冷冰冰的工业化思维或企业管理

思维，放下对孩子功成名就的志在必得的

执念，真实地看见孩子、真诚地回应孩

子，那么，一段和谐的家庭教育旅程就徐

徐拉开了序幕。

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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