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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孩子在广场上玩，广场上人很多，

或走或停，享受着一天中难得的休闲时

光。临水的广场中央最热闹，聚集了很

多小孩子，追逐打闹，欢呼迭起。我的大

宝和小宝也在其中，我任他们自由放飞，

享受片刻的轻松。

可不一会儿，大宝哭着跑来了。问

他怎么了？他却说不出来，哭得更起劲，

委屈得不行。再三追问，原来是那些男

孩子不带他玩。

我观察了一下那群小朋友，其中有一

个是领头的，大概上二年级的样子，其他

的孩子明显比他小，个头小，年纪也小，大

多是上幼儿园的小朋友。这个领头的孩

子凭借身高和年龄优势，在小伙伴中很有

号召力。我听他正在吩咐：这边谁和谁带

枪，那边谁和谁带刀。这枪和刀都是木质

的、塑料的，不具有伤害性。男孩子都喜

欢舞枪弄棒，玩得不亦乐乎。

大宝作为一个后来者，黏合度不

够。可能他也比较喜欢做主，现在的孩

子自我意识都比较强。他参与其中，想

按自己的方式玩，惹恼了那个领头的大

哥哥，大哥哥便带着大家不和他玩。被

孤立的大宝很委屈，没人和他玩，他一个

人站在旁边，落单的滋味太难受了。

我看着大宝委屈的神情，想去帮帮

他。作为一个成人，我又清楚不能直接

参与到小朋友的纠纷中。孩子间的矛盾

要由孩子自己去解决，大人不能搅和。

解决问题也是成长的台阶。大宝暑假之

后，就要成为一名小学生了，成长路上，

类似的问题多如牛毛，如何化解是他必

须要掌握的技能。作为家长，所要做的

就是如何在他自己解决问题的时候托一

把，让他顺利处理，收获成就感，得到成

长认同。

我站在旁边观察了好一阵，男孩们

的游戏方式无非就是一阵猛追，释放身

上过剩的能量。这种自发游戏停留在低

级阶段，没有引领，趣味不足。我给大宝

出了一个主意，我让他就地取材，以广场

上铺的正方形地砖为格子，让大宝和小

宝比赛立定跳远。他俩比赛的时候，每

次大宝努力地超过了小宝，或者小宝超

过了大宝，我都给他们鼓掌。两个孩子

也越跳越有劲，尤其大宝，因为大一些，

获胜的机会多，越跳越有劲，差不多快忘

了别的小孩不带他玩的失落。

就在这时候，那一群追逐打闹的小

朋友被这边的趣味赛吸引，觉得那样简

单的追逐不好玩，转过来，想跟着大宝小

宝一起比赛跳远。

凡是想参加进来的小朋友，我都让

他征求大宝的意见，大宝同意，就加入。

跳得远的孩子，还有小奖励——一块奶

片，是大宝小宝出来玩带的小零食。这

样一来，大家的积极性非常高。

很快，那五六个男孩子，除了领头的

那个，其他孩子都给吸引来了。那个孩

子也很识趣，看见这边的人越来越多，这

个游戏又很好玩，他也想加入其中。

坚持了一会儿，他终于走了过来，主

动跟大宝道歉：“小弟弟，对不起，刚才我

不应该不带你玩。”大宝有些吃惊，他不

知道怎么回答，愣在那里，脸上还有点难

为情。大男孩又说：“小弟弟，你现在可

不可以带我一起玩？”剧情大反转，我在

旁边都忍不住偷笑。

男孩这么一说，大宝感觉之前所受

的委屈烟消云散，他的脸色活泛起来，看

得出他很高兴，连忙点头：“嗯，可以。”他

还飞奔过来套着我的耳朵告诉我：“那个

小哥哥跟我道歉了，他要参加我们。”我

也开心地笑了，终于帮孩子搬走了心里

的一块大石头。

在这个广场上，我见过很多因为孩

子之间的摩擦引发大人之间纠纷的情

形。见过一个护孩子的爸爸要打另外一

个护孩子的妈妈，还见过两个孩子因为

抢玩具推拉，其中一个孩子的爷爷打了

另外一个孩子外公的头，双方都去了派

出所。

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伴随人的一

生。孩子之间的摩擦很正常，家长关爱

自己的孩子也是情理之中的。当孩子跟

小伙伴之间起了摩擦，处于被排斥、被孤

立、被边缘化的情况下，大人不当回事不

对。但保护孩子的方式不是赤膊上阵，

更不是超前参与，应该想办法让孩子自

己去淡化这样的矛盾，不沉溺委屈，学会

另辟蹊径，寻求自得其乐的方式。自我

沸腾也是一种本领，说不定把那个不带

你玩的小朋友也吸引过来了，壮大了自

己的队伍。

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减少一切

对立的力量。成人的世界是这样，孩子

的世界也是这样。

学会自我沸腾学会自我沸腾
■ 王晓

助力“依法带娃”
让家庭教育指导更专业

家庭教育在儿童青少年的成长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教育要在家庭生活中高质量发生，必须要有更科学、更专业
的观念。家庭教育指导是推进家校社协同育人，构建促进儿童青少年健康成长教育生态的根本前提，加强家庭教育指导
服务体系的建设，提升教师的家庭教育指导能力至关重要。

6月29日，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第二届家庭教育论坛暨四川省首届中小幼家庭教育工作论坛上，北京师范大学儿
童家庭教育研究中心主任、教育部基础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家庭教育指导专委会秘书长边玉芳基于课题实证研究，对家
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建设的现状做了详细分析，并对下一步科学建设提出了建议，为中小学、幼儿园建设家庭教育指导
服务体系提供了专业引领。

■ 本报记者 周睿

家校社协同育人，其中

“育人”是核心、“协同”是关

键、“机制”是保障。“目前，我

国家庭教育还存在着一些问

题，迫切需要给予指导，需要

在政府统筹的基础上，发挥

教育行政部门、妇联等部门

的作用，建立起覆盖城乡的

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让

家庭教育指导服务走向科学

化、规范化、法治化。”边玉芳

说。

由边玉芳主持的国家社

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新时

代我国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

系构建研究”课题，从2020年

4月开始，历时3年，在全国9

个省份开展了大规模、多主

体、覆盖东中西部和城乡地

区的现状调研。调研成果呈

现出我国家庭教育指导服务

体系的建设现状以及亟待解

决的问题。

其 中 几 个 重 点 值 得 关

注。比如，家长接受家庭教

育指导服务的现状，调查显

示，有8成家长在开展家庭教

育时会碰到困难，希望接受

指导，而现状却是家长自己

探索和经验交流依然是当前

解决家庭教育问题的主要方

式；94%的中小学、幼儿园家长表示愿

意或非常愿意接受社区或者学校提供

的家庭教育指导，但 3 成左右的家长

却没有接受过家庭教育指导。与此相

对应的是，在家庭教育指导者队伍的

储备和专业化方面，有38.1%的中小学

校表示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人员的数量

完全不能满足和不太能满足相关工作

的要求，更有 90%以上学校认为指导

人员的专业性还不能满足相关工作需

要。社区也面临同样的情况。

“我们的服务内容和途径还没有

完全满足家庭的现实需求，职责分明、

统筹合作的管理运行机制尚未形成，

特别是服务队伍的专业化建设尚待加

强，保障体系经费不足、不均的困境仍

普遍存在，专项督导评估欠缺。”边玉

芳说，构建覆盖城乡的家庭教育指导

服务体系，无论是在研究还是实践上，

依然任重而道远。

针对这样的现状，边玉芳给出了

一些建议。首先，完善家庭教育指导

服务供给，打通指导服务的“最后一公

里”，巩固和发展学校和社区的家庭教

育服务阵地建设，持续加强社会渠道

的服务管理；其次，强化家长在家庭教

育中的主体责任，让家长自觉学习家

庭教育知识，掌握科学的家庭教育方

法，转变育人观念，增强家庭教育能

力；第三，吸收多方力量，发展壮大人

员队伍，加强专业人才培养，指导服务

培训监管，夯实人才基础，提升队伍专

业化水平；第四，重视开发符合儿童青

少年身心发展特点和教育规律的指导

服务内容，及时了解家长的

需求，选择适合家长参

与的活动方式，增加

指导服务的科学

性。

家庭教育在很多人看来是一

个私人领域的东西，因为每个家

庭的需求不一样，每个孩子的成

长也不一样，在开展家庭教育指

导服务时，个案使用不能泛化，有

针对性的指导才能发挥作用。

课题组的调查结果显示，在

“你接受过的学校的家庭教育服

务有没有帮助”一问中，4 成家长

表示几乎没有或只有一些帮助。

可见，学校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

专业化水平有待加强，这也是未

来我国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建

设的重点任务。

专业化水平如何提升？首先

是人员的专业化，要避免家庭教

育指导人员良莠不齐的问题。其

次是内容的专业化，在面对具体

的问题时，要由浅入深开展指导，

要思考现象背后深层次的原因。

然后还需要管理的专业化以及保

障制度的专业化。

以“如何让学校家庭教育指

导服务更有效”为例，边玉芳抛

出问题：影响学校家庭教育指导

服务有效性最重要的因素是什

么？课题研究得出的结果很有意

思，答案不是大家普遍认为的

“开展指导服务的次数太少”“领

导不够重视”“家长素质不高”

等，而是“家长参与家庭教育指

导服务的意愿”。一部分真正需

要接受家庭教育指导的家长，却

不愿意参与家庭教育指导服务，

这直接影响了服务的有效性。究

其原因，边玉芳认为，这部分家

长常常面临更多的家庭教育挑

战，问题比较复杂化，对指导服

务的需求更大，要求也更高，如

果学校老师自身的专业性不够，

指导“不解渴”，长此以往便会

“打击”这类家长接受指导服务

的积极性，从而陷入“恶性循

环”——越需要指导的人越没有

得到适合的指导服务。

接受指导服务意愿更强的家

长，参与相关活动的积极性更高，

也更愿意在实践中尝试和改变。

那么，怎样增强家长接受家庭教

育指导服务的意愿呢？边玉芳认

为，应结合家长面临的挑战及需

求分类施策，提供深入的、个性化

的指导服务，增强学校家庭教育

指导服务的针对性。

值得注意的是，学校的家庭

教育指导服务活动的形式和途径

并非越多越好。目前，很多学校

开展了家庭教育指导服务活动，

却给家长带来了额外的负担，也

给教师增加了很多教学量，活动

有效性“大打折扣”。学校应区

分不同对象，针对不同类型家庭

开展服务相应的家庭教育指导服

务，例如，留守儿童家庭更需要

“代理家长”的培训和指导，而

流动儿童家庭更需要社会融合指

导。

“家庭教育有原则、有规律、

有方法、有基本准则，但没有标准

答案。指导服务工作最大的价值

在于它的切实效果。”边玉芳说。

因此，我们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

一定要由粗放式、“凭经验”管理

转向规范化、专业化管理，关注指

导服务的有效性，关注影响指导

服务有效性的因素。

“要实现学校教育的目标，必

须得到家庭教育的支持和配合。”

边玉芳说，家庭教育指导是家校

合作的重要部分，也是现代学校

制度建设的重要部分。帮助家长

提升家庭教育能力，学校具有任

何其他机构所不具备的优势，提

供家庭教育指导也已成为学校的

法定职责。

学校主导是形成家校教育合

力必不可少的重要一环。边玉芳

强调，学校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加强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不是额外

的任务，它不仅仅是为了家长，也

是学校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必须。

孩子社会情感能力培养的种种问

题，其实都跟家庭有很大的关系，

取得家长的信任，帮助家长提升家

庭教育能力，让家委会发挥出应有

的作用，能更好地助力学校教育。

如何发挥学校的主导作用？

边玉芳给学校支招，在明确学校

职责，充分发挥学校对家庭教育

指导的主渠道作用之外，还需加

强“家本化”的关怀，增加指导服

务的实效性，对不同家庭结构、不

同家庭类型、孩子面临不同问题

的家长开展不同内容、不同形式

的分类指导。学校要定期调研和

了解家长需求，设计家庭的分层

指导内容，充分关照家长的实际

需求。面对家长普遍的需求，可

以开设普设性、面向集体的家庭

教育指导服务内容；对具有特殊

需求的家长和家庭，可以开展家

长自助式的学习生态圈、家长一

对一咨询等活动。另外，同样的

问题背后的原因不一样，这也需

要分类的指导。

比如，边玉芳的团队曾在杭

州的一个区域对学习成绩不良的

孩子开展了为期3年的追踪研究，

经过数据分析发现，学习成绩不

良的原因主要有三种类别，除了

我们常关注到的认知水平不足型

和学习投入不足型，还有一类是

感受信任不足型，来自家长的信

任、同伴的信任不足，孩子也会出

现学习成绩不良的情况。对这类

孩子，提升学习成绩的关键得从

改善孩子的感受入手。

学校的家庭教育指导活动也

需优创，要“少而精”，以质量优

先，以点带面，避免流于形式，实

现指导服务从“多样化为要”到

“内容为王”“质量为重”的转变。

学校可以探索新型家庭教育指导

形式，采取“互联网+家庭教育”的

方式，增加家长接受指导服务的

便捷性。

学校主导，形成家校一体的教育合力

无论是对老师和社区家庭教

育指导者提问：“你觉得家长最需

要接受的家庭教育指导是什么？”

还是对家长提问：“你认为你最想

接受的家庭教育指导是什么？”答

案都是一致的——孩子的心理健

康问题。提升家长的心理健康教

育能力将成为未来一段时间家庭

教育指导服务的重点。

近年来，家长和孩子对心理

健康指导服务的需求都在增加，

而孩子的心理健康问题几乎都跟

家庭有关，要解决问题，必须给予

家长科学的指导。

边玉芳指出，影响孩子心理

健康的因素是多元的，家庭环境

和家庭教育、早期教育、学校中的

经历、生活事件与心理应激、自身

的气质和性格特征等都可能影响

孩子的心理健康。其中，家庭风

险对孩子的主观幸福感的效应最

突出。只有通过家校合作，对家

长的心理健康教育水平赋能，才

能提升儿童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水

平。

如何赋能？边玉芳给出了三

个可行性建议：

第一，帮助家长为孩子创造

良好的成长环境。比如给孩子营

造丰富多彩的学习、生活，让孩子

充分感受日常生活的美好；学会

亲子沟通，进行高质量陪伴，提升

亲子关系质量；发现孩子的潜能，

帮助孩子找到努力的方向；做好

自己，家长要学会调整自己的情

绪，让孩子心理更健康。

第二，帮助家长学会观察孩

子的心理健康状况，当孩子出现

心理方面的“反常”行为时，及时

与学校沟通，阻断学生心理问题

的进一步严重化。

第三，帮助家长学会接纳孩

子的情绪，接纳孩子出现的心理

问题，当孩子需要就医吃药时不

产生“病耻感”。现在很多区域和

学校都会开展心理健康筛选测

评，这很重要也很必要，但更重要

的是家长要自己学会观察孩子，

觉知孩子的问题并接纳孩子的情

绪。“我们每个人都会伤风感冒，

也都有快乐和不快乐的时光，只

要好好地去调整，病总有治愈的

时候。”边玉芳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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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化+针对性，家庭教育指导服务重在“分类施策”

心理健康，是未来家庭教育指导的重中之重

热线:（028）86110109
邮箱: jjzk-2@126.com
热线:（028）86110109
邮箱: jjzk-2@126.com

助力助力““依法带娃依法带娃””
让家庭教育指导更专业让家庭教育指导更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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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主导，形成家校一体的教育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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