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家教周刊
在这里，见证教育的无限可能……

Education Guide

教育导报
微信号

教育导报网

值班副总编 刘磊 责任编辑 张文博 美编 彭浩然电子版：jydb.scedumedia.com 邮箱：jjzk-2@126.com 电话：028-86110109电子版：jydb.scedumedia.com 邮箱：jjzk-2@126.com 电话：028-86110109 值班副总编 刘磊 编辑 张文博 美编 彭浩然

JYDB

国内统一刊号：ＣＮ５１－００５２ 邮发代号：61－141 2023年12月30日 星期六 今日4版 第130期 总第3895期四川省教育厅主管 四川省教育融媒体中心（四川教育电视台）主办 《教育导报》编辑部出版

家庭教育大事记家庭教育大事记家庭教育大事记家庭教育大事记家庭教育大事记家庭教育大事记家庭教育大事记家庭教育大事记家庭教育大事记家庭教育大事记家庭教育大事记家庭教育大事记家庭教育大事记家庭教育大事记家庭教育大事记家庭教育大事记家庭教育大事记家庭教育大事记家庭教育大事记家庭教育大事记家庭教育大事记家庭教育大事记家庭教育大事记家庭教育大事记家庭教育大事记家庭教育大事记家庭教育大事记家庭教育大事记家庭教育大事记家庭教育大事记家庭教育大事记
四季更迭，岁月弥香。2023，悄然已至年尾。

在曾经的日子里，家庭教育如同静谧的晨露，默默滋润着孩子的心田，却往往在光阴流转中被忽视。然而，随着 2022 年《中华人

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的实施，2023 年一系列关于家庭教育的政策、法例的出台，仿佛给家庭教育揭开了崭新的篇章。

在这新的篇章中，家庭教育如同绚烂的彩虹，被越来越多的人看见、欣赏、珍视。它不再是那个藏在角落里、容易被遗忘

的存在，而是逐渐显现在教育的舞台上，成为孩子们成长的坚实后盾。

人们开始意识到，家庭教育并非是学校教育的附属品，而是孩子人生中的“第一颗纽扣”。家庭的温暖、亲

情的纽带、父母言传身教的力量，都是孩子面对未来挑战的勇气和动力。家庭教育不仅仅是教导知识，更是塑

造性格、培养价值观、陶冶情操的过程。

在这一年里，家长们不再满足于仅仅关注孩子的物质需求，而是更多地思考如何为孩子营造一

个充满爱与智慧的家庭环境。他们开始主动学习家庭教育的方法，努力提升自己的教育能力，希

望能够更好地引导孩子健康成长。

学校也更加重视与家庭的合作，通过各种方式加强与家长的沟通，共

同助力孩子的全面发展。家校共育的理念逐渐深入人心，让教育不再局限

于教室的四壁，而是延伸到家庭的每一个角落。

社会的关注也为家庭教育注入了动力。媒体纷纷报道家

庭教育的最新动态，专家学者热议家庭教育的重要性，相关

政策和项目也纷纷出台，为家庭教育的健康发展提供了有力

保障。

这一切的变化，都让我们看到了家庭教育的蓬

勃生机。曾经“隐形”的家庭教育，在 2023 年得到

了越来越多的重视。这是一个美好的转

变，也是一个充满希望的开

始。让我们共同期待，家

庭教育在 2024 年绽

放 出 更 加 绚 烂

的光彩。

在孩子成长的道路上，学校、家

庭和社会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只

有当这三者紧密结合、协同育人，才

能为孩子创造一个全面发展的良好

环境。学校，是孩子获取知识、培养

能力的地方，他们在这里结交朋友、

发掘潜力，为未来奠定基础；家庭，则

是孩子心灵的港湾，是他们感受爱与

温暖的第一课堂，父母的教育和影

响，往往决定了孩子的人生观和价值

观。

但育人的使命，并不仅仅落在学

校和家庭身上。社会，这个广阔的舞

台，同样担当着重要的角色。社区、

媒体、公共机构等，都是孩子成长的

见证者和参与者，他们提供丰富的资

源，为孩子的全面发展创造条件。

学校、家庭和社会的协同育人，

意味着三者之间的有效沟通和合作，

不仅有助于消除彼此之间的误解和

隔阂，更能形成教育合力，营造一个

有益于青少年成长的环境，让他们在

关爱与支持中茁壮成长。

在这个过程中，每个人都是重要

的参与者。无论是教师、家长还是社

会各界人士，都应该发挥自己的作

用，承担起育人的责任。只有这样，

才能真正实现学校、家庭和社会的协

同育人，为孩子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

未来。

亲子阅读，是一种温馨的家庭教育方

式。在温暖的灯光下，家长与孩子共读一

本书，分享彼此的感悟和体验。这样的时

光，不仅拉近了亲子之间的距离，更让孩

子在潜移默化中感受到了阅读的魅力和

价值。

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很多家长由

于工作忙碌，与孩子的交流越来越少。而

亲子阅读正是一个绝佳的纽带，它让家长

和孩子有共同的话题、共同的体验，让孩

子感受到家长的关爱和陪伴。

同时，亲子阅读也是培养孩子阅读习

惯、提高阅读能力的重要途径。家长通过

与孩子共读，可以引导他们理解故事情

节、感受人物情感，培养他们的观察力、想

象力和语言表达能力。这种家庭教育的

力量，将对孩子的成长产生深远的影响。

《全国青少年学生读书行动实施方

案》强调要充分发挥教育系统优势，推进

学校家庭社会协同开展，意在引导、激励

青少年学生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让每

一个孩子都能在阅读的海洋中畅游，发现

属于自己的知识宝藏。

推进亲子阅读
涵育家庭阅读风尚

2 0 2 3 年 3 月

教育部等八部门印发《全国青

少年学生读书行动实施方案》。

心理健康问题是全社会关注的焦

点问题，而孩子的心理健康更是牵动

着每个家长的心弦。

家庭教育对孩子的心理健康具有

不可替代的作用。该行动计划特别强

调了家庭教育在心理健康教育中的重

要性，提出要建设更多的家庭教育指

导服务站点，为广大家长提供科学、系

统的心理健康教育指导。

倾听是关注孩子心理健康的第一

步。我们要耐心倾听孩子的内心世

界，了解他们的喜怒哀乐。当孩子向

你倾诉时，请放下手中的事情，全神贯

注地倾听，让他们感受到被重视和被

理解。通过倾听，我们可以及时发现

孩子可能存在的心理问题，并给予相

应的引导和帮助。

鼓励是培养孩子积极心理的重要

手段。我们要多给孩子正面的评价和

鼓励，让他们树立自信心。当孩子取

得进步时，及时给予肯定和表扬，激发

他们的积极性和动力。同时，我们也

要教育孩子正确面对失败和挫折，鼓

励他们勇敢地面对困难，培养坚韧不

拔的品质。

此外，良好的

家庭氛围也是孩

子心理健康的关键。家庭是

孩子成长的避风港，也是他们

心灵的栖息地，给孩子营造一个

温馨、和谐的家庭氛围，让他们感受到

家的温暖，是为人父母不可推卸的责

任，相信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的孩子，

内心会更加坚韧和美好。

家庭教育宣传周活动，不仅是家庭教育的

重要宣传平台，更是对家庭教育科学理念的深

入推广。

活动汇聚了家庭、学校、社会等各方力量，

目的在于大力普及《家庭教育促进法》，让更多

的人了解家庭教育的法律地位和重要性。这不

仅有助于提升家长的教育理念，也为家庭教育

提供了法律保障。

在家庭教育宣传周中，各地妇联组织与教

育部门密切合作，开展了一系列丰富多彩的家

庭教育宣传展示和主题实践活动。这些活动形

式多样、内容丰富，旨在引导家长在参与中提

高家庭教育能力，同时培养孩子的好思想、好

品行、好习惯。

活动的开展，不仅有助于提升家长的教育水

平，也为孩子们的健康成长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家庭教育宣传周
聚焦协同育人

2 0 2 3 年 5 月

全国妇联、教育部正式启动2023年全国

家庭教育宣传周活动。

随着社会转型加快，传统家庭结

构和功能发生深刻变化，因家庭教育

缺失引发的问题日益凸显，一些家长

暴露出“教而无方、教而不当”或是“养

而不教、监而不管”等问题，严重影响

了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家庭教育不

力或者疏于管教，是未成年人出现严

重不良行为或者犯罪的重要原因。因

此，开展家庭教育指导工作，提高家长

的育儿水平，势在必行。

家庭教育指导工作的核心是帮助

家长树立正确的家庭教育理念，有了

正确的理念，还需要有合适的教育方

法来落实。教授家长有效的教育方

法，例如正向激励、情感引导、榜样示

范等，可以帮助家长更好地与孩子沟

通，理解孩子的需求，促进孩子的全面

发展。

孩子的成长需要家长的规划，不

仅包括学习方面的规划，也包括人

格、兴趣等方面的培养。家庭教育指

导要引导家长根据孩子的实际情况，

制定合理的成长规划，帮助孩子明确

发展目标，有计划地实现自我发展。

家庭教育指导还要向家长普及相

关的法律法规，明确家长在孩子教育

中的法律责任，包括保障孩子接受义

务教育的权利、尊重孩子的隐私权、

保护孩子的人身安全等。通过法律知

识的普及，提高家长的法律意识，确

保孩子在家庭中得到合法、合理的教

育。

开展家庭教育指导
培养新时期合格家长

2 0 2 3 年 5 月

最高人民法院会同全国妇联联合发布《关于开展家庭教育指导工作的

意见》。

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

互联网已经深入到未成年人的日

常生活中。截至 2023 年 6 月，我

国未成年网民数量近2亿，这一庞

大的数字凸显出未成年人网络保

护的重要性。与此同时，网络诈

骗、网络暴力、网络沉迷等问题

也日益凸显，给未成年人的身心

健康带来了严重威胁。在这样的

背景下，《条例》 的出台无疑为未

成年人网络保护工作提供了有力

的法律支撑。它不仅是法律，更

是家庭、学校和社会共同守护未

成年人健康成长的承诺。

在繁杂的网络世界中，未成年

人如同涉世未深的小船，容易迷失

方向。《条例》如同灯塔，照亮他们前

行的道路，提醒他们什么可为，什么

不可为。它教会孩子们如何在网络

海洋中辨别是非，识别风险，从而做

到自我保护。

同时，《条例》也是一面盾牌，为

孩子们挡住网络世界的阴暗角落，

防止不良信息的侵扰。它保障了未

成年人的个人信息权益，防止他们

在无意识中被网络侵害。

《条例》的出台，意味着国家对

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的重视，也标志

着我们在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方面迈

出了坚实的一步。它不仅为孩子们

提供了一个更加安全、健康的

网络环境，更为他们未来

的成长奠定了坚实的

基础。

营造安全网络环境
为未成年人上网筑牢“防火墙”

2 0 2 3 年 1 0 月

国务院总理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自

2024年1月1日起施行。

家校社协同育人
共塑孩子的美好未来

2 0 2 3 年 1 月

守护心理健康
为孩子心灵撑起“保护伞”

2 0 2 3 年 5 月

教育部等十三部门联合发

布《关于健全学校家庭社会协

同育人机制的意见》。

教育部等十七部门联合印发《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

生心理健康工作专项行动计划（2023—2025年）》。

（本报记者 张文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