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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10月23日，全国人大通过了《家庭教育促进法》。

 2022年10月16日，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两次提到了家庭教育，

纵观我们党的二十次代表大会的历史，这还是第一次。

 2023年1月13日，教育部等13个部门发布了《关于健全学校

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机制的意见》。

二十大报告提到要完善学校管理和教育评价体系，“健全学校、家庭、社会育人机制”；

在第二个板块，也就是文化自信自强、文化建设板块，报告又提到要“加强家庭家教、

家风建设。”



 2020年10月29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通过

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

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明确提出要“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需要“健

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机制”。

 2021年5月21日，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九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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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在工作要求中要求“明确家校社协同责任”。

 2021年10月23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

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中明确提出“家庭教育、

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紧密结合、协调一致”。



没有家庭教育的学校教育和没有学

校教育的家庭教育都不可能完成培

养人这样一个极其细微的任务。

——苏霍姆林斯基

”

“







 家庭教育，是指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为促进未成年人全

面健康成长，对其实施的道德品质、身体素质、生活技

能、文化修养、行为习惯等方面的培育、引导和影响。

——《家庭教育促进法》



尽管这些问题都是在学校里面才浮出

水面，但其根源却不在学校。学校除

了其积极教育和纠正错误的使命外，

从消极意义上说，学校只是孩子早期

家庭教育弊端曝光的实验站而已。

——著名心理学家 阿德勒

”

“







学校——

充分发挥协同育人主导作用



家庭教育是一个特别令人头疼的问题，它

不是在一个机关单位里靠行政关系可以解

决的，也不是在一个公司里靠利益关系可

以解决的。它是在一个家庭里，在家庭和

学校、社会的衔接之中，我们到底靠什么

杠杆来撬动孩子成长的问题。

——李希贵

”

“



如何加强家庭教育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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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愿意上学的一年级孩子
案例

“我想家了，我想妈妈了，我要回家……”

“你们究竟对我儿子做了什么？”





他为何感到学校处处有霸凌？
案例

其实是因为这个爸爸自己胆子较小，觉得生

活中处处充满了不安全的因素，他自己甚至都不

敢单独住在家里。每天回家总是询问孩子“今天有

没有被欺负”之类的话题，最后弄得孩子也是疑神

疑鬼，觉得谁谁都在故意欺负他……



 第一，爸爸要学会勇敢，先让自己变得勇敢起来，遇到事情不再是紧

张害怕防范，而是积极面对。

 第二，引导孩子识别正常的社交与“恶意欺负”之间的区别，包容接纳

生活中的一些碰碰擦擦。

 第三，对孩子回家的“诉苦”不妨“漫不经心”一些，不要太在乎，这样

孩子渐渐也就失去了“诉苦”的兴趣。（当然嘴上淡化，心中还是要关

注，遇到大事时必须及时帮助）

 第四，夫妻间的表达方式是否可以做些调整，遇到问题时是否可以客

观理性地做出判断，而不是那么任性冲动地总是归因到对方身上。

 第五是带着孩子一起强大起来，我建议爸爸能够坚持带儿跑步，希望

能够通过运动让娃变得强壮起来。



600多天的坚持跳绳和跑步，让孩子逐渐产生了对运动的浓厚兴趣，

击剑、棒球、游泳、羽毛球等等运动逐渐都进行了尝试和练习。

随着各种运动量的增加，孩子的身体素质也明显得到了提高，生病的次

数和严重程度也越来越低，近一年来，更是基本没有去过医院（检查视力

除外）。

说到视力，运动对于视力的改善也是大有帮助。从幼儿园起，就检查出

来说是眼睛有点散光，医生的建议就是要么戴眼镜，要么加强户外运动。

现在孩子已经习惯每天在外面玩耍和运动，视力问题也得到了很大改善。

今后，无论是跳绳还是跑步，运动都会成为长期陪伴孩子的好习惯。他

热爱团体运动也能很快适应一门新的运动，这是长期运动习惯带来的正向

反馈。娃正逐渐成长为一名有主见有计划有热爱的小小少年！



家庭是孩子的第一个课堂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

没有父母的成长就不会有孩子的成长

没有父母的改变就不会有孩子的改变



苏霍姆林斯基说，教育首先是人的教育，人

是最高价值，教育学是人学。

教育的目标是怎样培养真正的人，大写的人。

学校教育，学校德育，放在首位的是培养人。



 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紧密结合、协调一致；

——《家庭教育促进法》

 坚持协同配合。发挥学校主导作用，引导家庭、社会增强育

人责任意识，提高对学生道德发展、成长成人的重视程度和

参与度，形成学校、家庭、社会协调一致的育人合力。

——《中小学德育工作指南》



谢谢倾听！
大 咖 零 距 离 尽 在 明 德 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