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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教评论 

 

发挥好家庭教育的特殊作用 
 

浙江省义乌市教育研修院教师  金佩庆 
 

    媒体报道，《江苏省家庭教育促进条例》日前获通过并将于今年 6 月 1 日起施行。记得在去

年 11 月份，该条例草案在初次审议时就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经过广泛征求社会各方意见和反

复修改完善，该条例于今得以“顺产”落地并将付诸实施。 

    该条例的亮点之一，是明确提出了地方政府在促进家庭教育健康发展中的责任。具体包括由

教育部门、妇联共同承担推进家庭教育工作职责；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将家庭教育事业列

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组织制定家庭教育工作专项规划，并将家庭教育工作纳入年度工作

督查、考核体系，对家庭教育实施情况进行检查和评估；家庭教育工作经费纳入地方政府本级财

政预算等。 

    地方政府促进家庭教育的条例能够率先在江苏省出台并非偶然。江苏省是我国教育事业较为

发达的省份之一，教育现代化总体水平较高。据了解，在苏南的部分县市，几年前就已经有地方

政府开展推进家庭教育的实验。通过试点，地方政府对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的规划、家庭教育指导

大纲和服务标准的制定、家庭教育指导的师资队伍、家庭教育指导机构的设置以及家庭教育信息

化共享服务平台的建设等诸多方面都取得了不少的经验。 

    家庭是人生的第一个课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孩子们从牙牙学语起就开始接受家教，

有什么样的家教，就有什么样的人。因此，家长应该担负起教育后代的责任。家长特别是父母对

子女的影响很大，往往可以影响一个人的一生。《江苏省家庭教育促进条例》的出台，有助于父

母把立德树人放在首位，树立科学的教育理念，主动学习正确的、适合自己孩子的教育方法。对

于促进全社会关注家庭教育，营造家庭教育的良好氛围具有积极意义。 

    尽管人人具有做父母的权利，但现代家庭教育理论告诉我们，教育孩子绝不是一件无师自通

的事情，是一门科学。一旦为人父母，就要加强学习与孩子共成长。过去，我们在分析家庭层面

发生的惨痛事件，总结经验教训时，习惯于把教育问题、把促进青少年健康成长更多地归责于学

校。虽然也强调要重视家庭教育，但更多的是侧重于如何去配合学校教育。教育问题、青少年素

质的提升是一个系统工程，家庭教育具有独立地位与特殊作用。在这个系统工程中，家庭教育不

仅不能缺席，更要摆正位置，科学实施。 

    很显然，地方政府对家庭教育开展指导、服务，在提高家庭教育的质量与水平上具有显著优

势。《江苏省家庭教育促进条例》的出台，强化了地方政府在家庭教育、社会教育中的重要地位

和主体作用的认识，是政府履行公共服务职能的具体体现，更是时代的呼唤。 

    当然，十年树木，百年树人。面对教育的滞后效应，地方政府除了有决策的智慧和勇气，增

加纳入本级财政预算的家庭教育工作经费，还要耐得住寂寞，持之以恒，久久为功，不能急于量

化投入产出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