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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919年，鲁迅先生在《随感录二十五》一文的最后，有这么一段发人深省的话：“前清末年，某省初
开师范学堂的时候，有一位老先生听了，很为诧异，便发愤说：‘师何以还须受教，如此看来，还该
有父范学堂了！
’这位老先生，便以为父的资格，只要能生。
能生这件事，自然便会，何须受教呢？
却不知中国现在，正须父范学堂；这位先生便须编入初等第一年级。
因为我们中国所多的是孩子之父；所以以后是只要‘人’之父！
”鲁迅先生早在20世纪之初，就敏锐地觉察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第一次明确提出：要由“只会生不
会教”的“孩子之父”转变为“会生育会教育”的“人”之父。
也就是说，要使做父母的实现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转变，彻底改变家庭教育的盲目和随
意状态。
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就得开办“父范学堂”，对父母进行教育和培训。
20世纪40年代，当时的教育部就颁布过《推行家庭教育办法》，也在一些地区进行过实验，但由于当
时还处于战争时期，并没有广泛推广开来。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发展学校教育，再加上极左思潮的影响，家庭教育没有得到应有
的重视，家长的教育和培训也没有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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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家庭被喻为人生的第一所学校，家长被称为孩子的第一任老师。
忽视了家庭教育功能与家长作用的教育事业注定问题丛生。
在教育发展的多种体制并存与不同阶层教育要求多元化的现实面前，家庭对子女优质教育的强烈需求
将会使我们的教育决策者、施教者、合作者重新审视现代教育的目标与内涵，因为今天的家长在激烈
竞争的社会中正强化自身的学校教育参与者、评价者、监督者或某种体制教育机构持份(股)者的角色
。
因此，为各级各类专门教育机构受教育学生的家长提供有效的教育知识与资源支持，无疑会优化我们
的学校教育及整个教育事业。
    家庭教育是针对每一位家庭成员认知家庭、构建幸福家庭生活的必要手段与活动。
作为针对为人父母者及其长辈的亲职教育(即家长教育)，是家庭教育诸多职能中最为重要的职能。
这个职能的高低，将决定后代的发展水平和家族的生命质量。
而学校等专门教育机构，让学生的家长掌握必需的教育知识，会使双方受益，从而形成合力：反之，
家庭只会成为学校教育发展的阻力。
这已在中外教育发展历程中得到充分验证，并达成共识。
因此，从法律与政策上确立家长教育在国家教育发展规划中的地位与作用，是中国教育获得突破性发
展的重要一环。
    本书从多个层面论证了开展家长教育的现代意义，以全新的角度尝试建立现代家长教育理论体系；
指出学校教育离不开家长的支持，同样，家庭教育也需要学校的指导，因此要提升现代家长的素质与
参与学校教育的层次，发挥家长教育的奠基作用，从而实现教育一体化，发挥教育的整体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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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中国教育学会家庭教育专业委员会成立于2004年月11月，工作任务是按照党和国家全面推进素质教育
的方针，依据教育是一个系统工程的思想，开展家庭教育研究与教学，指导家庭与学校合作，传播科
学的家庭教育知识与方法，促进社会主义家庭文明建设。
成立几年来，以课题引导学术研究，以实践指导带动普及提高，先后举办“加强家庭教育学科建设”
研讨会、“中国家庭教育论坛”、“大众传媒与家庭教育”、“青春期中小学生家庭教育研讨会”等
学术会议。
促进两岸学术交流，已成功举办十余届海峡两岸家庭教育学术研讨会。
开展国际间的交流，先后与美国、韩国等同行举办学术研讨会，并开展合作。

服务亿万家庭，提高家长素质，促进家庭和谐，是家庭教育专业委员会的工作目标与任务。
专委会倡导家庭与学校合作的教育理念，多次组织专家、学者在全国各地义务演讲，指导家庭教育。
所组织的百名专家进农村、赴革命老区沂蒙山区的家校行教育活动，均产生了极大的社会影响。

家庭教育专业委员会下设机构有秘书处、学术研究部（组织年度学术论坛，家长教育体系“十一五”
课题研究 ）、普及推广部（家庭教育专家团、农村家庭教育推广工程）、实验基地管理部（家庭教育
指导建设、家校合作优化工程）、教育培训部（筹办中国家长学院、家庭教育硕士课程班）、国际合
作部（爱家美国行、年度两岸家庭教育研讨会、中墨家族交流活动）、中国家庭教育杂志社（中国家
庭教育专业网、家教指南杂志）、网络家庭教育中心（中国家长教育网、全国网上家长学校联盟）。

中国教育学会家庭教育专业委员会理事长赵忠心，副理事长李洪曾、谭虎、王大龙、熊少严、赵刚，
秘书长赵刚。
秘书处设在长春市东北师范大学内国家基础教育实验中心，邮编：130024，电话：（0431）85690981，
电子信箱：jjzn@nen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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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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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我国港、澳、台地区的家长教育与家校合作  第一节 美国的家长教育与家校合作  第二节 英国的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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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节 澳门地区的家长教育与家校合作  第九节 台湾地区的家长教育与家校合作第四章 家庭教育的专
题指导第五章 各种类型家庭的家长教育第六章 家长参与学校教育：教育发展的必需第七章 促进家庭
、学校、社会教育的融合与优化第八章 构建有效的中国家庭教育管理体制第九章 推进中国家庭教育
的立法进程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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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高峰在其所著的《学校家长工作》中就论述了学校家长工作的任务：一、宣传党和国家的教育
方针、政策和法规，明确家庭教育的目标，使家长树立“为国教子”的正确观念；二、传授科学知识
与技能，提高家庭教育水平；三、沟通学校与家庭、社会的联系；四、充分调动家长教育子女的积极
性。
实际上，我国传统的学校家长工作途径如家长会、家访、校访等，都能对家长在家庭教育方面提供一
定的指导。
虽然以前政府在不同的文件、法规中都表达过类似的思想：教育需要学校、家庭、社会之间的互相配
合，但是从未明确地将家庭教育和家长教育单独提出来。
1991年3月，中国政府签署《儿童生存、保护和发展世界宣言》和《执行九十年代儿童生存、保护和发
展世界宣言行动计划》之后，我国政府颁布了《九十年代中国儿童发展规划纲要》（以下简称《纲要
》），在“九十年代我国儿童生存、保护和发展的主要目标”中明确规定：“使90％儿童（14岁以下
）的家长不同程度地掌握保育、教育儿童的知识”。
在“策略与措施”部分，提出“发展社区教育，建立起学校（托幼园所）教育、社会教育、家庭教育
相结合的育人机制，创造有利于儿童身心健康、和谐发展的社会和家庭环境”。
并要求“在城市，以社区为依托，兴办新婚夫妇学校、孕妇学校和婴幼儿、小学生、中学生的家长学
校，向不同年龄阶段儿童的家长提供较全面的家庭教育知识和方法；在农村，采取父母学校与县、乡
、村的家长学校、家庭教育辅导站相结合的方式，推广正确的保育、教育方法”。
“利用各种大众传播媒介和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开展全国性家庭教育宣传、咨询、服务工作。
层层培训家庭教育工作骨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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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在今天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格局中，家庭与家长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
家庭中的子女教育选择与家长的终身学习要求，都成为教育事业布局和投入的重要目标与参照系。
尤其是有孩子在中小学和幼儿园的家庭，家长成为学校天然的合作者与评鉴者。
有效的家庭学校合作，会使家庭成为学校的助力而不是阻力。
但家长资源不会被无端使用和放大。
面对在职业、收入、文化等诸多方面存在差异的家长群体，提供普适性的教育指导与个性化的咨询服
务，将是今后学校义不容辞的义务与不可或缺的教育环节。
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教育经验为我们提供了不争的结论。
这个有广阔发展前景与社会意义的教育领域，一直为国内学者所关注。
国家基础教育实验中心社区与家庭教育研究所、中国教育学会家庭教育专业委员会多年来把构建符合
中国国情的家长教育体系作为一项重要课题，以期接近与国外同行的研究水平。
中国的家庭数量超过印度之外任何一个国家的人口数量，但关于家庭教育研究的质量还是一个“小国
”。
现实使我们汗颜，更驱使我们奋进。
这本以《家长教育学》冠名的集体研究成果，分工是这样的：第一章由天津师范大学初等教育学院杨
宝忠教授主持；第二、第三章由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系黄河清教授主持；第四章由《家庭教育》杂志
社承领，并由李洪曾先生、沈明革社长、朱李平总编辑主持；第五章由国家基础教育实验中心社区与
家庭教育研究所赵刚所长主持；第六章由西安市教育学会许建国会长主持；第七章由浙江省金华市教
育局吴惠强处长主持；第八章由江西省教育科学研究所谭虎研究员主持；第九章由广州市教育科学研
究所熊少严所长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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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家长教育学》中国教育学会家庭教育专业委员会组织编写。
中国教育学会家庭教育专业委员会是教育部系统直属的国家级专业性学术团体。
工作任务是按照党和国家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方针，依据教育是一个系统工程的思想.开展家庭教育研
究与教学.指导家庭与学校合作.传播科学的家庭教育知识与方法.促进家庭、学校、社会教育的融合与
优化，建设社会主义家庭文明。
中国教育学会家庭教育专业委员会自2003年成立以来，以课题引导学术研究，以实践指导带动普及提
高，把服务亿万家庭、提高家长素质、促进家庭和谐作为工作目标与任务.先后组织召开国际、两岸三
地、国内大型学术会议与论坛，与世界多个国家的相关机构开展交流与合作所推动的“中国家庭教育
知识传播激励计划”、“亲子阅读书香中国”、百名家教专家走进农村、革命老区等活动均产生极大
社会影响。
中国教育学会家庭教育专业委员会下设秘书处.学术研究部，普及推广部.实验基地管理部、教育培训
部、中国家长学院（筹）、国际合作部、中国家庭教育杂志社、网络家庭教育中心（全国网上家长学
校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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