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家庭教育促进法出台引关注，本报记者采访家长、学校及相关专家

“家事”也是“国事”，今后须“依法”带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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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教育促进法简
直就是及时雨，告诉家长
们怎样带娃才是最科学
的。”10月26日，长沙市岳
麓区实验小学谭丽告诉
记者，孩子今年上一年级
了，应该怎样教育引导孩
子一直是她在探究的问
题，在她看来，教育好孩
子不只是学校的责任，家
庭教育也同样重要，随着
家庭教育促进法的施行，
教育将真正形成学校、家
庭和社会融为一体的系
统工程。“我要好好学习
家庭教育促进法，依法带

娃。”
“上周末， 天气特别

好，我们就带孩子去野外
秋游，这应该算是依法带
娃了吧。” 谈及家庭教育
促进法，家长李阳和记者
说起周末的趣事，孩子现
在上五年级了，自从“双
减”政策实施后，孩子不
用再利用周末进行学科
培训了，为了让孩子“玩”
得有意义，上周末，夫妻
俩特地带孩子去长沙规
划展示馆参观，了解长沙
的故事。

在记者随机采访时，

不少家长表示将认真学
习家庭教育促进法，科学
地依法带娃。“父母或监
护人是孩子的第一任老
师，家庭是他们的第一课
堂，家长的言传身教直接
影响到孩子的成长。”家
长李阳表示，以前“棍棒
底下出孝子”等错误观念
和不恰当的做法都将要
改变，用法律约束家长的
行为，更多地关注孩子的
身心健康，“家庭教育是
教育之源，立法就保证了
源头教育的健康发展。”

“家庭教育促进法的
出台明确了家庭和学校
的责任，让家长更清楚学
校要做的是什么，自己要
做的是什么。” 长沙市开
福区第一中学教师刘黎
告诉记者，自己既是一名
教师也是一名家长，能深
刻体会到家庭教育的重
要性。在她看来，父母是
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而老
师又是孩子成长路上的
指引者，对孩子的教育而
言，家庭教育、学校教育
缺一不可。刘黎向记者举
了个例子，比如学生体质
的强弱，与家庭是否重视
体育锻炼有很大的关系，
不是仅仅靠学校几节体
育课、几次阳光体育活动
就能实现的。

刘黎说，为了帮助家
长正确进行家庭教育，学
校开设了校长接待日、家
校开放日、家委会等加强

家校沟通和联系，每个班
级还设置了专门的信息
员，定期与家长就孩子在
校表现进行反馈，并了解
收集孩子在家的情况 。
“接下来， 针对刚刚出台
的家庭教育促进法，学校
也将采用座谈会的形式，
与家长一起学习交流，实
现与家长的深度沟通。”

“农村学生大部分是
留守儿童，家庭教育促进
法的出台将提升农村家
长对孩子的家庭教育重
视度。” 长沙市岳麓区博
才阳光学校教师胡巧萍
坚持12年在偏远苗寨进
行探访，让她记忆犹新的
是，有一户家庭，孩子的
父亲在外打工，兄弟俩由
爷爷照顾，兄弟俩性格稍
显孤僻，后来在志愿者的
帮助下，兄弟俩才慢慢变
得活跃起来，“家庭教育
促进法的出台将提升农

村家长对孩子的家庭教
育重视度。只有家庭和学
校、 社会有良好的合作，
共同教育， 孩子才能更
好、更全面的发展。”

在长沙市开福区清
水塘江湾小学法制副校长
彭锐看来， 现在不少父母
不会履行教育职责， 他们
缺乏正确的成才观，“重智
轻德”“重身体健康、 轻心
理健康”的倾向广泛存在，
又或是农村留守未成年人
监护缺位、家庭教育缺位，
还有很多离婚家庭， 双方
都不愿承担监护职责，致
使未成年人家庭教育缺
失，“家庭教育促进法的颁
布， 明确了在家庭教育中
的各方责任和促进路径，
同时呼应了‘双减’要求，
家长要树立正确的成才
观， 不能强迫孩子违规去
接受校外培训， 要保证孩
子的休息权、娱乐权。”

“家庭教育促进法的
出台，让父母更多地思考
要把子女培养成什么人、
怎样培养等问题。” 湖南
省教育学会家庭教育专
业研究委员会秘书长杨
智钧告诉记者，家庭是人
生的第一个课堂，父母是
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家庭
教育在孩子的成长中起
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教
育孩子既是科学也是艺

术，父母需要学习，孩子
的成长也需要更温暖的
爱。“家庭和学校教育的
责任就是把握、 引导、发
展孩子们的兴趣和才能，
让他们都得到适当的引
导和教育，让父母与孩子
和谐相处，共同成长。”

其实， 记者了解到，
家庭教育早已不是“家务
事”了，早在今年3月1日，
《湖南省家庭教育促进条

例》 就正式施行。 然而，
“如何才能科学带娃”一
直是大家关注的话题。记
者了解到，目前专门的家
庭教育研究机构、人员稀
缺，致使家长学校和专题
讲座难以形成完整的课
程体系，进而难以真正提
升家长的素质。杨智钧认
为，可以探索在高等教育
体系中抓紧启动家庭教
育专业人才的培养。

明确责任
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

人负责实施家庭教育

呼应“双减”

强化支持
国家和社会为家庭教育提供指

导、支持和服务

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
应当合理安排未成年人学习、 休息、娱
乐和体育锻炼的时间，避免加重未成年
人学习负担，预防未成年人沉迷网络

家庭教育主要内容

1.�教育未成年人
爱党、爱国、爱人民、
爱集体、爱社会主义，
培养家国情怀

2.�培养其良好社会公德、
家庭美德、个人品德意识和法治意识

3.�帮助未成年人树立正确的成才
观，引导其培养广泛兴趣爱好、健康审
美追求和良好学习习惯

4.�保证未成年人营养均衡、科学运
动、睡眠充足、身心愉悦

5.�关注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教导其
珍爱生命

6.��帮助未成年人树立正确的劳动观念

认真学习，“依法”带娃

家庭教育方式方法

1.�亲自养育，加强亲子陪伴
2.�共同参与，发挥父母双方的作用
3.�相机而教，寓教于日常生活之中
4.�潜移默化，言传与身教相结合
5.�严慈相济，关心爱护与严格要求

并重
6.�尊重差异，根据年龄和个性特点

进行科学引导
7.�平等交流，予以尊重、理解和鼓励
8.�相互促进，父母与子女共同成长
9.�其他有益于未成年人全面发展、

健康成长的方式方法 ■据新华社

一个家庭是一所学校，家长就是这所学校的老师。然而，作为人生第一任
老师，有的并不知道怎么带孩子，有的又陷入拼命督促孩子学习之中，还有的
依然信奉着“不打不成才”的家庭教育方式，更有甚者习惯了把家庭教育的责
任推给学校和社会。近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表决通过
了家庭教育促进法，并将于2022年1月1日起施行。家庭教育由传统“家事”上
升为重要“国事”后，这对每个家庭意味着什么？10月26日，记者采访了湖南部
分专家及家长，听听他们的看法。 ■三湘都市报全媒体记者 杨斯涵 黄京

三湘都市报10月26日讯
2022年高考报名时间定了！今
天，湖南省教育考试院下发《关
于做好2022年普通高等学校
招生考试报名工作的通知》（下
称《通知》）。11月1日至9日（不
含双休日， 少年班和数学英才
班的报名及缴费时间集中安排
在2022年3月1日至3日） 为报
名时间。在此期间，考生须登录
指定系统办理高考报名手续，
并缴纳高考报名费； 参加普通
高考全国统一文化考试的考生
（不含单考生、保送生、推荐免
试生、各类单招等考生）还须在
2022年4月10日-5月10日期
间登录指定系统缴纳高考考试
费， 缴纳高考考试费后才能打
印高考准考证。

《通知》指出，具有我省户
籍且具有高级中等教育学校毕
业或具有同等学力等要求的人
员均可报名。 外省户籍进城务
工人员随迁子女在我省报名参
加高考，普通高中应届、往届毕
业生还须符合“自高中一年级
起在流入地普通高中学校就
读，取得就读学校学籍，并参加
了我省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
试”， 且其父母在当地居住1年
期以上的条件。 中等职业学校
（职业高中、职业中专、普通中
专〔含中师〕、成人中专、技工学
校）毕业生须符合“在我省中等
职业学校连续就读2年以上（含
2年），并具有就读学校学籍”的
条件。 我省不接受外省考生借
考， 已在我省参加高考报名的
考生不得同时在外省（自治区、
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
名参加2022年高考。

在完成高考报名后， 报考
艺术类（含对口招生艺术类，下
同）、体育类专业的考生还须进
行艺术类、 体育类统考报名和
缴费。艺术类、体育类统考的报
名缴费于11月11日至19日在
指定系统进行， 凡报考艺术类
专业（含按艺术类招生的所有
专业） 的考生必须选择相应或
相近的专业类别参加省统考。

■全媒体记者黄京

2022年高考
11月1日-9日报名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
会第三十一次会议10月
23日表决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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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相结合

应抓紧启动家庭教育专业人才的培养

学校

专家

家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