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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教育现状及应对策略
刘建军

（西安康腾飞教育科技有限公司，陕西 西安 710038）

摘要：家庭是学生成长发展的重要场域，家庭教育是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的基础，对于个人的未来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近年来，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们对教育重视程度的不断提高，家庭教育领域呈现出诸多新的特点和变化。然而，在此过程中也暴露出一

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基于此，文章深入剖析家庭教育现状，并针对性地提出有效应对策略，期望能促进孩子全面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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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庭教育现状

2021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审议通过，标志

着家庭教育已经被纳入法制化轨道。长久以来，家庭教育处于被

忽视的地位，尽管目前人们对于家庭教育的关注已经大幅上升，

但是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仍旧值得探讨。

（一）家庭教育角色失衡，父教缺失

在家庭照料方面，母亲和祖辈成为主要的承担者，父亲在孩

子成长过程中的参与度相对较低。中国家庭分工普遍注重“男主外，

女主内”，男性将更多的精力放到了职业和事业上导致孩子在成

长过程中缺乏父亲的陪伴和引导。另外，在家庭关系中，应该是

夫妻关系第一，亲子关系第二。由于母亲长期承担过重的照料责任，

容易产生身心疲惫和情绪问题，母亲情绪失控又与父亲对其关爱

不够存在关联，进一步加剧了对孩子的影响。

（二）过度注重学业成绩忽视兴趣特长

尽管家庭教育方式在不断进步，但仍有不少家长过于关注孩

子的学业成绩，将成绩作为衡量孩子优秀与否的唯一标准。在这

种观念的驱使下，家长们往往忽视了孩子的兴趣和特长培养，给

孩子安排大量的学习任务和课外辅导，压缩了孩子自由发展的空

间。这种片面追求成绩的教育方式，虽然在短期内可能会使孩子

在学业上取得一定的进步，但从长远来看，却不利于孩子的全面

发展。

（三）电子产品使用管控困难

有数据显示，2023 年我国未成年网民规模上升至 1.96 亿，未

成年人互联网普及率达 97.3%，家庭教育是学校教育的外延，部

分家长为图方便，放任孩子无节制地使用电子产品。与此同时，

孩子由于缺乏自律能力，容易被电子产品中的各种信息所吸引，

过度沉迷其中。而家长在面对孩子沉迷电子产品的问题时，往往

缺乏有效的应对方法。要么采取强硬的禁止措施要么放任自流。

二、应对策略

（一）提高父亲参与度，弥补父教缺失

根据相关研究，在父亲的影响下，孩子的智力发育以及身心

发展会更加完善。因此，要加强父亲的教育意识，强化父亲在家

庭教育中的主体责任。教育是父亲与母亲应当共同承担的责任，

因此，父亲应当积极地履行家庭教育的职责，同时也要意识到父

亲的地位与作用对于孩子的成长的不可取代。主动承担起教育孩

子的义务，帮助孩子形成正确的性别角色认知与健全的人格。其次，

应当改善亲子之间的交流方式。父亲要以平等的口吻与孩子交流，

尊重孩子的想法与意见；延长沟通的时长，确保足够的沟通时间

与频率；丰富亲子之间的交流内容。父亲可以参与到孩子的学习、

运动、游戏、生活等各个方面，构建和谐的亲子关系。

小张一家，妈妈是全职主妇，爷爷、奶奶也住在一起帮忙照

顾孩子。爸爸是销售主管，长期出差，一周在家时间不超过三天。

家庭琐事和孩子的教育重担全压在妈妈身上，妈妈逐渐变得烦躁

易怒，对小张的要求也越来越严格。小张原本活泼开朗，后来却

变得胆小怯懦，在学校也不爱和同学交流。爸爸意识到问题后，

通过学习家庭教育，主动和领导沟通，调整工作安排，增加与家

人的相处时间。爸爸会和小张一起玩篮球、爬山，还会帮妈妈分

担家务。慢慢地，妈妈的情绪平稳了许多，小张也重新找回了自信，

在学校里也变得积极主动，成绩也有所提升 。

（二）关注孩子兴趣和特长，尊重孩子的个体差异

日常生活中家长要善于观察孩子的行为表现，发现孩子的兴

趣点和天赋所在。同时父母应该尊重孩子的自主选择权，给他们

适度的自由空间，让他们能够根据自己的喜好和兴趣选择自己的

课程和活动。家长要注重培养孩子的自主性和创造力，鼓励孩子

在兴趣爱好的基础上进行自主探索和创新。不要过分强调结果和

成绩，而是关注孩子在学习过程中的收获和成长。

小李数学成绩非常好，每次考试都名列前茅。父母觉得她在

数学上有天赋，便给她报了各种奥数班、竞赛班，完全不顾她对

音乐的热爱。小李每天面对枯燥的数学题，越来越抵触学习，成

绩也开始下滑。偶然的一次学校文艺汇演，小李弹奏钢琴的出色

表现引起了轰动。父母这才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开始支持她学习

音乐，还为她请了专业的老师。此后，小李对学习充满热情，不

仅在音乐上取得了优异成绩，数学成绩也再次回升，还学会了合

理分配时间，平衡好学习与兴趣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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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管控电子产品的使用，减少电子产品依赖

首先，家长可与孩子共同商讨制定电子产品的使用规划，规

定每天使用电子产品的时间、用途以及使用场景等，并严格要求

孩子遵守。同时，家长也要以身作则，减少不必要的电子产品使

用，更多地参与到家庭活动中。其次，培养孩子的自律能力和时

间管理技能，是解决电子产品沉迷问题的根本途径。家长可以设

置一定的小任务或小目标，孩子完成以后给予一定的电子产品使

用时间作为奖励。最后，家长可以培养孩子的兴趣爱好，通过绘画、

运动、手工制作等转移孩子对电子产品的注意力。或是鼓励孩子

参加各种课外活动、亲子互动，提供给孩子电子产品的代替活动，

减少孩子对电子产品的依赖与沉迷。

小轩升入初中后，父母给他买了平板用于学习。但很快，他

就沉迷于各种网络游戏，作业经常完不成，成绩直线下降。妈妈

发现后，采取没收平板的方式，结果宇轩和妈妈大吵大闹，甚至

产生了厌学情绪。后来，父母通过系统家庭教育学习，改变策略，

和小轩一起制定了详细的手机使用规则，如每天做完作业后可以

玩一个半小时平板，周末适当延长。同时，父母经常带宇轩去参

加户外运动，爬山、游泳等，还鼓励他参加学校的社团活动。渐

渐地，小轩对手机的依赖减少，学习态度也变得积极，成绩逐步

提高，和父母的关系也更加融洽。

（四）建立良好的夫妻亲密关系，营造和谐稳定的家庭氛围

良好的夫妻关系是家庭幸福的基石，也是孩子健康成长的重

要保障。在家庭中，爸爸要学会关爱妈妈，尊重妈妈的付出和感受，

共同分担家庭责任。妈妈也要学会关爱孩子，用温柔、耐心的方

式陪伴孩子成长。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孩子能够感受到父母之

间的和谐关系，从而获得安全感和归属感，有利于孩子良好性格

和情感的发展。同时，父母之间的恩爱也会为孩子树立正确的爱

情观和婚姻观，对孩子未来的人际关系和家庭生活产生积极的影

响。

（五）以身作则，营造良好沟通环境

家人之间的相亲相爱也会让孩子学会理解、学会宽容、学会爱。

父母要以身作则，为孩子树立榜样，孝敬父母。在与父母相处过

程中，要学会换位思考，理解父母的不易，尊重他们的意见和建议。

同时，家长也要引导孩子学会与祖辈沟通，通过良好的代际沟通，

不仅可以增进家庭成员之间的感情，还可以让孩子从祖辈那里学

到宝贵的人生经验和传统美德，促进孩子的全面发展。

（六）建立良好的亲子关系，合理构建家庭关系

良好的家庭教育是孩子成长中的重要一环，而良好的亲子关

系是实现优质家庭教育的基础。孩子不仅需要物质上的满足也需

要情感上的支持与理解。要搞好亲子关系，家长首先应当理解并

尊重孩子的情感需求，给予他们充分的关注和爱。良好的沟通是

建立亲子关系的桥梁。家长要避免以命令和批评的方式与孩子沟

通，鼓励孩子表达自己的意见，增进彼此的了解与信任，同时让

孩子感受到被尊重和重视。家长还可以与孩子一起进行各项有趣

和有意义的活动，增进彼此的互动，加强彼此的了解。

（七）加强家校合作，提升家庭教育实效

家庭教育质效的提升还需要多方发力。家长层面，应当明确

并履行家庭教育的主体责任。同时，统筹家庭资源，发挥祖辈协

助作用；家长要转变教育理念，注重孩子道德品质、身心健康等

方面的培养，促进孩子健康快乐成长；家长要处理好与学校的关系，

尊重学校，共同维护和谐氛围。学校层面，要完善与家长的沟通

联系机制，通过家校合作组织、家长委员会等对教育问题建言献策；

学校要定期举办面向家长的志愿活动、亲子活动等，对家庭教育

中的各类问题提供指导。社会层面，社会各界要积极参与到家庭

教育指导服务。社区等基层单位要协同社会资源，建立家庭教育

服务指导站点，为家长提供指导服务；宣传部门、儿童早教部门

等可借助自身优势提供相应的亲子服务、家庭指导服务等；科技馆、

博物馆等资源单位，可为各类艺术活动、文化学习等活动的开展

提供支持。

三、结论

家庭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对于促进儿童、青少年的健康成

长具有重大意义。家长需要采取一系列有效措施，不断提升家庭

教育的质量，为孩子的成长提供坚实的保障。同时，家庭教育也

应该与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紧密结合，形成全方位、多层次的教

育体系，共同促进孩子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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