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家教」不可替代 家長自我做起

近日，有報道指

《重慶市家庭教育促

進條例》（以下簡稱

《條例》）已納入立法計劃。該《條例》規

定，父母及其監護人應當將未成年子女帶在

身邊共同生活。何謂家庭教育？家庭教育對

未成人的成長產生甚麼影響？為何要立法促

進家庭教育？作者將於下文一一詳述。

■胡潔人 同濟大學法學院副教授

作者簡介： 胡潔人博士 現任同濟大學法學院

暨知識產權學院副教授。2009年獲得香港中文大學

社會學系哲學博士。中國人民大學糾紛解決研究中心

成員、中國和諧社區發展中心項目負責人、香港作家

協會會員。發表中英文論文數篇。

「家教」立法

4月10日，《重慶市家庭教育促進條例》被納入重
慶市第四屆人大及其常委會立法規劃，推動重慶成為
全國首個家庭教育納入立法規劃的省區市。根據立法
規劃，重慶市各級學校被要求接收流動人口子女（編
者注：流動人口指離開內地戶籍所在地，以工作、生
活為目的異地居住的成年育齡人員。），若違反規定
不接受或者歧視待流動人口子女的，被處以警告、罰
款和責令限期改正等處罰。據西南政法大學教授、法
學博士劉藝的介紹，《條例》的主要內容是明確家長
及監護人責任義務，明確家庭教育主管部門及職責強
化政府、企事業單位、社團、監護人的「家教」責
任，規範家教市場和財政保障。特別加強對特殊兒
童、流浪兒童、留守兒童、貧困兒童在提供相應社會
福利之外，也保證提供充分的教育服務。

■參考資料：華龍網

隨着中國社會經濟加速轉型的時期，家庭教育領域
也發生了重大變化，其中出現了家庭結構變化、貧富
差距拉大及不同區域、年齡、人群的兒童家長的需求
多元化。當今的獨生子女第一代已經養育「獨二代」
（編者注：獨生子女的父母也是獨生子女，第二代獨
生子女。），這是前所未有的時代課題，加上單親重
組家庭、流動人口的子女教育都出現很多問題；部分
家長在教育理念、認識、方法上存在偏差，有人認
為，現時中國家庭教育存在以下三大問題：
1.政府缺位 經費不足
根據目前由中國家庭教育學會、全國婦聯兒童工作

部、中國兒童中心聯合發布的中國家庭教育指導服務
現狀的調查報告指出，目前家庭教育指導服務存在政
府缺位及經費不足的問題。而報告建議，家庭教育指
導服務作為一種公共服務，政府應承擔主體作用，推
進家庭教育立法，完善基本政策，要將家庭教育工作
納入地方財政預算，設立專項經費。
2.教育理念 急於求成
全國網上家長學校總編輯吳潔玲總結涉及內地孩子

和家庭教育的十件大事，包括：甘肅慶陽校車事故、
廣東佛山2歲女童小悅悅事件、中華小孝子培養工程
及網上瘋傳的「虎媽狼爸」、「綠領巾」事件和一本
四年級小學生編寫的《鬥媽大全》等。有意見指。這
些事件反映出對家庭教育理念方法的誤讀，當前社會
還缺乏家庭教育視角下的社會評判和正確的輿論引
導，家長容易跟風，急於尋求合適的教子方法而沒有
正確地指導子女教育。
3.流動兒童 疏忽照顧
有意見指，現時流動人口子女面臨父母收入低，教

育程度低，職業差和勞動時間長的問題。而流動人口
子女的父母們對子女往往抱有過於理想化的教育和職
業期望，但鑒於自己本身的長時間工作疏忽照顧兒童
身體和心理的現象很普遍，父母無心教育子女，對其
成長也造成不利。

針對前文提到的流動兒童教育問題，重慶市在
立法保護流動子女教育問題上有了制度探索和創
新。家庭教育作為兒童的最初也是影響最大的教
育，重慶市要求父母及監護人應將未成年人子女帶
在身邊共同生活。
有意見指，立法只是在強制性的範圍中保證最

低水準的教育要求，要真正提高流動人口子女的教
育水準，需要家長從自我做起，改變教育觀念。

多陪子女 激勵興趣
首先，由於流動人口的子女父母在身邊陪同的

時間少於一般城市家庭子女，因此改善他們的家庭
學習環境至關重要。家長要盡可能保證孩子的學習
時間和休息時間，力所能及地為孩子添置必備的學
習工具，為孩子提供學習上的方便、幫助他們解決
學習上的困難，以激勵孩子學習的興趣。

人身安全 加強教育
其次，要加強流動人口孩子的安全教育。流動

人口家庭的家長因為上班時間長，所以孩子單獨在

家的機會很多，這就需要對其加強自我保護和對外
防護的意識和能力。例如告知子女當遇到安全危機
和事件時可報警，及記住父母姓名單位位址等，同
時要謹慎交友，不去不良色情賭博等場所。

親子關係如「良師益友」
第三，要樹立正確的教育觀念，在尊重孩子的

情況下，注重孩子的精神發展，特別與孩子建立良
好的親子關係，做孩子的「良師益友」。家庭教育
只有建立在平等關係的合作前提下，才能有效地發
揮作用。
流動兒童父母不能把家庭教育的責任完全推給

學校和社會，家庭教育是特殊而不可替代的，父
母在子女心中也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父
母為子女提供良好家庭教育的前提下，主動和學
校配合，通過配合教師的一些教育手段、教育經
驗和教師一起教育孩
子，這樣才會對子女
教育起到更好的效
果。

明確家長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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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在香港的家庭教育方面，亦有群「怪獸家長」對其
子女的學習、生活過分「關心」，導致新一代年輕人難以
獨立。如有教授級父親嫌棄兒子中學老師水平欠佳，要求
學校將其辭退。有外國名牌大學畢業8優高材生總把「我
阿媽話」掛在口邊，結果面試求職失敗。家庭與學校合作
事宜委員會主席徐聯安接受傳媒專訪時表示，家長從頭到
尾都沒有放手，令已屆中年的兒子一切依賴父母，如同小
孩般無法獨立，慨嘆部分人變成「啃老族」，其實是由父
母造成。他提醒，家長不要過度干涉子女生活，否則會窒
礙其成長，亦為學校添麻煩。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 慧

在當前家庭教育問題突出的現狀下，通
過立法手段規範家庭教育能夠明晰社會各
界的家教責任，矯正家長不良的教育理念
和方式，但在實施過程中可能遇到很多現
實問題，主要有兩方面：

父母外出打工 子女難帶身邊
一方面，有人認為，《條例》要求父母
及其監護人應將未成年子女帶在身邊共同
生活，對流動人口而言，特別是出遠門打

工的父母，自己的住宿尚且困難，更何況
把孩子帶在身邊？但若不帶在身邊，根據
《條例》規定該如何處罰呢？同樣，《條
例》規定各級學校接收流動人口子女，若
學校拒絕，該如何採取措施？

措施有待完善 推廣需時驗證
另一方面，有意見指，目前《條例》在
重慶開始推行，但在廣大沿海流動人口大
量聚集的城市，如深圳、廣州、珠海等

地，是否可以推行還需要時間和成效的驗
證。《條例》中「當發生家庭教育危機
時，可以向各級家庭教育管理部門、基層
自治組織申請救助；相關部門接到投訴或
者申請後應當及時調查，妥善處理，必要
時採取適當保護措施」的規定，更需要這
些相對應的部門採取措
施和配合開展工作，否
則法規也只是停留在紙
上。

家庭教育
（Family Education）

在家庭生活中，由
家長對其子女實施的
教育。而按照現代觀
念，其包括生活中家
庭成員（包括父母和

子女等）之間相互的影響和教育。家
庭教育，是學校教育和社會教育的基
礎，是一種終身教育是對人的一生影
響最深的一種教育，它直接或者間接
地影響着一個人人生目標的實現。

立法規範「家教」 成效「看上去很美」？ 「怪獸家長」狂報班 谷子女礙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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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當「「國法國法」」 「「家規家規」」…………遇遇

現代中國＋個人成長與人際關係＋今日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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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圖：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 慧

1.根據上文，指出何謂家庭教育？

2.參考上文並就你所知，指出家庭教育對未成年人成長的影響？解釋你的答案。

3.針對流動人口的家庭教育，你覺得除了立法還有哪些方面可以促進對其家庭教育改進？分3方
面簡要說明。

4.有人認為，「家庭對孩子的教育是『私事』，外人無權干涉，因此不應對家庭教育立法。」你
在多大程度上同意這一說法？

5.你認為《條例》對改善家庭教育有甚麼影響？若在全國範圍內推行將遇到甚麼困難？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 慧

家庭教育

背景：
《重慶市家庭教育促進條
例》被納入立法規劃，引起
熱議

結果：
1.「啃老族」
2.依賴父母

立法面對問題：
1.父母外出打工 子女難帶身邊
2.措施有待完善 推廣需時驗證

建議：
1.多陪伴子女
2.加強人身安全教育
3.樹立親子關係

問題：
1.政府缺位 經費不足
2.教育理念 急於求成
3.流動兒童 歧視對待

香港「怪獸家長」
1.嫌老師水平欠佳
要求辭退

2.高材生總說「我阿
媽話」

■■留守兒童遙望父母漸留守兒童遙望父母漸
行漸遠行漸遠。。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條例條例》》規定家長應該規定家長應該
從自我做起從自我做起，，關心子女的關心子女的
學習學習、、生活生活。。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留守兒童王慶和小夥伴們一起到附近留守兒童王慶和小夥伴們一起到附近
的水塘用水桶提水回家的水塘用水桶提水回家。。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福建今年放開福建今年放開「「異地高考異地高考」，」，
33,,600600名外省務工人員隨遷子女報名外省務工人員隨遷子女報
名參加名參加。。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留守兒童梅英渴望留守兒童梅英渴望爸爸爸爸
媽媽快些回家媽媽快些回家。。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留守兒童紛紛寫下自己的六一心願留守兒童紛紛寫下自己的六一心願。。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來自晉江市霞村來自晉江市霞村
外來工子弟小學的外來工子弟小學的
學生在上課學生在上課。。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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