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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年来，随着我国社会发展和教育改革进入新的阶段，家庭教育问题日益

凸显。当前正逐步形成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三位一体的大教育体系中，

家庭教育是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的基础，担负着非常重要的功能。构建和完善家

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是大势所趋，是政府、社会和家庭共同的责任。本研究以福

建省为例，通过了解福建省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的构建情况，探查政府各部门

所采取的关爱措施，分析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目前存在的问题并对问题原因进

行分析，对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的建设提出建议，旨在为解决家庭教育问题提

供一些依据，从而促进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实现进一步完善。

本文总共分为六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绪论。本部分主要阐述了论文的选题原因、研究方法、创新点

和不足点，分析了国内外家庭教育工作的最新动态，对重要的概念和理论工具进

行阐述，为后续研究奠定理论基础，使其更具科学性和规范性。

第二部分是福建省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建设现状。通过对福建省家庭教

育指导服务体系建设现状的研究，分析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的管理体制与机

制、经费、机构设置、人员队伍、人才培养、学科建设和具体指导服务。

第三部分是福建省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建设中存在的问题。从目前情况

来看，福建省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建设存在的问题可以归结为家庭教育指导服

务对象失衡、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主体缺位和家庭教育指导服务行为严重失准三个

方面。

第四部分是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出现问题的原因。通过对政府方面、社

会方面以及家庭方面进行深入探究和分析，旨在找出造成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

中存在问题的根本原因。

第五部分是完善福建省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的政策建议：一是强化政府

责任，不断推进家庭教育立法；二是优化社会环境，促进社会力量共同参与；三

是强化家庭责任，提升家长家庭教育水平。

第六部分是对全文研究进行的总结。

关键词：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善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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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with social development and education reform entered a new

stage in opening up, the problem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prominent with family

education. In the national education system, family education has an important

function which is the base of school education and social education.To construct the

family-education guidance and service system and bring it to completion, which is a

general tendency, is the common responsibility of the government and the whole

society and all the families. This paper takes Fujian Province as an example. The

Fujian Province investigates into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family-education guidance

and service taken by the government. It also puts forward analysis of family

education and advice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family-education guidance and

service system, aiming to offer some reference for the solution to the problem of

family education and therefore facilitate settlement of the problems.

This paper is divided into six parts:

The first part is the introduction. This part is the theoretical analysis part. This

part mainly expounds the purpose of choosing the research topics, research methods,

innovation points and deficiencies. It gives relatively objective comments on the

latest domestic and foreign research dynamics related to the family education and

illustrates basic theoretical tools used by the important concept which provide
further study with the theoretical basis，to make it more scientific and normative．

The second part is the basic situation and the current family-education guidance

and service system in Fujian province. This part is based on the investigation into

the present status of family-education guidance and service system in Fujian

province which contains the analysis of the main aspects of management system and

mechanism, funding, institutions, personnel team, cultivation of talents,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and specific guidance services．

The third part is the problem of the current family-education guidance and

service system in Fujian province. The questions, though very complicated for this

moment, may be summed up as three categories which are object unbalance, subject

vacancy and serious behavioral phrase of family-education guidance and service.

The fourth part is the reasons for the problems that take place in the system.

Further inquiry are undertaken into the government, society and families to find the

cause of the existing problems arisen from of family-education guidance and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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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tem in Fujian province．

The fifth part is the political suggestions to improve family-education guidance

and service system in Fujian province: one is to strengthen the governments’

responsibility and political guidance, and to promote legislation; Second one is to

optimize the social environment, and to form the consensus of guidancing and

serving for the society; thirdly, cementing family responsibility in order to improve
independent ability to get the family education done．

The sixth part summarizes the whole paper．

Key words: Family-education; Guidance and service syste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ood gove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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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绪论

（一）选题原因及研究意义

家庭是社会的缩影，家庭与社会的关系是息息相关、唇齿相依的。社会要

发展向前，必须由千万家庭提供源源不断的支撑和动力，因此，构建和谐社会的

基础是要构建和谐家庭。而构建和谐家庭的最重要手段之一，就是家庭教育。近

年来，随着我国社会发展和教育改革进入新的阶段，人们对于教育的认识和需求

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其中，家庭教育又是人们关注的重点，人们逐渐意识到

提高家庭教育水平既是儿童发展的重要保障，也是提高家庭幸福感、提升民族素

质的重要前提。

正因民众需求之巨大、社会呼声之强烈，政府也渐渐意识到除学校教育、

社会教育外，家庭教育无可比拟的重要作用。政府逐步开始重视儿童发展和家庭

教育，提出的主要对策就是建立完善我国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中国儿童发

展纲要（2011-2020 年）》在“儿童与社会环境”中提出家庭教育的工作目标是：

“适应城乡发展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基本建成”，“儿童家长素质提升，家

庭教育水平提高”；策略措施是“将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纳入城乡公共服务体系，

普遍建立各级家庭教育指导机构，90%的城市社区和 80%的行政村建立家长学校

或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点”。
①
全国妇联、教育部、中央文明办、民政部、卫生部、

国家统计局、国家人口计生委、中国关工委共同颁布了《关于指导推进家庭教育

的五年规划（2011-2015 年）》更是把目标具体化，提出“推进完善基本的家庭

教育公共服务”的发展目标，与之前的规划相比，站位更高、覆盖更广、影响更

深远。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在第六

十六章第二节“关爱未成年人健康成长”中明确指出，“完善未成年人监护制度，

构建未成年人关爱社会网络，健全社区未成年人保护与服务体系”、“促进学校

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协调互动”。
③

①
人民出版社编. 中国儿童发展纲要 2011-2020年[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1.

②
七部委发布《关于指导推进家庭教育的五年规划》[J].基础教育改革动态,2012,(8).

③
两会授权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EB/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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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政府将儿童发展纳入《福建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

划纲要》中，专设“促进妇女儿童事业进步”章节，把妇女儿童发展纲要中提出

的目标任务和规划一起统筹推进，做到同规划、同部署、同检查、同落实。
①
同

时，将妇女儿童发展纳入省委省政府为民办实事项目，2011—2015 年，省委省

政府实施的 151 项为民办实事项目中，有 84 项直接惠及妇女儿童。各市、县政

府普遍将儿童发展纳入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十二五”规划和为民办实事项目，促

进了儿童事业的发展与经济社会同步。可见，政府对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工作比较

重视，最重要的就是要不断丰富和完善这个体系，使得服务能够落到实处。

根据福建省家庭教育工作“十二五”计划终期总结报告，“十二五”期间，

《家庭教育工作“十二五”计划》在福建省得到全面实施，全省各地普遍开始加

强家庭教育工作，不断延伸家庭教育工作在全省基层的触角，广泛开展了家庭教

育指导、培训、咨询等公共服务，进一步拓展了专业家庭教育指导的受众，科学

的家教理论知识和正确的育儿经验方法得到了普及，家庭教育水平较“十一五”

期间有了进一步的提升。然而，还存在家庭教育基本公共服务不能满足群众需求

的问题，家庭教育的责任主要落在父母和其他家庭成员上，家庭渴望获取科学的

家庭教育知识和方法，部分家庭产生了家庭教育方面的问题，需要更多家庭组织

外的力量来为之提供家庭教育方面的指导和服务。而事实上，由于起步晚、发展

慢，政府有关部门和社会有关组织真正能够给予的家庭教育方面的支持相对较

少，政府财政投入不足、保障机制不完善、专家资源稀缺、城乡发展不均衡等问

题严重，亟待理论与实践方面的探索与解决。滞后的家庭教育发展水平与旺盛的

社会需求之间的矛盾越发凸显，家庭教育工作“谁来做，怎样做，做什么”的问

题已经摆在政府和社会面前。

善治理论指出，政府治理不是政府大包大揽、权力压制、单向施恩，而是

建立在政府与社会和公众的协商和合作，是一种中心多元化的良性互动，是政府

不断回应和满足公众需求的和谐过程。善治理论的出发点是以人为本，治理的最

终目的是让公众享有更充分的公共物品，享有更高满足度的公共管理，从而实现

社会公众福利的最大化。以该理论对当下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建设情况进行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6lh/2016-03/17/c_1118366322.htm, 2016-03-17.
①
福建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编. 福建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M]. 福州：福建人民出
版社,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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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发现当下政府部门在推进体系建设的过程中存在一些不足之处，所以研究

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刻不容缓。

本选题通过对福建省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发展现状的梳理和系统的分

析，总结出了福建省在建立完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工作中的经验和不足，并

为福建省家教工作的整体发展提供决策参考。这篇论文不仅有利于发现并探索解

决解决福建省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建设问题，对学术界探究家庭教育指导服务

体系建设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对切实落实家庭教育政策、增强行政力量对家庭教

育的干预、促进家庭教育的政府主导与规范化、法制化和社会化也有一定的理论

意义。

（二）研究综述

近年来，家庭教育的地位和作用渐渐为人发现和重视，许多国家将家庭教育

作为一项重要的公共服务，纳入教育公共服务体系，家庭教育在全球范围内表现

出强烈的政府干预的倾向。西方国家政府普遍开展亲职教育、家庭学校等新兴教

育方式，鼓励家长接受培训、不断提升自我，掌握成为合格称职的好家长的方法。

比如，英国政府认为，青少年教育不能只依靠学校，而是需要政府、社会等多方

面尤其是家长的密切配合。因此，政府将家校合作作为教学科研和学校改革的重

要措施之一。法国建立了定期召开国家层面的家庭教育问题讨论会制度，构建了

跨部门的家庭委员会与代表团共同参与的“倾听、援助、陪伴父母网络”
①
，同

时，通过国家主管、地方政府具体管理、组办方具体落实的方式完善未成年人课

外托管教育，实现了家庭和学校之外的教育空间里对儿童教育的有益补充。
②
德

国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规定：“抚养与教育子女是父母的自然权利，

也是父母的最高义务，其行使应受国家监督”、“整个教育制度应受国家的监督”，

以基本法的形式确定了家庭教育的地位并指出国家必须进行监督。
③
美国启动了

父母即老师项目（Parents as Teachers）、新希望项目（New Hope Project）、

先行计划（Project Head Start）、父母儿童中心（Parent and Child Centers）、

两代人项目（Two Generation Programs）、《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等多项全

①
和建花. 法国、美国和日本家庭教育支持政策考察[J]. 中华女子学院学报, 2014,(2)

②
邹燕舞. 法国儿童课外托管教育的模式及其特色[J]. 绵阳师范学院学报, 2015,(4)

③
复旦大学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研究所编.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府机构[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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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性项目和法案。
①
日本形成了以《教育基本法》和《社会教育法》为核心，以

其他法律法规中与家庭教育相关的规定为有益补充，以大量的公共政策为延伸的

全方位的立体的家庭教育法律体系，明确了国家对家庭教育的责任，在全社会包

括家庭、学校、社区、监护者集结形成教育合力，为儿童提供了最全面的教育机

会和最优的发展空间。
②
中国台湾地区建立了以《家庭教育法》为核心的家庭教

育法律体系，用法律这一最具权威性和强制性的形式来对家庭教育进行规范，有

效保障了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的建立和有关工作的开展。
③

为保障儿童权利，一些国际儿童公约明确提出了家庭具有在教养儿童方面

获得帮助的权利，而政府是提供帮助的首要责任主体。《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

提出：“家庭作为社会的基本单元，是家庭成员特别是儿童的快乐成长的自然环

境，应在必要时候获得保护和协助，才能充分担负它在社会上的责任。”《联合

国预防少年犯罪准则》倡议“应出台相关方案并采取有效措施，为家庭成员提供

学习父母所扮演的角色和在养育子女方面的义务的机会；同时促进亲子关系，使

父母能够敏锐地发现孩子存在的问题”。
④

在我国，家庭教育一直都受到重视，家庭教育立法在历史上也并非新鲜课

题，如 1903 年颁布的《蒙养院及家庭教育法》和民国时期颁布的《推行家庭教

育办法》足以证明家教立法历史久远。进入 21世纪后，家庭教育更是被提升到

更新更高的国家战略层面，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5年春节团拜会上做出了关于“注

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的重要指示，明确指出家庭教育是家庭建设的重

要组成部分，是文化价值传承的重要方式，与儿童发展、家庭幸福、民族未来、

国家战略安全都息息相关。在教育部以及妇女联合会等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全国

妇联确立了“全国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试点项目”，通过“调研-试点-总结-

推广”这种行政模式，在全国范围兴起了对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建设的实践探

索，在实践中创造和积累了一些较为成功的经验。比如广州市妇联顺应“互联网

+”时代发展趋势，打造家庭服务 O2O 平台、完善家政服务培训、鉴定、就业一

条龙服务体系、以需求为导向拓展家庭服务领域等，努力探索家庭服务新模式。

①
袁淑英. 美国家庭教育指导师研究[J]. 教育评论,2015 , (8 ).

②
刘兰兰.日本家庭教育立法及其对我国的启示[J].教育评论,2015, (1).

③
熊少严. 林再峰.台湾地区家庭教育考察与实践[J].教育导刊，2000, (5).

④
张伟. 联合国核心人权文件汇编[M]. 北京：中国财富出版社, 201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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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重庆、贵州、天津、吉林、江西、辽宁鞍山、山东青岛等地针对家庭教育问题

开展了相关立法或调研工作。

学者对家庭教育及家庭教育公共服务也作了许多探索，一方面，在实践探

索的过程中，形成了构建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的丰富的理论素材，另一方面，

对于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建立和完善过程中的问题的探讨也有所突破。

臧娜在研究中总结出当前我国家庭教育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家庭教育主体父

母的失位、家庭教育的功利化程度不断加深以及一些新媒体对家庭教育的冲击；

②

张名源等认为，现代家庭面临孩子成长的内在需求和家长的教育期望之间

的矛盾、家庭教育与学校、社会环境之间的矛盾、家庭教育的巨大需求和专业服

务能力不足之间的矛盾等问题；
③

郭华等认为，家庭教育在儿童发展中的错位现象主要表现为家庭教育内容

唯智化、目标功利化、作用边缘化以及功能缩小化，究其原因主要来自于国家、

社会和家长三个方面，相应的解决策略主要有国家制定家庭教育法规及相关政策

支持，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相结合，继续推进家长学校，尝试建立家庭学校；
④

白媛媛认为，必须建立起国家、社会、学校三位一体的家庭教育指导体系，

提供科学且有效的家庭教育指导，以奠定家庭教育在现有的教育体系中重要的基

础地位；
⑤

刘黎红、胡琳丽认为，当前地方家庭教育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中出现的问题

分为表层的供给问题（服务供给与家长不断提升的需求错位）、中层的传递机制

问题（专业社会组织基础弱、购买服务力度小）、深层的保障问题（管理机制、

经费、人才队伍等方面存在缺陷），以及最深层的价值观问题（地方政府思想认

识滞后），要解决这些问题则需要从价值观、保障制度、传递机制、服务供给等

方面采取可行性高、针对性强的措施，不断推进家庭教育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与完

善，为社会提供专业有效、覆盖广泛的家庭教育公共服务；
⑥

①
广州市妇联. 聚焦民生关切 探索家庭服务新模式[J]. 中国妇运，2015，（12）

②
臧娜. 我国家庭教育的现状及对策研究[J]. 速读, 2015, (7)

③
张名源. 刘正奎. 陈寒. 刘莘. 家庭教育整体提升方案及服务体系建设[J]-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2014,(18)

④
郭华.徐东.论家庭教育在儿童发展中的错位[J].大庆师范学院学报, 2015,(1)

⑤
白媛媛.当代家庭教育指导体系构建的路径分析[J].鞍山师范学院学报,2014,(1)

⑥
刘黎红. 胡琳丽. 政策执行视角下家庭教育公共服务体系建设问题考察 基于青岛市社会调查资料的分析

[J]. 东方论坛,2015,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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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华认为，构建中国特色的家庭教育社会支持系统，要根据新生代成长过

程中知、情、意、行发展的客观规律，制订分阶段家长学校教学大纲，规范家长

学校教育内容；通过完善法律法规，进一步细化家长对未成年人子女的法律责任、

教育责任、道义责任，完善失职违规的惩处措施；通过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主渠

道，整合一切可以运用的社会力量，构建具有中国特色家庭教育社会支持系统。

①

上述从政策执行等视角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的研究，对家庭教育指导服

务体系建设研究进行了升华，站在改善民生、创新社会管理的高度对家庭教育公

共服务的架构和机制做了较为系统的理论阐释。但并未立足于构建和完善家庭教

育指导服务体系，没有对体系构建过程中行政行为可能带来的具体影响，体系中

协同和激励机制的建设，家庭教育法制化等方面阐释分析不够。

（三）关键概念及理论工具

1. 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

家庭教育是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的起始和基点，它是人一生中接受教育的

开端，伴随人的生命的整个过程，不但对个人的感情、意志、性格的发展和学习、

生活及德行修养有着深刻的影响，而且对家庭的和谐融洽、社会的安定稳定和教

育的发展提升有着重要的作用。

对于家庭教育指导，目前学术界还没有比较权威的定义。学者潘清在其研

究生硕士学位论文中指出：家庭教育指导指的是借助家庭单元外部的力量，对家

庭教育行为施与者和家庭教育的整个过程等加以规范，通过传递科学的家教理论

与实践经验、组织家教活动、提供家教信息等，达到提高家长教养教育水平和能

力的一种成人教育。
②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张敬培指出，当前家庭教育指导是政

府部门、教育科研单位、社会教育机构、学校和家长共同参与形成的一个巨大的、

多元化、交互式的家庭教育指导网络。
③

《福建省儿童发展纲要（2011—2020年）》提出，将“适应城乡发展的家

①
张华. 构建中国特色家庭教育社会支持系统的思路与策略[J].中国青年研究, 2015,(10).

②
潘清．学校指导家庭教育实践的研究[D]．华东师范大学, 2005．

③
张敬培. 历史视角中家庭教育指导的变革[J]. 辽宁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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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基本建成，各级各类学校的家长学校建校率达 100%，社区

家长学校建校率达 80%，‘示范性家长学校’达 60%”以及“儿童家长素质提

升，家庭教育的水平提高”作为主要目标，指出要“将家庭教育纳入城乡公共服

务体系，所需经费纳入财政预算。普遍建立各级家庭教育指导机构。重视家庭教

育资源整合，完善共建机构，鼓励和支持社会力量参与家庭教育。加强对家长学

校的管理、指导、评估等工作，推进家庭教育工作的开展”。
①
国家七部委共同

颁布的《关于指导推进家庭教育的五年规划（2011-2015年）》，进一步指出要

“构建基本覆盖城乡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推进完善基本的家庭教育公共服

务，提升家庭教育科学研究和指导服务水平，建立与社会管理创新相适应的家庭

教育工作机制，制定完善家庭教育相关法律政策制度，推进家庭教育工作进一步

科学化、法制化、社会化。”《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15-2020年）》也提

出，优化公共服务，着力促进教育、卫生、文化等社会事业健康发展，加快形成

政府主导、覆盖城乡、可持续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实现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化、

均等化、法定化。
②

可见，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的建立和完善工作已被提上政府议事日程，

做好家庭教育工作是当务之急。当下有许多问题急需着手解决，如家庭教育资源

分布不均，家庭教育工作触角难以深入边远贫困地区，面向流动、留守、残疾等

特殊儿童及家庭的家庭教育基本公共服务远远达不到民众需求；法律政策制度建

设相对滞后，工作保障比较薄弱；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市场和队伍亟需政府介入进

行规范约束，等等。

2. 善治理论

善治是治理的最佳方式，指的是政府、公民、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通过改

善政府管理和倡导社会参与，在合作治理过程中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善治是

对治理手段的柔化和优化，包容性是其典型特征，即必须让公众了解甚至参与政

府运作的每个环节。善治的多层次向心力在公共空间的社会资源合理配置中有重

要意义。

①
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福建省妇女发展纲要（2011～2020年）》和《福建省儿童发展纲要（2011～

2020年）》的通知[Z].福建：闽政〔2011〕83号.
②
中国法制出版社编. 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15-2020年)[M]. 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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