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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语有训：子不

教，父之过。孩子的

家庭教育不到位，父

母应承担一定的责

任。这一传统教育理

念，如今有了新的法

律注释——《中华人

民共和国家庭教育

促进法》（以下简称

《 家 庭 教 育 促 进

法》），已从2022 年1

月 1 日起开始实施

了。新年伊始，中国

家庭教育将迎来新

变化，形成政府指

导、家长主体、社会

协同的家庭教育新

模式。家长养娃、育

娃不再只是“咱家

事”，它将由“家事”

变“国事”。

子不教，也真要

成为家庭的过错了！

因此，我们要对自身

的角色重新定位！要

对家庭教育的内涵

重新思考！要对家长

的责任重新认识！从

“三全”去理解新时

代家庭教育。

从《家庭教育促进法》中

再看“子不教”
与“父之过”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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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孩子生病了，该吃药的
是父母！”这句话乍听起来不可思议，
在细思量后，就发现其实很有道理
的。一个孩子生病了，一定是他用了
不该用的东西，做了不该做的事。但
细想一下，如果他从小就从成人这里
学会哪些东西该用，哪些事情该做，
又怎会轻易生病呢？

教育亦是如此！所有未成年人都
是一张白纸，他们的健康成长是需要
成人的监管、呵护、帮助、支持的。从
生下来像一只小狗小猫的“自然人”，
要成为一个德、智、体、美、劳全面发
展的“社会人”，这个成长的社会化过
程其责任人肯定是成人！

如果把家庭作为一个公司，儿童
的健康成长、全面发展作为产品，那
么，这个公司的法人一定是家长，家
长是孩子成长过程中的第一教育责
任人。教育中出现的各种孩子问题，
归根到底都源自于成人教育不当之
故。家长更不例外！因为家庭是孩子
生活最稳定、时间最长、依赖最重的

“第一学校”。作为第一任校长和教师
的家长，肩负着其18岁以前的全部监
护教育责任。其权力较大，情感最深，
但责任也重。虽然一般情况下，只要
不严重到主观上不是故意使其孩子
受到严重伤害，都可以免于法律的责
任，但这种“免责”不意味你可以“无
责”。

所以，《家庭教育促进法》明确规
定了“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树立
家庭是第一个课堂、家长是第一任老
师的责任意识，承担对未成年人实施
家庭教育的主体责任，用正确思想、
方法和行为教育未成年人养成良好
思想、品行和习惯”。家长的责任或许
不一定上升到“刑责”，但一定要承担

“教责”，因为这种责任或许不会危及
社会，但一定会危及孩子，使你的孩
子“生病”。这种“教育病”的症状就
是：学业不进、生活不理、品德不良、
行动无能，最后可能发展到心情郁
闷、生活无望、社会无助。这种责任后
果是我们的孩子、家庭、社会都无法
接受的。因此，这种责任是种“全责”，
涉及到儿童教育的方方面面。因此，
新时代家庭教育中，我们家长要勇于
承担起监护、照管、教育的全责。任何
方面的缺失、缺位、缺力都是失责！

“孟母三迁”的家庭教育故事
千百年来一直成为家喻户晓的中
国家庭教育典范。今天，新孟母三
迁的故事也在上演。许多家庭，无
论城镇乡村，忙忙碌碌，赚钱育娃，
买房择校，家教辅导，无不是为了
给孩子创造一个更好的学习环境
和条件。

但各位家长可曾想过，昔日孟
母三迁为哪般？

当初孟母三迁的目的是为了
给孩子创造出一个远离喧闹、利于
其品行学习的好的“家庭教育环
境”。而我们今天努力工作、赚钱买
房只为了给孩子提供一个好的“学
校环境”。这个环境不是为了孩子
品行，而是为了孩子的学习成绩。
这个环境不是家庭环境的投资，而
是学校环境的投资。

本质上，家长注重“投资”不注
重“投心”，是希望通过教育的投
资，把孩子教育的问题转移到学校
教育中。这种家庭教育投入方式的
结果，是越来越多家长陷入更深的
养育孩子的焦虑之中。无钱投入的
家庭焦虑，因为买不起房，择不了
校，苦恼输在起跑线上。有钱投入
的家庭也焦虑，因为可能花了钱，
孩子的学业还是没有长进。有钱无
钱，每个家庭都在苦恼、都在抱怨。
要么怨自己无力，要么怨孩子无
能。但各位家长是否考虑过为什么
会这样，问题的根源在哪里？

教育是“全人”的系统教育。从
教育目的看，它至少包含三个大方
面的目标：一是孩子的良好生活品
质形成，二是孩子良好学业品质的
形成，三是良好社会品质的形成。
只有这三方面的品质全部具备了，
才算是教育成功了。而这些品质的
形成，除了学校、社会的良好教育
环境和条件的创设，更主要的还在
于家庭环境的创设，特别是家长的
参与。

而这些品质的形成，往往依赖
于家庭的教育环境和条件，而不是
学校、社会的教育环境条件。说通
俗点，孩子任何品质的形成，家庭
是第一教育环境，父母是首席教
师。当今教育比拼的是家长在家庭
教育方面的“投心”程度，而不是“投
资”程度。即使是“投资”，也要在家
庭学习环境方面去投资。比如，时间
资本的投入，跟他一起游戏、阅读、
锻炼、劳动、旅行等。这些地方的投
资才是真正的教育投资！它可以帮
助孩子锻炼品质、增长见识、提高素
质。而这些投入仅仅靠金钱投入是
解决不了的，还需要你投入时间、投
入心思、投入精力，这些才是最关键
的、有效的教育投资。

因此，国家颁布的《家庭教育
促进法》中，除了学校、社会，更要
求家长投入其中。我们做家长的，
不能只做个“教育投资人”，更要做
个“教育投心人”！

全程参与：
“优生”不等于“优育”

全心投入：
“投资”不等于“投心”

全身责任：
“免责”不等于“无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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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养、育是每个家庭面临
的三个问题。

生孩子易，养孩子难，而育
孩子则难上加难！生孩子，是生
物学的事，是生命诞生的事。这是
父母自己的事，别人充当不了，父
母只能自己做，也能做到。养孩子，
是生活的事，是生命成长的事。吃
喝拉撒，健康成长，这是家庭的事，
父母、亲人都可以参与，亲人也能
帮助养大养好，别人可以分担，但
不能独担，因为家长在养育过程中
的缺失或不到位，会导致亲子依恋
难于形成。父母与子女情感淡薄，
甚至冷漠，推及社会则导致孩子今
后对他人冷酷、冷血。

综观现实社会，一些孩子的情
感障碍，交往不利，社会犯罪，多与
父母在孩子养育的成长过程中，因
工作、疾病、离异等原因的养育缺
失或不力所导致。育孩子，是智慧
的事，是教育学的事，是一项教育
系统工程。家庭、学校、社会中的每
个人都有责任，都要参与、协同承
担。家庭教育的缺失，家长的不参
与或参与不力，在学校、社会同等
条件下，教育的三股力量就只有两

股，推动教育的这辆马车就不可能
走得正、走得快、走得稳。

因此，在生、养、育的任何过程
中，家长都不能缺失！现在的家长，
孕前准备、孕期保养、孕后呵护等
优生参与工作做较好，但优生只给
孩子提供了生物学的优质资源，提
供了成为优秀的可能，但不一定能
成为现实，优秀孩子的培养需要家
长的全程参与！尤其在养和育的过
程中，无论何种原因，任何家长都
不能缺失、缺位、缺力！

国家颁布《家庭教育促进法》
的目的，就是要求每个家长在孩子
成长、教育的过程中，要以自身为
主体，全程参与到孩子成长、成才
的全过程中，改变现在家长的“我
负责生，家庭亲人帮着养，学校教
师负责教”的教育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