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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amily education guidance services are an important force in improving parents’ family education level, promoting family harmony, 
and enhancing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hina’s family education industry. This study is based on a survey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family education guidance at A Primary School in Nanchang City, mainly conducted from three aspects: Parents’ 
awareness and satisfaction with family education guidance, their confusion in educating their children, and their expectations 
and suggestions for the family education support provided by schools. The results show that parents’ satisfaction with the family 
education guidance provided by the school varies depending on factors such as parental identity and the child’s grade level. 
Therefore, personalized and two-way interactive channels are particularly import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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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教育指导满意度、困惑及策略研究——基于中国南昌
市 A 小学的问卷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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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家庭教育指导服务是提高家长家庭教育水平，促进家庭和谐，提升中国家庭教育事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力量。本次研究基
于对南昌市A小学的家庭教育指导现状进行调查，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调查：家长对家庭教育指导的认知和满意度、家长
在教育孩子过程中的困惑以及家长对学校提供的家庭教育支持的期望和建议。结果显示，家长对学校开展的家庭教育指导
的满意度与父母身份、孩子所处年级等方面均有所差异。因此，个性化、双向性互动渠道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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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缘起

家庭教育是一切教育的基础，家庭教育是影响儿童发

展的关键因素。家庭教育指导服务旨在通过对家长教育理

念、教育方式、教育内容等方面的指导，全面提升家庭教育

质量，促进家庭和谐，改善子女各方面的能力及行为，是对

包括父母、子女在内的所有家庭成员内在提升的指导服务 [1]。

教育部在 2015 年出台了《关于加强家庭教育工作的指导意

见》，提出了各地教育部门和中小学幼儿园要不断加强家庭

教育工作，进一步明确家长在家庭教育中的主体责任，充分

发挥学校在家庭教育中的重要作用；2022 年 1 月 1 日，正

式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也进一步指出，

中小学校、幼儿园应当将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纳入工作计划，

作为教师业务培训的内容；2023 年 1 月，教育部等十三部

门联合印发了《关于健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机制的意

见》再次明确提出，学校要充分发挥协同育人主导的作用，

要不断加强家庭教育指导，把做好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作为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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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职责。而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在 2020 年发布的《中国城

市家庭教育社会支持现状的研究》指出，家长在成为父母之

前，并没有接受过任何关于家庭教育的学习和训练，他们缺

乏科学的家庭教育理念，缺少家庭教育相关知识，仅仅凭一

代又一代的经验在教育孩子 [2]。这也表明家长大多期待学校

或相关部门为他们提供必要的家庭教育指导。因此，如何根

据家长的需求开展家庭教育指导工作是当前学校不可忽略

的工作。

2 研究过程

2.1 研究对象
南昌市 A 小学是一所位于南昌市西湖区的公办小学，本

研究以南昌市 A 小学的学生家长为调查对象，以随机形式发

放问卷 280 份，实际回收的问卷 266 份，有效回收率为 95%。

2.2 研究工具
本研究结合 A 小学家庭教育指导的实际情况，自编《小

学家庭教育指导问卷》，问卷共 32 道题，问卷中除去对基

本信息的调查，其他题目以量表题的形式呈现，分析上采

用 1~5 分计分方法，代表从非常赞同到非常不赞同，1 表示

最高程度，5 表示最低程度。问卷内容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

进行调查：家长对家庭教育指导的认知和满意度、家长在

教育孩子过程中的困惑以及家长对学校提供的家庭教育支

持的期望和建议。最终对收集的数据使用 SPSS 22.0 统计软

件对 100 份预测样本进行信度分析，总体内部一致性系数

Cronbach α 为 0.704，问卷的信度较高。

3 研究结果分析

3.1 学生家长对家庭教育指导的认知与满意度分析
家长对家庭教育指导的认知和满意度直接影响他们对

指导建议的接受度和实施效果。一方面，充分的认知和高满

意度能使家长更愿意采纳专业建议，优化家庭教育的方法和

内容，从而提高家庭教育的整体质量。另一方面，有效的家

庭教育指导能够帮助家长理解孩子的成长需求和心理特征，

改善与孩子的沟通方式。家长对指导的认知和满意度高，会

更积极地参与到亲子互动中，促进亲子关系的健康发展。

在本次调查中大多数家长对家庭教育指导的认识持肯

定态度，只有小部分家长对“家庭教育指导”这一概念表示

不了解，个别家长表示，没听过。在自己能够有效管理孩子

的学习时间持肯定态度。此外，大多数家长对孩子在学校的

学习和表现情况了解较多，其中 43.54% 表示“很同意”，

有 31.97% 表示“同意”。不同的父母身份对学校家庭教育

指导的认知和满意度有明显区别，在问卷调查中，73.47%

的回答者是母亲，26.53% 是父亲。这表明母亲在参与家庭

教育指导活动中占据了主导地位。根据调查结果显示，母亲

对家庭教育指导的认知和满意度普遍高于父亲。具体表现在

管理孩子学习时间、了解孩子学校表现、理解孩子学习内容

等方面的认同度上，母亲均高于父亲。例如，在“我能有效

管理孩子的学习时间”这一项中，母亲的平均分为 4.10，而

父亲的平均分为 3.87。此外，在对家庭教育指导的满意度上，

母亲的满意度也高于父亲。特别是在学校提供的家庭教育指

导资源、活动形式以及对孩子的积极影响方面，母亲的评价

普遍较高。在“我对学校提供的家庭教育指导资源丰富且充

足”这一项中，母亲的平均分为4.05，而父亲的平均分为3.70。

3.2 学生家长在家庭教育指导中的困惑
尽管学生家长在某些方面表现出信心，但在教育孩子

方面，仍有部分学生家长感到力不从心。特别是在处理孩子

的品德问题和与教师的沟通问题上，家长们普遍感到困惑和

挑战。例如，针对“我经常感到在教育孩子方面力不从心”

这一问题，有 36.05% 的家长选择了“一般”，24.49% 选择

了“很同意”。具体而言，家长在品德教育、学习辅导、情

感沟通几个方面表现出明显的困惑和需求。不同年级的学生

家长对家庭教育指导的困惑也有所区别。例如，低年级（1、

2 年级）家长在辅导孩子学习和管理时间方面感到较大的压

力和困惑。在“我对如何更好地辅导孩子学习感到迷茫”这

一项中，1、2 年级家长的平均分为 3.30，高于 3、4 年级家

长的 3.15 和 5、6 年级家长的 3.02。这可能是因为低年级的

孩子刚进入学校生活，家长对学校的要求和孩子的学习节奏

还不太熟悉。而中高年级（3—6 年级）家长更关注孩子的

情感问题。在“我觉得难以处理孩子的情绪问题”这一项

中，5、6 年级家长的平均分为 3.25，高于 1、2 年级家长的

3.05 和 3、4 年级家长的 3.15。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家长

需要更多的心理和情感支持来帮助孩子应对青春期的变化

和挑战。

通过对 A 校学生家长的问卷调查的数据分析，发现不

同身份、不同年级的学生家长在家庭教育指导方面的满意度

及困惑存在一定差异。针对这些差异，学校可以采取更有针

对性的措施，提供更加个性化和多样化的家庭教育指导服

务，以满足不同家长的需求，提高家庭教育指导服务效果，

促进家庭教育质量的提升。

4 学生家长对学校家庭教育指导的期望

家长们普遍希望学校能提供更多创新和实用的家庭教

育方法，以及更多的心理和情感支持（33.33%“一般”，

22.45%“很同意”）。不同年级学生家长对学校家庭教育

指导的期待也有所区别，在本次问卷调查中显示，低年级家

长对学校家庭教育指导的满意度较高，尤其是在管理孩子学

习时间和了解学校表现方面。在“我能有效管理孩子的学习

时间”这一项中，1、2 年级家长的平均分为 4.15，高于 3、

4 年级家长的 3.95 和 5、6 年级家长的 3.85。中高年级家长

对家庭教育指导有更多的期待，尤其是在提供心理和情感支

持方面。在“我期待学校在家庭教育指导上提供更多专业的

心理和情感支持”这一项中，高年级家长的平均分普遍高于

低年级的家长，这表明随着孩子的成长，家长对学校提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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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支持服务的需求增加，希望能够帮助孩子更好地应对学

习和生活中的压力。此外，家长们对学校提供的家庭教育指

导资源和活动形式、内容普遍感到满意，但也希望学校能够

更多地考虑家长在家庭教育方面的个别差异和需求，并及时

地收集反馈并改进服务。

根据上述研究结果发现，家长对家庭教育指导的需求

较高，愿意参与学校组织的活动。在家长对学校家庭教育指

导满意度方面显示，家长对学校家庭教育指导资源的丰富

性和活动满意度较高，但仍有部分家长对当前指导形式和内

容持一般态度，表明在资源提供和活动路径方面还有提升

空间。

5 小学家庭教育指导优化策略

家庭教育指导过程中，家长、学校及教师三者虽各自

角度不同，但最终目的确实一致。其中家长作为家庭教育指

导的主要接收者，家长对家庭教育指导有所期待，且不同身

份不同年级的家长对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的需求与困惑有所

不同。而学校作为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的组织者，在家庭教育

指导过程中起着引导的作用，其需要充分利用各种社会资

源，构建多样化的家校合作路径，其方式与成效也与学校利

益密切相关。教师是家庭教育指导的重要实施者，也是直接

接触家长与学校的沟通者，其既有立德树人的要求，又有履

行学校工作的责任与负担。因此，学校、教师、家庭在家庭

教育指导过程中不仅需要明确各自权责，而且需要基于学生

发展的共同利益，紧密合作、多维互动，促进家庭教育指导

的优化。

5.1 依托地方高校，开设智慧家长论坛，倡导个性

化的家校共建
地方高校具有教书育人、教学研究、科研创新、传承

文化、服务地方的职能，同时也拥有丰富的教育资源，包括

专业的教育学、心理学教授和研究团队等。地方小学依托高

校资源开设智慧家长论坛，定期邀请教育专家和优秀教师举

办讲座及线上线下培训，向家长传授科学的教育理念和实用

的教育方法，主题可以涵盖儿童心理发展、学习习惯培养、

家庭教育中的沟通技巧等方面。此外，利用高校信息技术资

源，为家长提供丰富的学习资源和交流的线上平台，帮助家

长构建学习型家庭，通过家庭成员的自我学习，实现家庭教

育知识的迭代和跃迁，从而更好地实现家庭教育的目标。通

过整合高校资源，建立科学有效的家长教育平台，增强家长

的教育能力，促进家校合作，共同为孩子的成长和发展创造

良好的教育环境。

5.2 畅通家长需求反馈渠道，构建双向奔赴的家庭

教育指导路径
为了提高家庭教育指导的效果，需要针对家长的需求

和实施过程中遇到的挑战，提供更具体和个性化的指导，增

加面对面指导和互动交流的机会，并为家长提供更多的时间

和方法支持。因此，畅通家长需求反馈渠道是提供科学有效

的家庭教育指导的第一步。学校设立多样化的反馈渠道，包

括，正式渠道与非正式渠道。正式渠道下，学校定期开展家

长会，以书面形式征集家长意见。非正式渠道下，设立家长

咨询热线、家长留言箱、家校合作委员会等。多样化的反馈

渠道为开展家庭教育指导和个别交流提供依据。此外，对于

家长的意见和需求学校应及时给予回应和处理。设立专门的

家长反馈处理小组，负责收集、整理和回复家长的意见，确

保每一条反馈都能得到重视和解决。对于家长普遍关注的问

题，学校可以通过公示栏、微信公众号等渠道公开处理结果，

增加透明度，从而缓解家长在家庭教育中的焦虑，提升家庭

教育指导满意度。

5.3 开展专门培训，提升教师家庭教育指导意识与

能力
基于《家庭教育促进法》第三十九条：中小学校、幼

儿园应当将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纳入工作计划，作为教师业

务培训的内容。根据南昌市 A 小学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中，

存在个体指导不够，针对性不强、方法有效性不足的问题。

学校在创建多样化的路径之外，还应加强家庭教育指导教师

队伍建设，一方面为教师们开展各种形式的专门培训，从而

帮助教师提高家庭教育指导的认识和能力，有效地完成家庭

教育指导任务，进一步提高指导的水平和质量。另一方面，

建立家庭教育指导的“师德”考核与奖励制度，对教师家庭

教育指导的师德、师风、学风、指导方法等各个方面进行

全方位的考核与激励，以此不断提高教师的指导素质和专业

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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