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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
健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机制，10月
23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通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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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于2022年1月1
日正式施行，引起社会广泛关注。

家庭教育从来都不是父母双方的
“搏击”，良好的家庭教育不仅需要民
有所呼、法有所应的外部支撑，更需要
父母双方内部配合。

缺位现象的背后

随着社会转型的加快、社会竞争
的加剧，父亲承担“养”的责任日益加
重，父亲更多时间忙于工作，陪伴孩子
的时间逐渐减少，自然而然家庭教育
结构逐渐向母性教育倾斜。

除此之外，“男主外，女主内”的
传统观念加剧了缺位现象的发生。
部分家庭认为，养育子女就是母亲的
责任，忽视了父亲在家庭教育结构中
的作用。

“我妈快乐，全家快乐”的热潮居
高不下，玩笑背后诠释出母亲在家庭
教育结构的主导作用，部分父亲也将
缺位现象归咎于此。

父亲是孩子成长中
不可缺少的角色

当下，短视频应用成了人们热衷
的消遣方式，短视频内容也在深耕垂
直的发展中呈现出“百花齐放”的态

势。然而，一些逐渐“娘化的”视频内
容引起部分家长的担忧。

一项关于“父性教育”的缺失对幼
儿性别角色发展影响的研究显示，父
性教育的缺失对幼儿性别角色概念、
观念以及幼儿行为发展存在一定影
响。父性教育的缺失体现在两方面，
一方面是位置（离异、单亲家庭）的缺
失，另一方面是角色（缺乏父性教育，
以母性教育为主）的缺失。

研究显示，3 至 6 岁是儿童的性
别认同关键期，孩子的模仿能力最
强，语言能力、肢体动作、好奇心在引
导下将得到发展。然而，父母的性别
差异会产生不同的教育效果。男孩
子在4岁以前缺乏父性教育会弱化他
的攻击性，倾向于女性化；女孩子在5
岁以前缺乏父性教育，会在青春期与
男孩交往时表现出焦虑、羞怯或无所
适从。

性别概念的认同常常在性别角色
观念、行为上表现出来。对男孩而言，
喜欢模仿父亲的一些言行，是对父亲
的认同和获得自己性别的认同，父亲
的言传身教会让其习得男性化的性格
特质；对女孩而言，她会从父亲对母亲
的爱，来认同和接纳自己的女性身份，
学习同异性接触和交往的经验。

青春期的孩子处于辩证思维萌发
阶段，在认知上存在片面性，他们一方
面渴望尊重，另一方面又不愿顺从，矛
盾的心理让他们产生试探、违反一些
规则与边界的行为。而父亲正确的引
导与教育，会给他们建立更为具体的
更为细化的规则感与边界感。

家庭教育需要合力促进

《家庭教育促进法》倡导以人为
本，重视未成年人发展规律，尊重其参
与家庭事务的权利，并提出明确的方
法，“亲子养育，父母共同参与、言传身
教、严慈相济、尊重差异、平等交流、亲
子共成长”。家庭是孩子的第一课堂，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

家庭教育本身应该形成一股合力，
良好的家庭分工并不一定各司其职，在

“养”“育”的大工程中，决不是“男主外，
女主内”的简单划分。《家庭教育促进
法》明确指出，“家庭教育中的主体责任

是父母”，父母既有自己独特的作用和
优势，又共同承担着家庭责任。

《家庭教育促进法》提出，“父母
应树立正确的家庭教育理念，自觉学
习家庭教育知识；在家庭教育中，父
母双方应共同参与，发挥双方作用。”
在现代社会的家庭教育中，父亲的教
育作用是任何人不能代替的，“养”不
仅仅是父亲一个人的责任，“育”也不
仅仅是母亲一个人的责任，父亲要找
准自己的角色定位，母亲也要适当留
有空间让父亲有施展自己的舞台。
家庭教育要想平静而有力量，是需要
父母双方协调配合的。 （本报综合）

近日，学生在哈尔滨
市新发中心学校建国小学
乡村学校少年宫学习演奏
葫芦丝。

当前，黑龙江省各地
以乡村小学为基础，大力
发展乡村学校少年宫，开
设德育、文艺、体育、科普、
手工等多种课外活动，满
足学生们的需求，培养学
生们的兴趣爱好和特长。

新华社记者 张涛 摄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双减”工作要
求，全面提升校外教育培训综合治理
的精准化、科学化、信息化水平，日前，
教育部办公厅印发通知，部署建立校
外培训机构底数核查机制。

通知要求，各地要充分发挥“双
减”机制协调作用，会同有关部门，对
市、县核录情况进行巡查，确保底数无
遗漏、信息摸准确。各县（市、区）要组
织开展拉网式自查，对校外培训机构
进行全面摸排、分类建档、逐一标记，
应纳尽纳，不留死角和遗漏。

通知指出，各地要通过“互联网+
监管”的方式，对线上线下校外教育培
训开展常态化、智能化监管。教育部
已建设全国校外教育培训监管与服务
综合平台（以下简称平台），各地要通
过平台，形成校外培训机构底数。校
外培训机构要通过平台，完善机构、培
训人员、培训材料、资金等信息并实时
更新。同时，要注意严格区分线上教
育和线上教育培训。

通知明确，11月15日前，各地教育
行政部门要对辖区内校外培训机构填

报的信息进行逐一核查，标记运营状
态，形成本地区校外培训机构底数。11
月中旬起，教育部将会同有关部门对各
地底数核查情况组织抽查，并对各地完
成情况、数据质量等进行专门通报。

通知强调，各地要充分认识摸清
校外培训机构底数的重要性，务必提
高政治站位，从增强“四个意识”、做到

“两个维护”的高度，精心组织，加快推
进，确保“账账相符、账实相符”，对于
数据不清、弄虚作假、瞒报欺骗、不担
当不作为的，将严肃问责。（本报综合）

不可忽视的父性教育

教育部:
从严从速做好校外培训机构底数核查工作

儿童青少年近视
防控目标基本实现

教育部近日召开新闻发布会，自
2018年8月教育部等八部门下发《综合
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实施方案》（以下简
称《方案》）以来，经过三年不懈努力，青
少年近视防控工作取得明显进展。

2018年，全国儿童青少年的总体
近视率为53.6%。2019年，总体近视率
为50.2%，比2018年下降了3.4个百分
点。2019到2020年，受到新冠肺炎疫
情的影响，儿童青少年的总体近视率
为52.7%，同2019年相比上升2.5个百
分点，与2018年相比，下降0.9个百分
点。基本实现了《方案》每年下降0.5
个百分点的防控目标。

过去三年，教育部在制度设计、顶
层设计、压实责任等工作上层层推进，
逐项落实。全国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
近视工作联席会议机制办公室主任、
教育部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司长王
登峰表示，接下来，教育部将继续推进
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工作。

第一，切实落实“双减”政策，增加
学生运动的时间，保障学生充足的睡
眠。第二，改善阅读和相关的用眼环
境。第三，加强眼视光专业队伍的建
设和学校卫生保健队伍的建设。第
四，加大对涉及儿童青少年验光、配镜
的相关部门、行业的监管力度。第五，
管理措施要硬起来。一是教育部要更
加坚定地推进五项管理，落实“双减”
的要求。二是加强督导检查，进一步
加强对省级人民政府落实儿童青少年
近视防控工作的评议考核，推进儿童
青少年视力保障工作。 （本报综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