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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大中小幼一体化德育体系建设研究·

本栏目由中共北京市委教育工作委员会宣教处、
北京市学校德育研究会、北京教育杂志社联合主办

推进大中小幼一体化德育体系建设，家庭教育

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环。作为北京市学校德育研究

会的会长单位，北京市妇女联合会（以下简称“市

妇联”）充分利用组织体系健全、阵地分布广泛的优

势，积极发挥家庭教育方面的职能，努力提升家庭

教育的实效性。近年来，我们重点从两个方面着手，

加强家庭教育指导工作，促进家校社协同育人。

第一，积极推进城乡社区家长学校建设。家

庭是社会的细胞，社区是最基层的社会组织，建

设社区家长学校，可为家长、儿童提供指导和服

务，帮助解决家庭教育中的难点问题，提升家长的

家庭教育能力和水平。因此，市妇联将社区家长学

校建设作为重点工作之一，并与北京市教委等10

个部门联合印发了《北京市关于指导推进家庭教

育的五年规划（2016-2020年）》，明确提出要“普

遍建立家长学校”的要求。

两年多来，我们通过与妇女之家、儿童之家、

科普教育基地等基层工作阵地建设相融合，积极

推进城乡社区家长学校建设；编印《北京市社区

（村）家长学校工作指导手册》，帮助解决家长学

校“做什么”“怎么做”等问题。此外，我们还实施

了北京市社区（村）示范家长学校建设项目，通过

开发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指导服务课程，培训家庭

教育指导服务队伍，初步构建社区（村）家长学校

工作模式，推动全市家长学校的整体建设。

未来，还有很多问题需要探索。比如，如何更

好地统筹社会资源服务家庭教育？家庭教育是开

放的，应整合学校的优秀师资和优质课程，为有

家庭教育困惑的家长提供服务。其中，平台如何搭

建、教师提供服务的待遇如何落实、工作成效如

何评估等问题，都有待破解。我们设想，未来可以

基于城乡社区家长学校等平台，搭建更加完善的

家庭教育公共服务中心，甚至可以将其纳入各类

地图，家长有需求时，搜索周边的“家庭教育指导

服务”，便可就近找到需要的平台。

第二，大力推动家庭教育立法。家庭教育的重

要性不言而喻，但家庭教育的现状却不容乐观，其

主要原因在于各相关主体对于家庭教育责任的落

实程度还远远不够。所以，亟需以法律保障的方

式，加以明确并确保落实。

近年来，我们大力推进家庭教育立法工作，联

合相关部门，围绕推进北京市家庭教育地方性法

规相关工作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与探讨，形成了一个

基本共识：家庭教育立法的内容，应主要包括机构

设置、人员和经费、专业队伍建设、市场监管、明确

各部门职责、规定家长参与培训学习、立法原则评

估和监督八个方面。这里，重点谈一下其中的四个

方面。

机构设置。关于家庭教育机构的设置，目前

主要有三种意见：第一是设置独立机构, 如“家庭

以家庭教育为基点，
提升家校社协同育人实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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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指导办公室”, 自上而下设配套机构, 社区设

“家庭教育指导点”, 避免将家长学校与学校的家

长会混淆；第二是沿袭现有架构，幼儿园、中小学

家长学校由教育部门管理，社区家长学校由妇联

管理；第三是在教育部门或成人教育部门设家庭

教育管理机构，所有家长学校都由教育部门或成

人教育部门管理。

专业队伍建设。目前，家庭教育的专业师资十

分缺乏，应大力开展专业队伍建设工作。一是培训

现有家长学校教师，社区家长学校的工作人员很

多是兼职，专业能力比较欠缺，针对这部分人群可

以开展继续教育，提升其专业能力；二是在高校开

设家庭教育专业，培养专门人才；三是在高校师范

生培养中增加家庭教育方面的课程。

市场监管。通过市场监管提升家庭教育质量，

必须建立相应的标准和制度。因此，应该规范服

务机构，建立市场准入制度（行业准入标准），并

对机构进行监管；建立“家庭教育指导师”职业标

准和上岗资格证制度。

规定家长参与培训学习。家庭教育除了家长

对孩子的教育，还应该包括家庭成员之间的共同成

长。因此，建议在不同阶段（结婚前，生育前，孩子上

幼儿园、小学、中学、高中前），开展相应的培训，并

颁发培训证，旨在让家长学习如何做一名合格的家

长。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规定更多体现的是鼓励

性，而不是约束性，更不是制定罚则来保证落实。

总之，在推动家庭教育指导、促进家校社共育

方面，市妇联发挥群团组织优势，协同各方、主动

作为，为促进北京市大中小幼一体化德育体系建

设贡献了应有的力量。

北京市第十二中学教育集团在深化教育领域

综合改革的背景下，积极开展家庭、学校、社区共

融、共通的协同育人工作，汇集各方教育资源，形

成教育合力，逐步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家校社共

育之路。

顶层设计，构建共育体系

集团基于“求真崇善唯美”的办学理念，构建

了以人为本的“真善美”同心圆德育体系，致力于

培养能够与自我、自然、社会和谐共融的新时代创

新型、复合型人才。在该体系中，FSC家校社共育同

心圆行动体系始终贯穿其中。

“FSC家校社共育体系”以“1-3-9”的层次结

构呈现，包括一个以“育人”为核心的根本目标；家

（family）、校（school）、社（community）三大共育

主体；“3F+3S+3C”9项关键要素。这9项关键要素

相辅相成，既有前提保障，又有策略途径，是共育

生态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和关键。

1.3F

Finance（经费）：经费共投。加大对家校社共

育工作和研究的投入，为共育工作的深入开展提

“FSC家校社共育体系”助推学生全面发展
      北京市第十二中学教育集团

基地校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