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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文化育人这个命题，语意思想深刻，

意境绪远悠长。其中，“家庭”滋养生命修炼伦

理、寄栖心灵育养人性的作用；“文化”鲜明时

代创造精神、升华思想充盈情感的力量，切中

了社会风气浮躁、人心功利、取向短视的时

弊，使人们找到了修身养性、健全人格、历练

君子素养和大人气象需要把握的内在逻辑关

系。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和灵魂，也是家

庭内蕴的文脉和强心固本的力量。人的存在，

就是一种文化的存在。家庭文化向善至美氛

围的营造，需要女人对子女的成长体现“德”

的情感浸润；家庭文化形态与社会观念的协

调，需要男人对家庭表达“道”的方向引领。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需要父母的修为

和形象产生正本清源的作用，满足子女身心

健康成长的内在要求；需要“立德立言立功”

的参照，使家国天下的理想在家庭生根发芽。

“家庭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记载着家风的

特质，记录着家训的劝导，记刻着家规的价

值，以此形成子女内心深处的归属感。

家庭教育学院顺应时代精神的要求而重

视“家庭文化建设”，其目的，就是要通过人的

精神家园构筑和价值观念的修炼，厚实生活

的道德根基、提升家长的思想品位。“注重家

庭”就是用家庭代代相传的风尚，慈幼子女的

心灵形成可以安身立命的素养；“注重家教”

就是用父母做人做事的风格，影响子女的价

值取向形成奋发向上的情感；“注重家风”就

是用家庭荣誉链上的流风余韵，形成父亲文

化和母亲文化榜样示范的力量。

家庭要想成为国家发展的重要基点，需

要家庭成员之间的灵魂合奏，生发出“继世

长”的精神力量；需要家人共同引以为豪的道

德伦理，形成“传家久”的人格尊严。世间没有

什么东西比家庭文化更能浸润心灵，激励起

子女正直的理想；没有什么形态比母亲所展

现的温柔贤惠，更适宜子女性情性格的陶养；

没有什么力量比父亲卓越的榜样形象，更能

激发起子女高贵品质的担当。

家庭文化正家邦、砥志向、树灵魂的事实

告诉人们：家庭是社会精神文明的重要基础，

子女从家人彼此体贴、真诚相待的文化场中，

学到了走上社会所需要的处事态度；从父母

勤俭朴实的美德和为人处事的修养中，懂得

了什么是高贵和不朽，从而生发出昂扬向上

的理想。德无根可立人，善非药可医

俗。社会发展确立的“以德兴国”道

路，就是要在家庭中育养人性美德和

心性秉性的至善，家庭文化铸就“人

无德不立”的信念，就是要在家庭营

造立善正理的氛围，扭转短视浮躁的

风气。

家庭文化育人，培养父亲文化

“道”的方向引领观；涵养母亲文化

“德”的贤淑浸润观；滋养子女文化

“孝”的人伦善行观；孕育家庭尚德文

化“俭”的人文启圣观。家庭文化“四

观”的建设，把中华传统文化与现代家庭教

育，创造性地结合起来落地生根的成果，区别

于单纯纠正孩子毛病的狭隘，区别于为考高

分而几近“炼狱”的短视，区别于父母只是简

单说教而不注重家庭文化氛围营造的尴尬。

它用古训传统“立善正德”的人文指向，对亲

属的道德伦理和家庭的幸福指数注入人文精

神的基因；为家国天下的信念和家国同构的

理想，播下君子品格的种子。

俯察仰观，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设，如果没有家庭文化

修身养性的育人理念，如果没有为“三不朽”

建功立业的人生信念，不管我们在经济、科

技、军事上取得多么高的成就，都会出现社会

现实和文明理想相悖的现象，都会给走向现

代化的中国带来一系列的时空反差和人文精

神的尴尬……

上海协申联合企业大学家庭教育学院结

合新时代的背景确定了“铸民族家魂、兴中华

家风、润时代家教”的历史使命，以“培养文化

传承好家长，成就接力家国新栋梁”为立院之

本，“格物、致知、修身、当责”为院训，秉承为中

国家庭教育培养合格的家长，为家校社共育的

体系研究和践行，提供更广泛和社会化专业人

才为目标，致力于家庭教育相关的理论研究、

优秀传统文化传习、师资和人才培养。

家庭教育学院下设综合管理、教学管理、

产学研转化、文化交流四个中心和协同共育研

究院，学院的学术方向将专注于提升家长家庭

教育专业性，重点面向 18岁以下受教群体在

家庭教育中效能方式探索及亲子教育和家校

社共育的多维度协同教育三个领域，学院将在

注重学术应用转化的形式上进行创新探索，积

极与社会化的企业、公益机构和学校开展全面

合作，提供家庭教育理论研究、基于现实需求

的实验室和示范解决方案，以具体可复制和能

推广的家庭教育相关项目，通过各种形式的合

作与交流，为广大家长和教育相关从业者服

务，推广家庭教育技能和资格证书，倡导家庭

教育持证上岗的理念，让我们的下一代得到更

好、更健康的成长。

五育并举齐发展 乐享“双减”共成长
———三位家庭教育专家访谈实录

为了更好地在实践领域， 特别是家庭教育现实

和日常生活层面具有更广阔和更易于操作的可行

性，除了高校学者教授的学术性交流，与社会各界的

专业人士也应保持广泛的接触和互动， 注重理论与

实践的结合，学术与应用的转化。 本期家庭教育学院

推出的首个家庭教育课程包，不仅是一次探索，更是

一种务实的践行。

以下是对首个家庭教育课程包里三位名师访谈

的内容摘要：

上海协申联合企业大学
家庭教育学院简介

近期活动预告
上海协申联合企业大学家庭教育学院将于 3 月 10 日，在中国现代国

之宝艺术馆（长阳路 368号），举行智库专家颁证仪式、家庭教育实训基地

授牌，学院领导届时将为首批专家授予聘书，同时与首批符合实训基地条

件的社会机构授牌，共同深化家庭教育理论与践行，惠及更多家长的专业

化提升需求。

北京大学教育与文化研究所所长 王继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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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雄 社会学博士， 中国教育学

会家庭教育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国

务院妇儿工委儿童智库专家， 上海市

家庭教育研究会首席专家， 上海市家

庭教育研究中心主任，二级研究员

问：杨院长，您怎么看“双减”政策

给家庭教育带来的影响？

答：去年“双减”政策出台以来，我

国的教育发展格局随之发生很大变

化。学校回到教育主阵地，精英教育模

式受到抑制，教育的公平性得到进一

步的张扬。按照我的理解，“双减”政策

不是国家要改变什么，而是要回归到

我们“五育并举”的教育方针、回归教

育的本真，让学校教育回归本位，让家

庭教育回归生活，优质教育资源得以

合理分配与共享，这是一个大逻辑，也

是基本原则。同时，“家校共育”将越来

越被更多的重视，特别是家庭教育的

重要性将凸显，尤其是家庭教育的核

心，即家庭教育施教主体的父母家长

们，会更多关注自身教育培养能力和

水平的提升。这为促进家校共育，家庭

与学校之间更好的协同，更多的理解

包容有巨大的积极意义。一方面家庭

教育的重要性将凸显。即便不是“双

减”，在我们身处的这个信息化时代，

家庭教育的重要性至少可以与学校教

育相提并论。另一方面家庭教育非学

校教育，更不能替代学校教育，学校教

育和家庭教育各有分工各司其职。家

庭教育的重心应侧重于广义上的“生

存教育”“生活教育”“生命教育”“养成

教育”，即让孩子从小养成一个良好的

生活习惯，在进入社会之后成为一个

合格的公民。如果说，学校教育是系统

化的、面广量大的，是按照统一的大纲

完成、有培养目标的，是一种以集体主

义为要素组织起来的正规教育，那么，

家庭教育就应该是“非正规”的、是属

于私人领域的、是具有每个家庭自身

特点的教育。

可以看到，“双减”政策实实在在

发生的一些效果：孩子们参加校外

培训的负担大大减少，作业负担减

轻了，睡眠时间受到充分重视，腾出

来的时间可以找伙伴玩、可以参加

感兴趣的活动，运动、阅读的时间也

有了；中小学生上学时间普遍延迟，

课后服务的丰富程度提升了；很多

家庭父母陪伴孩子时间增多，利于

彼此关系的和谐；相信随着越来越

多的孩子开始在田间地头奔跑，在

大自然中嬉戏，在公园跳绳、玩游

戏、捉迷藏，童年本该有的样子慢慢

回来了。

余世维 公共决策博士， 哈佛大

学、牛津大学双博士后，上海交大国际

领导力研究所所长， 知名企业管理专

家、家业双丰导师

问：余老师，您对家庭教育”有什

么见解？

答：我本人经营企业 40 余年，又

把两个孩子培养到博士，得到的心得

是，家庭教育与企业管理其实是同一

个逻辑与原理。我认为强国的两大支

柱是“教育”与“科技”，所以我一直愿

意为教育做奉献。除企业管理外，家庭

教育也是本人关注的重点，家庭教育

乃强国之基。为此，我把自己几十年经

营企业和家庭的心得浓缩成 36 节课

程（“领袖力：从小打造”），作为赠送给

家庭教育学院的第一个礼物。课程分

为三大模块，首先是领袖的七个根本

性格，比如家长如何培养孩子的积极、

细心、胆识等，其次是领导者的 6 大

能力，比如家长如何培养孩子的思考

能力、洞察能力等，然后是家教与社会

竞争力，比如家长如何开拓孩子的视

野，如何培养孩子安静与临危不乱的

品质等。通过线上视频，方便广大家长

足不出户，用碎片时间学习培养孩子

成为未来栋梁人才的方法。

吴东辉 博士， 中国整合式亲子

疗愈导师， 中国婚姻家庭咨询师协会

常务理事， 浙江省管理咨询协会副会

长， 国际注册管理咨询师 CMC 中国

成员，国内 EAP实践、组织与家庭系

统排列导师

问：您觉得在家庭教育中，父母作

为主导与核心， 最需要具备的能力是

什么？

答： 我认为父母给到孩子更多情

感上良好体验的能力，特别孩子 0到

6岁的阶段，母亲应给予孩子更多的

陪伴。有案例显示，早期母亲的陪伴，

对孩子的性格的养成，会起到很大的

作用；而父亲在孩子 7到 12 岁阶段，

可以给到孩子更多的力量感、目标感

以及实践力。孩子 12 到 18 岁期间，

父母的鼓励有助于培养孩子勇于探索

和实践。总之，家庭教育中，如果父母

各有侧重, 相互配合，早期以妈妈主

导，逐渐过度到父亲主导，再到学校、

社会协同主导。家庭教育需要父母有

一定的教育理念和认知，包括掌握一

定的家庭教育的方法和技能。

借助家庭教育学院平台，我精选

了家长在日常生活中的亲子关系、以

及营造家庭教育环境和氛围的方法相

关 100 个话题，希望可以帮助家长们

在解决孩子教育过程中走出误区，与

孩子共同成长，这不仅是一种自我的

疗愈，也是一种人生的自我修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