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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家长执照”指家长经过一系列线上线下的学习获得的合格执照或证书。运用Nvivo11工具，对检索到的51篇“家长执照”

材料进行编码，分析影响“家长执照”认同的因素，发现“家庭教育缺位，家长不想教”“为父母提供学习渠道”“家长应尽的责任”三

个因素对“家长执照”认同的影响最大，并进一步归纳出“家长执照”不被认同和被认同的原因。为增加社会对“家长执照”的认

同，提出政府做好顶层设计，提高科学性与可行性；壮大支持力量，提升培训质量；避免形式主义，唤起家长责任意识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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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tribution Analysis of“Parent License”Identification
REN Hui，XIE Ya-qian，YANG Xiao-ping

（Faculty of Education，Southwest University，Beibei 400715，China）
Abstract:“Parent's License”refers to a series of online and offline learning for parents to obtain a qualified license or certificate. The
study used the NVivo11 to code the 51“parental license”materials retrieved，summarized the factors that affect the identity of the“pa⁃
rental license”，and found that“family education is absent，and parents do not want to teach”，“provide parents with learning chan⁃
nels”，“Parents’duty”these factors have the greatest impact on the identification of“Parent License”，and the reasons why the

“Parent License”is not recognized and recognized are further summarized. To increase the society’s recognition of the“parent’s li⁃
cense”，the research puts forward the following recommendations：The government should do a good job of top-level design，improve
scientificity and feasibility suggestions; strengthen support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training; avoid formalism and arouse parents'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Key words: Parent License；influencing factors；family Education

一、问题的提出

“家长执照”是家长在经过学习与考试后获

得的证书，与其类似的还有“父母持证上岗”“家

长持证上岗”“星级家长执照”等形式。“家长执

照”的兴起源自社会发展对提升家长教育能力与

水平的诉求。2020年，“教育内卷”一词流行，折

射出家长的育儿焦虑和教育生态的破坏，同时家

长的盲目与焦虑也反映出其教育观念的偏差与

自身教育水平的不足。2021年7月24日，《关于

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

培训负担的意见》出台，明确指出要减少学校的

作业布置量，不得给家长布置作业，校外培训机

构不得在法定节假日及寒暑假上课。然而，面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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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更多的在家时间，如何进行家庭教育，也对

家长的教育能力和水平提出了考验。2021年10

月2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正式

通过，以立法的形式规定了父母在家庭教育中的

责任和义务，促使父母提升教育能力与水平。

“家长执照”由来已久，欧美等国家早有实

施，我国北京、广东、台湾等地亦探索出相关经

验［1］，在破除“内卷”，落实“双减”与加强家庭教育

的新形势下，“家长执照”能否成为提升家长教育

水平、助力家庭教育的有效途径有待探索。研究

分析了影响“家长执照”认同的因素，以期为探索

有效的家长学习途径做参考。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思路与方法

研究以知网、维普、万方平台“家长执照”的

相关文献、网页新闻报道、视频为研究对象，采用

扎根理论的质性研究方法，借助Nvivo11对相关

资料进行编码，提取有价值的信息，建立节点，形

成框架，分析影响“家长执照”认同的因素。

（二）研究对象与工具

研究以“星级家长执照”“父母持证”“家长持

证”“持证上岗”等为关键词在中国知网、万方、维

普上进行检索，得到2000-2021年间约50篇相关

文献，剔除重复和无效的文献后得到33篇有效文

献。再通过百度、微信、微博等平台选出7篇网页

报道、8个案例和5段视频，共计53份材料，涵盖

了幼儿园和中小学家长群体。研究采用的Nvi-

vo11工具是由澳洲QSR公司设计的具有强大的

编码功能的软件，是一种用于质性数据分析的工

具，便于将某一主题的信息汇总，并帮助研究者

快速捕捉信息点［2］。

（三）资料整理与分析

第一步，阅读文本。为方便编码和保存资

料，研究者先将以上资料转为word文档，再导入

Nvivo11 plus版进行编码。之后对这些文本进行

认真阅读，以熟悉内容形成初步的编码意向［3］。

第二步，编码和分析。研究采用了扎根理论

对文本进行编码，该理论强调自下而上建立实质

理论，即在相关文献中寻找反映社会现象的核心

概念，再经概念间的联系建立理论［4］。在具体操

作中，借助Nvivo11对导入的资料进行三级编码，

在开放式编码中形成14个码号，在主轴编码中，

将14个码号进行整合形成5个概念类属，在核心

式编码中进一步归纳形成2类核心类属。

在开放式编码中，研究者悬置个人“倾见”或

“前见”，将资料以本身面貌原汁原味地进行登

录［5］，归纳出“家长执照”的“本土概念”，并将这些

概念进行整合形成14个码号（见表1）。

主轴编码又称关联式编码，即发现与建立编

码间的联系［5］124。在开放式编码的基础上，将14

个码号进行关联，归纳出5个概念类属，分别是

“‘家长执照’的负面效应”“‘家长执照’缺乏科学

性与可行性”“‘家长执照’的意义与优势”“家庭

教育的现实困境”“家长的权利与义务”。

核心式编码是指将已发现的概念经过系统

分析后选择一个“核心类属”，这个核心类属可将

其他类属结论包含在一个比较宽泛的理论类属

中，具有统领性［6］。本次研究的核心类属最终界

定为“不被认同的原因”及“被认同的原因”。

第三步，信效度检验。为保证研究效度，在

导入软件编码时，预留两份材料作验证，在完成

对51份材料的编码后，再对预留的两份材料进行

编码，确保不会出现新的节点，使码号接近饱和

状态。在效度检验方面，研究者遵循客观性的原

则，对资料进行逐句的、客观的编码。
表1 “家长执照”认同影响因素编码表

核心式编码

不被认同的
原因（82）

主轴编码

“家长执照”的
负面效应（40）

“家长执照”缺乏
科学性与可行性
（42）

开放式编码

1.1给家长增添负担，加重
育儿焦虑（18）
1.2容易导致形式主义（22）

2.1忽视家庭教育的差异性
（10）

2.2侵犯家长的教育权利
（13）

2.3缺乏可操作性（19）

参考点例举

况且父母平时要工作，下班要辅导功课，再上网课攒家
庭教育学分，负担更重

“持证上岗”不过只是流于形式，搞了个假、大、空的培训

如何教育子女，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每个家庭都有不
同的教育方法，大都是因人施教

如果实行“持证上岗”，那么父母无证不能“上岗”，实则
是非法剥夺父母的家庭教育权和应有的法律监护义务

选择给政府赋权发证，成本太高也不太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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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认同的原
因（293）

“家长执照”的意
义与优势（105）

家庭教育的现实
困境（136）

家长的权利与
义务（52）

1.1借鉴国外做法，
有经验可循（9）

1.2为父母提供学习
渠道（61）

1.3学习效果好，提升
了家庭教育能力（15）

1.4有利于社会和谐，
国家富强（20）

2.1家庭教育具有专业
性，家长不会教（62）
2.2家庭教育缺位，家长
不想教（69）

2.3信息化时代加剧亲子
代沟（5）

3.1家长应尽的责任（43）
3.2做好家校共育的需
要（9）

如荷兰政府推行“父母持证上岗”，让年轻人在当上父
母之前先学好科学养育孩子的本领，而且有“证书”的
父母还可以享受一些福利，比如夫妻离婚了，有执照的
一方可以优先得到孩子的抚养权

为家长提供富有针对性的科学观念和技巧，值得肯定

不学不知道，原来我们在教育孩子方面做得还很不够!

为了孩子的健康成长，为了国家的繁荣昌盛，请家长
们驾驭“家庭教育”这辆车子前，自觉接受培训，努力学
习，持证上岗

他们购买并阅读了一大堆育儿书籍。尽管尽心尽力，
但效果却始终不尽如人意
有的家长只知常年拼命赚钱、打拼事业，却忽略了对孩
子的心理抚慰与成长陪伴

信息化时代的来临，今天的大人不了解孩子，孩子似乎
很神秘，他们知道得越来越多，教育因此变得非常困难

让家长接受较为专业的培训，能够倒逼父母责任归位
学校教育只有辅之以良好的家庭教育才能让孩子更好
成长

三、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影响“家长执照”认同的因素排序——

基于自由节点的排序分析

为了明晰不同影响因素的重要程度，研究以开

放编码中的14个自由节点为单位，按材料来源数

量对自由节点进行排序，若材料来源数量相同，则

再参照参考点数量进行排序，结果如表2所示。
表2“家长执照”认同自由节点排序表

自由节点

家庭教育缺位，家长不想教

为父母提供学习渠道

家长应尽的责任

家庭教育具有专业性，家长不会教

有利于社会和谐，国家富强

容易导致形式主义

缺乏可操作性

侵犯家长的教育权利

给家长增添负担，加剧育儿焦虑

忽视家庭教育的差异性

学习效果好，家长提升了家庭教育能力

借鉴国外做法，有经验可循

做好家校共育的需要

信息化时代加剧亲子代沟

参考点

69

61

43

62

20

22

19

13

18

10

15

9

9

5

材料
来源

35

29

29

27

15

13

12

11

10

10

9

9

4

3

如表2所示，“家庭教育缺位，家长不想教”材

料来源与参考点数量最多，排第一。“为父母提供

学习渠道”与“家长应尽的责任”分别位居第二、

第三。说明在“家长执照”实施的过程中，这三个

因素对其影响最大。

（二）影响“家长执照”认同的因素——基于

主轴编码的描述统计

经过编码，研究将影响“家长执照”认同的因

素进行了逻辑梳理，本部分将对主轴编码及其子

节点作具体分析。

1.不被认同的原因

（1）缺乏科学性与可行性是“家长执照”不被

认同的主要因素

“家长执照”不被认同的原因分为“家长执

照”缺乏科学性与可行性及其负面效应两方

面。其中，缺乏科学性与可行性材料来源为21，

参考点为42，与“家长执照”负面效应的参考点

数相近，因此两者是“家长执照”不被认同的主

要因素。

“家长执照”可行性的缺乏集中体现在“缺乏

可操作性”上，此节点有12份材料提及，认为提议

虽好，但实施起来很难。“家长执照”的实施是一

项系统的工程，涉及经费、师资、学习内容、考试

标准、家长的时间与精力等要素，需统筹兼顾、系

续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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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安排，任何环节出问题都将增加实施难度，如

有人提出：“如果是爷爷奶奶带孩子怎么办？”因

此，相关部门需反复讨论，全面考虑。

表3“家长执照”不被认同的原因编码表

核心节点

不被认同的原因

树节点

“家长执照”的负面效应

“家长执照”缺乏科学性
与可行性

自由节点

给家长增添负担，加重育儿焦虑

容易导致形式主义

忽视家庭教育的差异性

侵犯家长的教育权利

缺乏可操作性

参考点数

18

22

10

13

19

材料来源

10

13

10

11

12

“家长执照”科学性的缺乏主要体现为“侵犯

家长的教育权利”和“忽视家庭教育的差异性”。

“侵犯家长的教育权利”参考点数为13 ，约占不被

认同原因的16%。在编码的过程中，研究发现这

部分观点源自对“证”或“执照”的反感，如“如果

实行‘持证上岗’，那么父母无证不能‘上岗’，实

则是非法剥夺父母的家庭教育权和应有的法律

监护义务”，由此可见“侵犯家长的教育权利”的

观点是基于对“家长执照”形式的否认，相关部门

在进行设计时，需弱化“证”“执照”的强制感，凸

出为家长提供学习途径、提升教育能力的服务性

质。此外，还有10份材料提及了“家长执照”忽视

家庭教育的差异性，如“每个家庭的实际情况都

存在差异，单一的模板化标准只会掣肘家庭教育

的发展”，每个孩子的个性不同，每个家庭的结

构、家长的文化素养、教育理念亦有差别，这就要

求在探索助力家庭教育的途径时，要考虑到家庭

的个性化需求，提高科学性。

（2）负面效应是“家长执照”不被认同的另一

主要因素

在编码的过程中，研究将“容易导致形式主

义”与“给家长增添负担，加重育儿焦虑”两个自

由节点归纳为“家长执照”的负面效应。在51份

“家长执照”相关材料中，有13份提出了“容易导

致形式主义”，如“只是流于形式，搞了个假大空

的培训”，占负面效应的56%。各界对“形式主义”

的担忧不无道理，培训—考试—拿证或执照的流

程是一种惯性思维，执行的过程中容易出现形式

主义的问题，但如何将“家长执照”落到实处，发

挥其促进家庭教育的作用，既需要政府做好顶层

设计，亦需要家长主动担责，认真学习，提升自己

教育的水平与能力。

还有10份材料提到了“给家长增添负担，加

重育儿焦虑”，如“家长参加培训会无形之中加大

负担”“会增加‘家长作业’，让家长变得苦不堪

言”，其参考点为18，与“容易导致形式主义”相

当。经材料整理，研究发现这一负面效应来源有

二：一是参加培训、完成作业或任务会消耗家长

的时间、精力、财力，给家长增添负担；二是若“家

长执照”不能规范管理，则会成为以营利为目的、

贩卖焦虑的商业化培训，加重家长的育儿焦虑。

综上所述，“家长执照”不被认同实施的主要

原因是对“家长执照”科学性与可行性的质疑以

及对其负面效应的担忧。

2.被认同的原因

（1）家庭教育的现实困境是“家长执照”被认

同的核心因素

由表4可知，“家长执照”被认同的原因主要

有家庭教育的现实困境、“家长执照”的意义与

优势、家长的权利与义务三个方面。其中，“家

庭教育的现实困境”材料来源为 41，参考点为

136，占比最大，因此它是“家长执照”被认同实

施的核心原因。“‘家长执照’的意义与优势”材

料来源为39，参考点为105，约占认同原因的三

分之一，是“家长执照”被认同的主要原因。“家

长的权利与义务”占有重要的地位，材料来源为

30，参考点为52，是影响“家长执照”被认同的重

要原因。

“家庭教育缺位，家长不想教”，一方面源于

经济压力，如双职工家庭不能兼顾事业与孩子的

教育，外出务工的父母不能陪伴子女成长；另一

方面家庭教育的缺位源自家长教育观念的偏差，

过度注重子女的学业成绩，忽视其人格、道德品

质的培养，认为教育是学校的责任。据2018年发

布的《全国家庭教育状况调查报告》显示，家长对

孩子的学习情况最为关心，其次是身体健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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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安全，而孩子的道德品质、行为习惯、心理状况

获得的关注最少，在家校沟通中最显著的问题是

家长认为教育孩子主要是学校和老师的责任［7］。

因此，家庭教育的缺位不仅指孩子成长过程中父

母的不在场，也指父母只关注孩子的学业表现，

而忽视孩子生命的成长。
表4 “家长执照”被认同的原因编码表

核心节点

被认同的原因

树节点

“家长执照”的意义与优势

家庭教育的现实困境

家长的权利与义务

自由节点

借鉴国外做法，有经验可循

为父母提供学习渠道

学习效果好，提升了家庭教育能力

有利于社会和谐，国家富强

家庭教育具有专业性，家长不会教

家庭教育缺位，家长不想教

信息化时代加剧亲子代沟

家长应尽的责任

做好家校共育的需要

参考点数

9

61

15

20

62

69

5

43

9

材料来源

9

29

9

15

27

35

3

29

4

除了不想教，家长还存在不会教的问题，如

“父母表示不知道用什么方法教育孩子，有的

甚至将殴打虐待作为家庭教育方式”，科学教

育理念与方法的缺乏导致孩子在成长的过程

中身心健康出现问题，如“那些失足的孩子，他

们年龄不同、家境不同、犯罪事实不同，但他们

有一个共同之处——都经历了失败的家庭教

育”。家庭教育具有专业性、科学性、系统性，

要求家长具备相当的教育能力，而现实中多数

家长却不想教、不会教，因而需要通过“家长执

照”类的途径唤起家长的责任意识，为家长提

供专业的家庭教育培训。

此外，还有3份材料提及“信息化时代加剧

亲子代沟”，如“身为E时代的父母感到茫然和

焦虑”等，可见信息化的环境也给家庭教育增

加了难度。沟通是保持良好亲子关系的关键，

然而电子产品的使用减少了孩子与父母沟通

的时间和共同话题。得不到父母关注的孩子

在虚拟世界里获得了精神上的满足，对电子产

品产生依赖，与父母主动沟通的欲望降低；面

对孩子沉溺电子产品和网络，父母不解其因，

不懂沟通，一味指责孩子，进一步激化亲子矛

盾。新信息化时代为亲子沟通增加了难度，但

时代发展不可逆转，这就要求父母与时俱进，

更新教育观念，提升教育水平。

（2）“家长执照”的意义与优势是其被认同的

主要因素

“为父母提供学习渠道”被认为是“家长执

照”最重要的意义，参考点为61。通过“家长执

照”等类似平台，为父母提供教育学、心理学、营

养学等知识和有针对性的教育技巧，使父母掌握

科学的育儿之道。

“有利于社会和谐、国家富强”的参考点数为

20，材料来源为15。家庭教育是个体接受时间最

早、影响时间最长的教育，为个体的人格发展和

习惯养成奠基，是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的基础。

良好的家庭教育有利于孩子健康成长，降低犯罪

率，关系着社会稳定和国家富强。因此，提升家

庭教育的质量不仅是家庭内部事务，也事关公共

福祉。

“学习效果好，家长提升了家庭教育能力”参

考点为15，材料来源为9。经过“家长执照”和类

似途径的学习，家长提升了家庭教育的能力和水

平，如“通过参加家长夜校学习，找回了和孩子相

亲相爱的感觉”，说明“家长执照”有其存在的意

义和价值，也需要探索更多的家庭教育指导途

径，完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为家长提供学

习的途径。

同时，还有9份材料谈到了国外培训家长的

方法，研究将这一优势归纳为“借鉴国外做法，

有经验可循”。如英国20世纪80年代开始通过

立法规定教育机构为父母开设教育培训课程，并

在学校设立家庭社会服务中心；荷兰政府推行有

“父母执照”的一方在离婚时，可以优先获得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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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抚养权；蒙台梭利学会开设了“父母认证”课

程，让初为人父母者获得育儿证书，获得做“专业

的父母”的荣耀。

（3）家长的权利与义务是“家长执照”被认同

的重要因素

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教育好孩子是家

长神圣的天职，也是家长的权利与义务，29份材

料提到教育好孩子是家长应尽的责任（参考点为

43）。肩负家长应尽的责任意味着家长要重视家

庭教育的作用，认识到自身在教育系统中的作

用，努力提高自身的教育水平与能力。

还有4份材料指出这是做好家校共育的需要

（参考点为9）。培养好孩子是一项系统的工程，

需要家庭、学校、社会的协作，因此，通过“家长执

照”提升家长的教育能力，提高家庭教育的质量

是做好家校共育的需要，学校教育只有在良好的

家庭教育的辅助下才能让孩子健康成长。

综而述之，家庭教育的现实困境和“家长执

照”的意义被认为是认同“家长执照”实施的最重

要的两个因素，其中家庭教育的现实困境尤其体

现在家庭教育的缺位上，“家长执照”的意义重点

体现在为父母提供学习渠道上。

（三）被认同原因多于不被认同原因——基

于核心编码的层次图分析

利用Nvivo11的探索功能，借助层次图比较

材料中“家长执照”的认同情况，如图1所示，“被

认同的原因”所占面积大于“不被认同的原因”所

占面积，说明编码材料中“被认同的原因”多于

“不被认同的原因”。其中“被认同的原因”参考

点为293，“不被认同的原因”参考点为82。

图1 核心编码参考点数比较

四、讨论与展望

（一）研究讨论与建议

经过对“家长执照”认同的影响因素进行分

析，研究发现“家长执照”被认同的参考点多于不

被认同的参考点，说明“家长执照”利大于弊，符

合新时代家庭教育发展的需要。据中国新闻周

刊在微博平台发起的一项题为“父母应该持证上

岗吗？”的调查中，“不必持证上岗”的投票数为

370，“应该持证上岗”的投票数为1266，“‘合格的

父母’本身很难定义”投票数为1588［8］。由此可

知，“父母应该持证上岗”较为符合人民的期盼，

“家长执照”可以成为一条促进家庭教育发展的

有效途径。为使“家长执照”更好的服务于家庭

教育，政府在设计和实施这一制度时须扬长避

短。具体而言，政府可采取以下措施，增加社会

对“家长执照”的认同。

1.做好顶层设计，提高科学性与可行性

提高“家长执照”的可行性首先需要政府做

好顶层设计，形成以政府为主导，协同教育、民

政、卫计、宣传等部门，联合社区、学校、家庭等

多级教育培训体系，为家长提供一条从结婚到

孩子成年的系统的、专业的家庭教育学习路

径，逐渐改变家庭教育游兵散勇的状态。其

次，“家长执照”的实施需要政府资金和课程资

源的支持，政府可以学校为基点，借助高校的

师资，在高校开展家庭教育培训，或聘请相关

专家定期到中小学，通过家长会、家庭教育讲

座等形式让家长接受专业的家庭教育培训，提

升家长的教育水平。提高“家长执照”的科学

性要求满足不同家庭的个性化需求，政府可以

在调查当地家长文化水平和育儿需求的基础

上制定课程内容与考试标准，灵活采用线上线

下相结合的培训形式。对于祖辈带孩子的家

庭，可以社区和学校为基点，采用线下培训的

形式；对于父母带孩子的家庭可以线上课程为

主，减少时间地点的限制；对于文化水平较低

的家长，可多开设安全知识、营养知识、习惯培

养类的常识性课程；对于文化水平高的家长，

可适当增加难度，开设教育学、心理学类的课

程。同时，政府在设计和推广的过程中需凸显

“家长执照”的惠民服务性质和提供学习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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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功能，弱化“证”“执照”的强制感，避免引起

家长的抵触情绪。

2.壮大支持力量，提升培训质量

为了让更多的家长能接受有质量的培训，

在“家长执照”实施的过程中需要引入高校和

科研机构的力量、媒体的力量、商业力量和学

校力量。高校和科研机构为“家长执照”的实

施提供科研引领和师资，一方面加强家庭教育

的理论钻研，开发高质量的培训课程；另一方

面，为“家长执照”的培训提供场地和师资。媒

体的力量首先可为家长减轻时间、精力上的负

担，通过网络媒体开展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培训

方式，将一些专业人士、名师录制的优质课程

资源上传到网上，方便家长们利用闲暇时间、

碎片时间进行学习，线下再通过学校的家长

会、专题讲座、家长沙龙等途径展开学习心得

分享和疑难讨论，灵活的适应家长的时间安

排。其次，可利用媒体为“家长执照”宣传，吸

引更多家长的加入，这就要求制作学习视频

时，应简短精悍，增加趣味性，激发家长的学习

兴趣。商业力量的介入可增强“家长执照”实

施的活力，但需相关部门加大监管力度，把控

培训质量。具体而言，政府首先要明确“家长

执照”教育服务的性质与提升家长教育能力的

目的，把控“家长执照”基础课程的选定权、考

试的标准与“执照”颁发的权力，在此基础上，

可以引入商业力量，为家长培训开发补充性的

课程资源。学校是促进区域间家庭教育均衡

发展的有力支撑，亦是监测家庭教育的重要突

破口［9］。因此，通过“家长执照”提升家庭教育

质量必须借助学校的力量。学校可通过家长

会、主题讲座、家长沙龙等途径，借助微信、微

博、学校网站等线上平台为家长提供专业的家

庭教育知识、组织分享家庭教育的经验、为家

长育儿答疑解惑。还可以定期开展亲子阅读

活动，让家长与学生共同阅读、共同学习，打造

书香家庭。如成都文翁实验中学开展“在参与

中提升家长家庭教育素养”的课题研究中规

定，父母一学年至少阅读一本家庭教育类书

籍，至少有一次有效的亲子交流［10］。由此，为

“家长执照”的实施建立支持体系，壮大支持力

量，让家长都能享受有质量的培训。

3.避免形式主义，唤起家长责任意识

避免形式主义需要政府和家长的双向努

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形式主义的实质是功利

主义，根源是政绩错位观和责任心缺失［11］。政

府打破形式主义首先需明确自身为民服务的宗

旨，将“家长执照”视为提升家长教育能力与水

平的惠民工程，而不是粉饰政绩的工具。其次，

政府需建立监督与问责机制，将“家长执照”实

施的任务具体到相关部门，明确责任主体的权

责，督促实施，并建立公民监督机制，确保“家长

执照”落到实处。此外，家长自身学习的主动性

也是避免形式主义的关键。一方面，政府要从

观念上唤醒家长的责任意识，使其认识到教育

能力的提升需要付出一定的时间、精力去学习，

会增加一定的负担，但这也是家长主动肩负家

庭教育责任的体现。同时，需引导家长正确的

认识“家长执照”，使家长明白“家长执照”的出

发点不在于“证”，而是为家长提供学习的途

径。另一方面，政府可建立奖励机制，对于认真

学习获得执照的家长给与一定的物质和精神奖

励。研发团队在设计线上课程时，也要注意提

高课程的趣味性，可设置关卡，让家长每观看一

段视频需答题才能进入下一阶段的学习，避免

刷课行为；对于线下课程，教师要注意课堂的互

动性，可邀请家长分享自己的育儿经验和困难，

切实提高家长学习的主动性。

（二）研究局限与展望

首先，研究将所搜集的材料作逐句编码，力

求使码号接近饱和状态，但样本数据有限，不能

保证完全饱和。其次，样本所涉及的家长群体笼

统包含了幼儿园、中小学的家长，然而不同学段

孩子的身心发展特点、教育内容不一样，其家长

所需学习的内容、承担的教养责任亦不相同，在

未来还需对研究范围作进一步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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