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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教育“失范” 法官指导“规范”
重庆一份成渝跨域家庭教育指导令，全力护航家长“依法带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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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某从小随父母生活在四

川省某市， 后周某的母亲因为

工作变动将周某带回重庆市荣

昌区生活， 并让其在荣昌上中

学， 周某父亲仍然在四川工作。

周某来到荣昌后， 母亲对其学

习及生活关心、 问询均较少，

周某父亲也只是偶尔通过电话

了解周某的学习、 生活情况。

来到新环境后， 因生活习惯等

原因无法很好融入， 加之父母

关心较少， 周某开始与社会上

的闲散青年厮混， 时常不回家。

2020 年 5 月， 14 岁的周某

因带头打架斗殴违反治安管理

处罚法， 被公安机关治安处罚

拘留 10天。 周某父母仍未能引

起重视， 疏于对周某的教育、

管理， 仅是在电话中粗暴地批

评一顿。 周某继续与社会不良

青年往来。

2020 年 12 月， 周某在酒

吧喝酒期间， 因不满邻桌人员

对其身边女伴多看了几眼， 发

生口角争执， 进而发展为动手。

由于自己一方人数较少不占优

势， 遂离开酒吧， 到外面去寻

求别的社会青年共计数十人一

起来酒吧“报仇”。 酒吧老板见

状出面阻止、 调解， 周某等人

非但不听劝阻， 反而将老板和

邻桌客人以及当天在酒吧内的

无关人员打伤， 其中， 两人构

成轻伤， 三人构成轻微伤。

案发后， 周某感到害怕，

到公安机关自首， 称其只是好

面子， 想逞威风， 教训一下邻

桌人员而已， 打架是因为喝了

酒， 一时冲动才犯罪。 检察机

关最终以周某涉嫌寻衅滋事罪

向法院提起公诉， 经过审理，

周某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二个

月， 赔偿各被害人医疗费等相

关损失。

  伴随着 2022 年 1 月 1 日 《家庭教育促进法》 的正式实施， 家庭、 国家和社会在促进家庭教育方面应扮演的角色得到了明确。 司法

实践中， 人民法院应怎样将法律中的训诫和责令接受家庭教育指导落到实处？ 重庆市荣昌区人民法院努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依

法发出首份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跨域家庭教育指导令， 借助成渝两地行政力量与社会力量， 多角度对当事人周某父母进行有针对性的家

庭教育指导， 全力护航家长 “依法带娃”， 推动涉成渝两地生活的未成年人及其父母家庭教育工作的深化、 常态化， 为成渝经济圈家庭

教育质量的总体提升贡献司法智慧。

误入歧途 少年斗殴

荣昌区法院受理该案后，

承办法官到周某所在社区走访

发现， 其父亲常年不在孩子身

边， 其母亲开了一个麻将馆，

终日沉浸在麻将中， 对其生活

和学习不管不问。 周某的母亲

还错误地认为， 对孩子最大的

支持就是要什么给什么， 所以

对他的金钱和物质需求从来不

吝啬。 这一行为也助长了周某

游手好闲的坏习惯。 周某手里

有钱以后， 身边不缺“小弟”

跟随， 经常指挥“小弟们” 打

架， 还有小偷小摸等不良行为。

承办法官联系周某的父亲

告诉他孩子的行为触犯刑法时，

其表现冷淡， 并说家庭内部分

工就是周某的母亲主管孩子，

他主要是在四川挣钱养家，以后

在四川给儿子买套大房子，娶个

媳妇就可以了。周某的母亲也认

为给了孩子钱，让他不愁吃不愁

穿就是最好的管教，孩子已经上

学了， 犯了错应该是学校的责

任，而不是家长没管好。 承办法

官经过多次到川渝两地走访，联

合检察机关、司法局等多部门与

周某父母进行沟通， 最后一致

认为， 周某的父母在家庭教育

上存在严重问题。

父母失职 孩子犯错

了解到上述情况后，承办法

官遂决定向周某的父母签发《责

令接受家庭教育指导令》， 要求

他们限期到荣昌区“家庭教育爱

心指导站”接受家庭教育指导。

2022 年 1 月 21 日， 荣昌

区法院根据“海棠芳华” 守护

青少年活动要求， 联合区检察

院、 区教委等部门， 启动“以

案说教” 家庭教育“圆桌谈心

会” 行动， 为周某父母进行家

庭教育指导。

为让家庭教育指导更具有

针对性， 法官事前联系了周某

之前生活地， 即四川省某市社

区的网格员， 并在家庭教育爱

心指导现场连线网格员， 请网

格员全面介绍周某的家庭、 成

长及邻里评价情况， 并邀请网

格员共同对周某的父母进行有

针对性的家庭教育指导。 家庭

教育指导师对周某的家庭成员

内部职责、 结构等做了全面的

剖析， 并引导家长自省， 明白

各自育儿的责任。 法院和检察

院则从教育子女的法定职责等

方面进行家庭教育指导。

最终， 在专业人员的帮助

下， 周某的父母泪流满面， 表

示对自己的失范行为有了初步

认识， 并希望专业人员多给予

支持， 对其具体教养子女多指

导， 多提供行为方面的指引和

基本法律知识的普及。 荣昌区

法院家庭教育爱心指导站针对

周某父母的情况， 制定了详细

的家庭教育指导计划。 目前周

某的父母已经通过到站和社区

观察等多种方式接受家庭教育

指导三次， 效果良好。

责令受教 父母悔悟

  2021 年 10 月 23 日， 十三届全

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表决

通过了家庭教育促进法 。 法律明

确， 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

人负责实施家庭教育。 国家和社会

为家庭教育提供指导 、 支持和服

务。 为呼应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

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 “双

减” 要求， 法律规定， 县级以上地

方人民政府应当加强监督管理， 减

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

外培训负担， 畅通学校家庭沟通渠

道， 推进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相互

配合。 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

护人应当合理安排未成年人学习、

休息、 娱乐和体育锻炼的时间， 避

免加重未成年人学习负担， 预防未

成年人沉迷网络。

《家庭教育促进法 》 不仅明

确， 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树立

家庭是第一个课堂、 家长是第一任

老师的责任意识， 承担对未成年人

实施家庭教育的主体责任， 用正确

思想、 方法和行为教育未成年人养

成良好思想、 品行和习惯。 同时，

还规定了家庭教育的内容。 比如，

要求家长培养未成年人树立维护国

家统一的观念，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 培养家国情怀； 培养未成

年人良好社会公德、 家庭美德、 个

人品德意识和法治意识； 关注未成

年人心理健康 ， 教导其珍爱生命

等。

《家庭教育促进法 》 的施行 ，

会让家庭教育得到社会重视， 也提

供了很多家庭教育的新方法和思

路。 《家庭教育促进法》 明确了家

长在这些方面的责任， 值得家长研

究学习。

（综合整理自中国法院网、 人

民法院报、 北京日报）

◆背景简介

《家庭教育促进法》 的正式实

施， 明确了家庭、 国家和社会在促进

家庭教育方面扮演的角色， 引导父母

或监护人了解家庭教育是什么、 怎么

做， 最终目标是促进各方合力推动家

庭教育发展。 但在具体的实际操作

中， 各方到底在合力中扮演什么角

色， 人民法院又应怎样将法律中的训

诫和责令接受家庭教育指导落到实处

是一个重要课题。

首先， 在深学深悟法律规定的同

时， 荣昌区法院延续了该部法律的温

情， 也保留了其应有的“牙齿”。 通

过督促区人民政府发文， 全区在荣昌

区法院特色未成年人关爱学校即“爱

心学校” 的现有基础上， 联合区检察

院、 区公安局、 区司法局、 区教委等

九部门正式成立荣昌区家庭教育爱心

指导站， 着力推进爱心指导站的建

设。 本次跨域家庭教育指导令的发

出， 就是依托爱心指导站的工作平

台， 在遵守指导站的工作规范和职责

范围的框架内发出的。 家庭教育指导

令的发出， 让在家庭教育失范中的当

事人明白， 法律中的“依法训诫等措

施” 并不是无关痛痒的批评教育， 是

公权力对“家事” 的正当介入， 既是

当面提醒， 也是公开警醒。 同时开展

的家庭教育指导， 也是家庭教育指导

师和各相关职能部门广泛运用社会

学、 心理学、 法学等交叉学科知识，

对当事人进行家庭教育和亲子教育，

并融合普法宣讲等多种功能的全面家

庭教育指导， 是对失范家庭教育的一

次全面纠偏， 有效促进家长依法承担

对未成年人实施家庭教育的主体责

任。

其次， 本案的审理， 恰逢成渝地

区双城经济圈被明确赋予“两中心两

地” 的战略定位。 人民法院应如何为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贡献司法力

量？ 随着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

深度开展， 两地互联互通、 产业融

合、 群众生产生活更加密切的同时，

涉成渝两地生活的未成年人家庭教育

问题也更加突出。 荣昌区法院处于成

渝经济圈的腹心位置， 对于成渝经济

圈的一体化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本案

首创成渝跨域家庭教育指导令， 不仅

仅是对四川地域范围内的一个涉未成

年人问题的应对， 更是如何增强大局

意识， 坚持能动司法、 协同司法， 创

新司法理念， 在协同发展中谋划人民

法院工作， 不断改革和完善适应成渝

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涉未成年人司

法工作的最好诠释。

本次指导令的发出借助成渝两地

行政力量与社会力量， 多角度为周某

父母进行有针对性的家庭教育指导，

不仅司法保障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

全力护航家长“依法带娃”， 推动涉

成渝两地生活的未成年人及其父母家

庭教育工作的深化、 常态化， 也为成

渝经济圈指导家庭教育质量的总体提

升贡献了司法智慧和法院担当。 同时

也引发了荣昌和四川内江两地司法机

关和关工委对跨域婚姻引发的子女抚

养和父母赡养等问题的广泛讨论， 并

制定了相关规则， 达成了对相关司法

问题的及时应对， 妥善处理， 确保政

治效果、 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有机统

一的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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