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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present, the family education model, as a research hotspot, has attracted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from all walks of lif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new curriculum standard” and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double reduction” policy have gradually shifted the public’s attention to the family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model. The country fully implements the strategy of rejuvenating the

country through science and education, attaches importance to the role of family education, speeds up

the construction of education to rejuvenate the country, and strives to build a new era of compound

foreign language talents. However, there are still some practical problems in the current family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model, such as the phenomenon that the head of the family is responsible for it;

the whole society pays less attention; educators themselves have low quality. In order to realize the

optimiz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family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model in the new era, the

following measures can be taken: create a “two-way satisfaction” education model; establish parents’

growing development thinking; build a family-school linkage platform; further improve the

mechanism of “production and demand doc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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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前，家庭教育模式作为研究热点愈发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而“新课标”的实行及“双减”政策

的出台将大众注意力逐渐转移到关注家庭外语教育模式上。国家全面实施科教兴国战略，重视家庭

教育作用，加快建设教育强国，大力打造新时代复合型外语人才，但目前家庭外语教育模式仍存在

一些现实问题，如家长包办现象；社会整体重视度较低；教育者本身素质较低等。为实现新时代家

庭外语教育模式的优化与发展可采取以下措施：打造“双向满足”的教育模式；建立家长成长型发展

思维；搭建家校联动平台；进一步完善“产需对接”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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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自三千多年前，我国关于家庭教育的内容就记载于《周易》，家庭作为个体成长独有的教育生

态系统，对学生后续的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具有奠基性作用。家庭教育在当下已然作为一个重要的

教育研究领域，本项目通过中国知网数据库进行检索及文献计量分析，发现目前主题为“家庭教育”

的学术期刊和论文总数已达到 3.61 万篇，相关主题发文量呈陆续攀升的态势，仅 2022年上半年数

量已超 800余篇。在对家庭教育各环节现象的研究已形成较为丰富的成果，研究趋势也将关注以满

足社会发展需求的家庭教育模式，面临社会发展与时代需求，外语学习在学生发展中已占据相当重

要的部分，从以前的英语逐步发展为俄语、日语等多语教育模式，而在“双减”政策的影响下，学生

的语言学习亟需有一个良好的家庭支持模式。因此，本研究直指新时代政策引导下的外语学习，以

家庭教育模式为支点，提出学生教育支持的优化思路。

2. 新时代家庭教育模式的内涵、价值与特征

2.1. 新时代家庭教育模式的内涵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可知，教育是家庭的基本职能之一，新时代背景下，学

校、家庭和社会三者共同发展，形成共建共育阶段。我国著名教育家顾明远教授在《教育大词典》

中把家庭教育定义为：“家庭成员目的之间的相互影响与教育，通常是指父母对儿子辈进行教育”

[1] 。《中国大百科全书·教育》把家庭教育定义为：“父母或其他年长者在家庭内自觉地，有意识地

对子女进行的教育” [2] 。

在综合各类文献和结合当代中西文化融合背景的基础上，本项目对家庭教育模式作出以下界定：

新时代家庭教育模式是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的延伸与保障，以个人本位理念为核心，目的是培养人

的能力、素质和个性，使受教育者成为具备完美人格和健全个性的现代社会人的一种教育模式。而

新时代家庭外语教育模式则是在家庭教育日常行为中渗透外语学习，家长有目的、有计划培养孩子

语言学习及逻辑表达能力的行为模式。

2.2. 新时代家庭教育模式的价值取向

西方发达国家十分注重家庭教育的研究，19世纪著名教育家卡尔威特在《卡尔威特的教育》中

提到家长要重视家庭教育的作用，孩子是否成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家长的教育和家庭环境而不是与

生俱来的天赋 [3] 。21 世纪以来，更多的学者对于家庭教育提出了更加符合时代性的观点。2001

年塞德兹在《俗物与天才》一书中倡导自由的家庭教育，认为教育是培养人的关键，而家庭教育是

教育的基础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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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著名教育学家邓荏萍提出当代家庭教育要与学校教育结合，两者之间应该要统一教育思想、

沟通教育信息、协调教育步骤 [5] 。学者舒晓也提出自己的观点，广大家长必须学习和掌握一些教

育和管理方面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强调建构家庭教育模式的重要性 [6] 。而关于家庭外语教育模式

的重要性，部分专家学者也表达了自己独到的见解。闫红艳也曾点明家庭外语教育的对策，其重点

应落在父母身上，父母首先要确定最佳的学习时机并且要采取恰当的方法，充分利用各种丰富的资

源来提高孩子学习外语的兴趣 [7] 。在此基础上，贾红霞建议家长和孩子应共同树立对双语概念的

正确认知并了解其优势，尽力构建真实的外语环境，增强儿童大脑的可塑性和灵活性 [8] 。同年，

赵永霞指出家庭环境对学生们的英语学习影响是至关重要的，因此需要家长提升自己的外语素养并

且适当的鼓励孩子，为其营造出良好的外语学习氛围 [9] 。

2.3. 新时代家庭教育模式的核心特征

家庭教育根据其开展的模式不同各有差异，从中西方的文化视角出发，结合新时代下外语学习

的需要，当代家庭教育模式的核心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从教育主体来看，新家庭教育模式回归西方的个人本位理念，突出受教育者的主体地位，

强调教育的终极目的不是为了社会，而是为了个人，它以学生学习为主，家长教学为辅，实现教育

对象全民化，使“活到老，学到老”终身学习的教育理念得到社会广泛认同，让教育之花扎根于家庭

之中。

第二， 从教育宗旨与目的来看，新家庭教育模式以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宗旨，目的是培养

具有丰富个性的人，是能控制自我，发展自我，超越自我，拥有完美人格和独立个性的现代化社会

人，新家庭教育模式在德、智、体、美、劳等方面助力孩子的全面发展。

第三， 从教育内容来看，新家庭教育模式丰富教育内容，将单一的课程综合化、丰富化，让知

识不局限于课本，通过具体的交流实操，提升受教育者的交流能力和语言水平，营造良好学习氛围，

把所学转化为所用，回归于生活本身，培养孩子的综合素养，使孩子能够在生活中巩固知识，在经

验中获得成长。针对孩子的外语学习而言，家长应根据其核心特征，从受教育者角度考虑，以孩子

的学习动机为出发点，采取相应对策，从而保障孩子积极主动的学习状态。

3. 新时代家庭外语教育模式的现状

3.1. 当代家庭外语教育的特征

目前我国 3~18岁青少年儿童基数巨大，根据教育部公布的 2021教育统计数据，2021年我国处

于幼儿园、小学及中学阶段的在校生规模近 2.5亿 [10] 同时随着“三孩”生育政策的全面落实，我国

青少年的数量未来将持续增长。2015年教育部下发的《教育部关于加强家庭教育工作的指导意见》，

着重强调了家庭教育的重要意义。2022年 1月 1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更是

规定了家长必须从本质上正确认识家庭教育，塑造良好家庭环境，这是推进教育模式优化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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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家庭是儿童语言学习的摇篮，家庭教育对语言学习的支持作用不言而喻。

随着当今全球一体化的整体发展态势及“一带一路”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深入贯彻落实，中国与

世界各国的交往日益频繁。习近平总书记提倡：“要大力培养掌握党和国家方针政策、具有全球视野、

通晓国际规则、熟练运用外语、精通中外谈判和沟通的国际化人才”。在家庭教育方面，家长对孩子

的培养必须与时俱进，反映时代要求。

近来我国颁布的一系列政策也凸显了家庭教育中外语学习的现实意义。“双减”政策的出台，让

家长为孩子寻求课外辅导的希望破灭；“新课标 2022”调整英语教学的比重及学习要求，使英语学习

难度上涨，给家长带来了不容忽视的教育压力；高考压力下，新一波外语学习浪潮，小语种学习潮

流来袭。由此针对家庭教育方法进行深入的、系统的研究显得尤为必要。

为顺应当下时代潮流与现实需求，外语学习的重要性值得社会广泛关注。目前外语环境培养应

成为优化外语家庭教育模式的首要议题，贯彻中央“双减”文件精神，落实“新课标”的要求，外语教

育的重心将渐渐从学校转向家庭。如何将外语学习融入家庭日常教育活动已成为当下的热点问题，

家长需深刻思考“何为行之有效的家庭教育模式”。

3.2. 家庭外语教育模式的现存问题

3.2.1. 家长包办，学生缺乏自主权

“新课改”意味着英语学习难度的提升，于家长而言，这无形施加了不小的外语教育压力，也意

味着需要投入更大的教育成本。同时，“双减”政策使家长将提升孩子外语能力的需求寄予课外机构

的希望破灭。从目前社会现状来看，92.3%以上的父母双方无法依靠自身能力为孩子外语学习提供全

方面的帮助，有经济实力的家庭选择“重金投资”，而更多数家长选择了“题海战术”，试图用习题弥

补家庭教育模式中外语教育的提供空缺，但忽略孩子“学习的主体作用”，缺乏平等沟通。

3.2.2. 社会整体重视度较低，家庭教育作用未得到有效发挥

社会整体上对家庭教育在外语学习上能发挥的作用了解程度较低，导致大部分家长忽视家庭教

育对外语学习能力的培养及促进作用，重视程度较低，大面积出现家庭外语教育空白现象，并且目

前市场上多语教育方式和多语家庭氛围构建途径较少。

3.2.3. 教育者本身素质较低，影响家庭教育效果

家长文化程度的高低，是影响家庭素质教育的重要因素。据 2016年江苏省家长双方受教育程度

的调查表明，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家长仅占 48.7%，而女性家长只有 30%左右是高中以上文化程度。

但大多数的家庭中的教育主导者为女性。由于部分家长缺乏科学意识和效益观念，且不注重自身学

习与提升，给家长们采用正确的、科学的教育方法带来较大的阻碍。

4. 新时代家庭外语教育模式的优化与发展

4.1. 唤醒人文关怀内核，打造“双向满足”的教育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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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教育本身应是充满人文关怀的教育，家庭文化生活能在无形中涵养生命的精神内核与德性

之根。温暖的港湾填充丰富的人文关怀和美好的情感支撑，家庭教育的思维只有从“唯分数论”向关

怀主义转变，才能从本质上改良家庭教育形态。逐步改变家长“事事包办”、“有求必应”的家庭教育

方式，引导孩子增强自主能力，共创和谐家庭氛围。此外，家庭教育理念应更强调平等与尊重。在

激烈的教育竞争下，青少年学习负担日益沉重，从校内下移至家庭。家长面对该现状，更应平等对

待孩子，注重孩子的独立思考和自由选择，重视兴趣培养，给予孩子足够的私人空间。从家庭教育

主体看，家长的角色应从“独善其身”到与时俱进，积极提升自我，与孩子共同进步。

4.2. 消除功利化导向，建立成长型发展思维

首要需求是要扭转家庭长久以来形成的“补习惯性”。“双减”政策下针对“课外培训”采取的是“外

部治理”手段，而同样重要的是“内部治理”——即提升家庭教育能力，只有“内外兼修”才能真正达成

“家校融合”状态，以应对当下局面。此外，家长观念上应首先达到转变，注重整体素质和个性发展

的平衡培养。从教育的角度看，自然躯体生命、情感生命、道德与人格生命以及精神审美生命相互

关联，引导各生命测度间协调、动态的整体平衡，并使生命有个性、有特点的优质发展 [11] 。完成

重学业监督式教育向重内心沟通式教育的转轨 [12] ，教育重心从以智育为先转变为德智并行，打破

传统教育观念。

4.3. 搭建家校联动平台，实现有效资源共享

促进“闭门式”家庭教育向家校共育的延展，利用权威融媒体平台，融合“互联网+”作用，提高家

长个人外语素质及教育水平，从而逐渐摆脱应试教育思想的影响，加强对孩子实际语言运用能力的

培养。家长作为主体，有责任为孩子营造出良好的语言环境和氛围，应积极通过各类渠道学习科学

教育方法，从而提高个人素养，掌握儿童成长规律，培养“新型教育观”，营造和谐的家庭学习氛围。

教师要不断提高自身的素质，努力做好家校配合工作，培养孩子良好的外语学习习惯。学校应为孩

子塑造良好语言学习环境，合理引入线上及线下互动的家庭教育模式，为家长提供便捷、个性化的

教育方法引进手段。而家长应发挥家庭教育主体作用，抓住孩子外语学习关键期，从小培养孩子外

语阅读习惯、训练阅读专注力，为语言学习打好基础，推动家庭教育在外语学习背景下健康稳步发

展。

4.4. 多方互动深度融通，逐步完善“产需对接” 机制

充分发挥政府对家庭外语教育的政策导向作用，助力培养双语及多语言家庭教培人才，完善相

关法律法规。政府应深化“放管服”改革，放宽行业市场准入，为家庭外语教培产业注入活力，同时

加强市场监管，致力于建设清明的市场环境，杜绝恶意竞争及服务低质化现象；充分发挥学校与社

会各方的支持作用，主流媒体应着力宣传科学家庭外语教育方法于社会发展的重要地位，学校应利

用“家长群”等方式推进线上线下的“家长学校”等外语类家庭教培项目建设，利用“互联网+教育”的平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Forum 社科研究论坛 May 2023, ISSUE.1

- 55 -

台，推进具有权威性的外语家庭教育类融媒体平台建设，满足市场教育需求。

5. 总结与展望

根据整合相关文献资料了解到，目前国内外关于家庭教育现状研究已较为完善，但目前并没有

形成体系化、理论性强的家庭教育模式，并且只有相对较少的当代学者聚焦于家庭教育方法研究及

深挖其内在逻辑及发展趋势，当下突破点应为顺应时代需求寻求合理教育模式。随着当下“新课标”

提出，及“双减”政策 1推行，社会竞争及考试压力对青少年外语水平要求不减，而外语教学天平向

家庭转移的时代要求也为家庭外语教育模式研究的发展提供了良好契机。笔者认为，家庭外语教学

规划需结合我国当下外语教育政策研究和制定。对此，本项目聚焦于新时代背景下家庭外语教育模

式的研究，充分整合利用资源，提升儿童外语学习能力与兴趣，助力家庭教育健康发展，推动我国

家庭教育治理现代化迈上新的台阶。

总之，在新时代外语学习的背景下，家庭教育模式研究是一个有着广大发展前景和无限潜力的

领域，在世界一体化进程加快及各国间交流与合作加剧的现实条件下，新一代年轻人的外语交际能

力必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家庭教育作为语言能力培养的温床，其关键性不可忽视。理论支撑

是外语教育在中国家庭得以长足发展的基石。丰富家庭外语教育的内涵是完善家庭外语教育方法体

系的必由之路，学者应将家庭外语教育模式作为重要研究课题，进行具体化、专门化、系统化的研

究，应把“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既要充分了解各国青少年的外语学习状况与学习规律，也要

适时输出本土或传统或创新的先进家庭外语教学手段，使得中国家庭教育研究领域能在国际上占据

一席之地，为全球家庭外语教育研究贡献出“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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