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苏省家庭教育促进条例

（2019年 3月 29日江苏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第八次会议通过）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促进家庭教育事业发展，引导全社会注重家

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保障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增进家庭

幸福、社会和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法律、行政法规，结合本省实际，

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家庭教育的实施、指导和服务等活

动，适用本条例。

  第三条 本条例所称家庭教育，是指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以

及有监护能力的家庭成员通过言传身教和生活实践，对未成年

人进行的正面引导和积极影响。

  第四条 家庭教育应当坚持立德树人，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培育良好家风，促进未

成年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家庭教育实行家庭实施、政府推进、学校指导、社会参与

的工作机制。



第五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将家庭教育事业列入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组织制定家庭教育工作专项规划，

并对家庭教育工作情况进行督促检查。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将家庭教育工作经费纳入本级

财政预算。

第六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负责

组织、协调、督促有关部门和单位做好家庭教育工作。教育部

门、妇女联合会共同推进家庭教育工作。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公安、民政、司法行政、文化和旅

游、卫生健康、广播电视等部门，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以及

工会、共产主义青年团、残疾人联合会、科学技术协会、关心

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协同做好家庭教育工作。

第七条 对为家庭教育事业做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县

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给予表彰、奖励。

第八条 每年 5月 15日国际家庭日所在周为全省家庭教育

宣传周。

第二章 家庭实施

  第九条 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是实施家庭教育的主体和直

接责任人，应当履行家庭教育义务，其他家庭成员应当予以协助。

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加强自身道德修养，增强法治观

念，树立正确的家庭教育理念，掌握必备的家庭教育知识和科



学的家庭教育方法，提高家庭教育能力。

  第十条 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针对未成年人不同年龄

段的身心发展规律和特点，适时开展理想信念、爱国主义、社

会责任，道德修养、行为规范、文明礼仪，生命安全、身心健

康、生活技能等方面的教育，引导未成年人养成优良品德、健

全人格、劳动精神和良好行为习惯。

  第十一条 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关注未成年人的生理、

心理、智力发展状况和行为习惯，注重言传身教，以健康的思

想、良好的品行和适当的方法教育影响未成年人，避免重智轻

德、重知轻能、过分宠爱、过高要求，营造文明和睦的家庭教

育环境，促进未成年人全面健康发展。

  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保障未成年人的睡眠、娱乐和体

育锻炼时间。

  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尊重未成年人的人格尊严，禁止

对未成年人实施殴打、恐吓等家庭暴力行为。

  第十二条 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引导、陪伴未成年人参

加有益身心健康的活动，预防和制止未成年人沉迷网络、吸烟、

酗酒、赌博、打架斗殴、校园欺凌等行为。

第十三条 父母应当与未成年子女共同生活，实施家庭教育。

父母确因外出务工或者其他原因无法与未成年子女共同生

活，不能履行监护职责的，应当委托有监护能力的其他成年人

代为监护，委托时应当听取未成年人的意见并做好心理疏导。



代为监护的人应当按照委托要求抚养教育未成年人。

委托他人代为监护的，父母还应当履行下列义务：

（一）及时将委托监护情况、外出地点和联系方式等信息

告知未成年子女住所地的村民委员会或者居民委员会和就读学

校；

  （二）与未成年子女住所地的村民委员会或者居民委员会、

就读学校、代为监护的人保持经常联系和交流，了解未成年子

女生活、学习和身心状况；

  （三）与未成年子女保持日常沟通联系，经常与未成年子

女团聚。

  第十四条 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自觉接受学校的家庭

教育指导，参加学校组织开展的家庭教育指导活动，主动与学

校沟通未成年人学习、生活和身心状况。

  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积极参加有关国家机关、人民团

体、社会组织、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等开展的家庭教育指

导活动。

  第十五条 父母双方应当共同履行对未成年子女的家庭教

育义务。

  父母离异或者分居的，应当继续履行家庭教育义务，任何

一方不得拒绝履行。一方开展家庭教育，另一方应当予以配合。

养父母、与继子女形成抚养关系的继父母，应当履行对未

成年养子女、继子女的家庭教育义务。



父母因死亡或者没有监护能力无法履行家庭教育义务的，

依法由其他监护人履行。

第三章 政府推进

  第十六条 省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制定家庭教育指导大纲和

家庭教育指导服务标准，加强家庭教育指导师资队伍建设。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将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纳入城乡

公共服务体系。

  第十七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依托城乡社区教育

机构、工人文化宫、青少年宫、妇女儿童活动中心、未成年人

成长指导中心、未成年人社会实践基地、校外教育辅导站等，

建立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站点，提供家庭教育指导服务。

  第十八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将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列

入政府购买服务目录，通过政府采购的方式，选择相关社会组

织提供家庭教育指导服务。

鼓励和支持企业事业单位和个人参与家庭教育指导服务。

第十九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推进家庭教育信息

化共享服务平台建设，依托网上家长学校等向家庭免费提供针

对不同年龄段未成年人的家庭教育指导课程和资料，普及家庭

教育知识，提供家庭教育指导服务。

鼓励研发易于接受、便于互动、科学有效的家庭教育指导

服务新媒体产品。



  第二十条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根据闲散未成年人、流浪

乞讨或者离家出走的未成年人、有不良行为的未成年人、服刑

或者强制隔离戒毒人员的未成年子女等群体的特点和需要，在

家庭教育方面有针对性地提供必要帮助。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留守、流动、贫困、重病、重

残等特殊困境未成年人关爱救助机制，根据特殊困境未成年人

的家庭教育实施情况，组织开展关爱教育、心理辅导等活动以

及常态化、专业化的家庭教育指导和帮助。

第二十一条 教育部门应当履行下列职责：

（一）推进学校的家庭教育指导工作，督促幼儿园、中小

学、中等职业学校组建家长学校；

  （二）将家庭教育指导纳入教师和教育管理人员培训计划，

推动高等教育机构加强家庭教育专业学科建设和科学研究，培

养家庭教育指导专门人才；

  （三）根据省家庭教育指导大纲和不同年龄段未成年人身

心发展特点，确定重点内容，组织编写家庭教育指导读本；

  （四）将学校的家庭教育指导工作纳入教育督导范围，依

法实施教育督导。

  第二十二条 民政部门应当指导、督促婚姻登记机构、儿童

社会福利机构、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等开展家庭教育指导活

动。

第二十三条 卫生健康部门应当推进三周岁以下婴幼儿家



庭教育指导服务。

第二十四条 文化和旅游、广播电视等部门应当推动公共文

化机构开展家庭教育宣传，鼓励开发相关公共文化服务产品。

第二十五条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将家庭教育指

导服务纳入社区教育工作内容。

推进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建立社区家庭教育指导服务

站点、家长学校。

第四章 学校指导

  第二十六条 幼儿园、中小学、中等职业学校应当建立健全

家庭教育指导工作制度，建立家庭教育指导工作队伍，开展家

庭教育指导活动，将家庭教育指导工作纳入教职工业务培训内

容。开展家庭教育指导不得收取费用。

  幼儿园、中小学、中等职业学校应当发挥家长委员会的作

用，推进家校合作，沟通、协调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

  第二十七条 幼儿园、中小学、中等职业学校应当建立家长

学校，针对未成年人不同年龄段特点定期对其父母或者其他监

护人开展家庭教育培训、咨询和辅导。

  幼儿园、中小学、中等职业学校开展家庭教育指导课程的

内容、课时等具体事项，由设区的市教育部门提出指导意见。

第二十八条 幼儿园、中小学、中等职业学校应当了解未成

年人家庭教育情况，指导未成年人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掌握科



学的家庭教育方法。

  幼儿园应当重点指导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为未成年人提供

安全、健康的生活和活动环境，培养未成年人良好生活习惯。

  小学应当重点指导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督促未成年人学习

自我保护知识和基本自救技能，加强体育锻炼，参与力所能及

的劳动，养成良好学习习惯和道德品质。

  普通中学和中等职业学校应当重点指导父母或者其他监护

人对未成年人开展青春期教育、心理健康教育和生涯规划辅导，

增强社会责任意识和自我管理能力。

  第二十九条 幼儿园、中小学、中等职业学校应当关注残疾、

学习困难、情绪行为障碍、经历重大变故、遭受侵害以及其他

有特殊需求的未成年人，与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共同研究并

指导开展家庭教育。

  第三十条 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未按照要求参加学校家庭

教育指导活动的，幼儿园、中小学、中等职业学校应当及时与

其联系和沟通，对开展家庭教育有困难的，提供必要的指导和

帮助。

  第三十一条 学校发现未成年人辍学的，应当及时告知其父

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并向教育部门和未成年人住所地的村民委

员会或者居民委员会反映，配合做好工作。

第三十二条 学校发现未成年人违纪、违法，有不良行为的，

应当及时告知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并提供有针对性的家庭教



育指导和帮助。

第五章 社会参与

  第三十三条 高等学校师范类专业应当开设家庭教育指导

课程。鼓励有条件的高等教育机构设置家庭教育相关专业、开

设家庭教育指导课程。

教师培训机构应当将家庭教育指导课程纳入师资培训计划。

鼓励相关研究机构和高等教育机构开展家庭教育理论研究

和应用研究，编写家庭教育读本。

  第三十四条 婚姻登记机构应当对办理结婚、离婚登记的申

请人进行家庭教育宣传和指导。

  第三十五条 提供妇幼健康服务的医疗卫生机构应当提供

婴幼儿家庭教育指导。

  鼓励医疗卫生机构和其他社会组织建立孕妇学校、新生儿

父母学校等，开展公益性婴幼儿家庭教育服务。

  第三十六条 履行监护责任的助养机构或者寄养家庭，应当

履行家庭教育义务。儿童社会福利机构应当对寄养家庭提供家

庭教育指导。

  第三十七条 救助保护机构应当对流浪乞讨或者离家出走

的未成年人给予救助照料，对其进行心理疏导、情感抚慰，并

向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提供家庭教育指导。

第三十八条 文明城市、文明村镇、文明单位（社区）、文



明校园和文明家庭的创建活动，应当将家庭教育情况作为重要

内容。鼓励国家机关、人民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将

家风建设纳入单位文化建设。

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参加学校家庭教育指导活动，所在单

位应当予以支持。鼓励国家机关、人民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

社会组织为职工提供家庭教育服务。

第三十九条 广播、电视、报刊、互联网等新闻媒体应当开

展家庭教育公益性宣传，鼓励、支持移动通信运营商免费发送

促进家庭教育的公益信息。

公共图书馆、文化馆、纪念馆、博物馆、科技馆等公共服

务场所，应当开展公益性家庭教育讲座或者亲子实践活动。

第四十条 鼓励单位和个人开展针对留守、流动、贫困、重

病、重残等特殊困境未成年人的家庭教育志愿服务。

第四十一条 从事家庭教育服务的机构应当依法登记，其从

业人员应当具备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学等专业知识。

民政、市场监督管理、教育等有关部门应当加强对从事家

庭教育服务的机构的规范管理。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二条 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不履行家庭教育义务，或

者有殴打、恐吓等家庭暴力行为，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

其所在单位、未成年人就读学校、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



以及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等相关单位和组织应当予以劝诫、

批评教育。公安机关接到报案后应当及时依法处理，并可以责

令其接受家庭教育指导。

  第四十三条 未成年人有严重不良行为，被公安机关予以行

政处罚，或者因未成年人未达法定年龄不予行政处罚的，公安

机关可以责令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接受家庭教育指导。

  未成年人涉嫌犯罪，人民检察院作出附条件不起诉决定的，

人民检察院可以责令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接受家庭教育指导。

  未成年人犯罪的，人民法院可以责令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

人接受家庭教育指导。

  第四十四条 作出责令接受家庭教育指导决定的公安机关、

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可以会同教育部门和妇女联合会，组织

或者委托从事家庭教育服务的机构对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开展

家庭教育指导。

  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被有关机关责令接受家庭教育指导无

正当理由拒不参加的，作出决定的机关可以依法对其进行训诫。

  第四十五条 幼儿园、中小学、中等职业学校开展家庭教育

指导收取费用的，由其主管部门给予批评教育并责令改正。

  第四十六条 负有家庭教育工作职责的政府部门、机构有下

列情形之一，由其上级机关或者主管单位责令改正；情节严重

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构

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不履行家庭教育工作职责的；

（二）截留、挤占、挪用或者虚报、冒领家庭教育工作经

费的；

（三）其他滥用职权、玩忽职守或者徇私舞弊的情形。

第四十七条 从事家庭教育服务的机构有下列情形之一，由

有关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依法进行处理：

（一）未依法登记的；

（二）泄露未成年人及其家庭隐私或者其他个人信息的；

（三）其他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情形。

第七章 附则

第四十八条 本条例自 2019年 6月 1日起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