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案例三

离婚后父亲拒绝母亲探视孩子

武清法院在审理一起变更抚养关系纠纷案件的过程
中，对未正确履行监护职责的监护人发出了《家庭教育
令》。
自从父母离婚，小飞（化名）觉得自己就像断了线的

风筝，“我觉得我爸爸已经再婚，也生孩子了，我不想再给
爸爸添乱了。”年仅12岁的小飞，在谈及自己对变更抚
养关系的意愿时，泣不成声地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2019年，小飞的父母协议离婚，小飞和当时只有3岁

的妹妹随父亲共同生活。由于父母离异，导致年幼的小
飞背上了沉重的心理包袱。再加上父亲常以母亲不按期
支付抚养费为由，多次阻拦母亲探望，这使得小飞从内心
深处更加渴望回到母亲的怀抱。
了解到上述情况后，承办法官当庭对小飞的父亲进

行了家庭教育指导。此外，为了能够让小飞的父亲认识
到自己在对子女教育上的欠缺，承办法官以《家庭教育促
进法》为依据，向小飞的父亲发出了《家庭教育令》。与此
同时，责令其配合小飞母亲与小飞建立良性沟通，逐渐消
弭因父母离婚给小飞造成的心理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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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市高院统计显示，《家庭教育促进法》施行以来，全市三级法院共对654名父母或其他
监护人予以训诫或责令接受家庭教育指导，其中，累计发出的家庭教育指导令共16份。
记者梳理适用于《家庭教育促进法》的案件，发现主要集中在三个领域：一是未成年人犯罪

案件，家长因疏于管教或教养失当，导致未成年人罪错或不当行为；二是离婚纠纷案件，因婚姻
破裂等情况影响未成年子女健康成长；三是抚养权变更，父母不正确履行抚养义务，怠于履行
家庭教育责任。

心理学家阿德勒有句至理名言：“幸福的人
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这
句话深刻地解析了成长过程对于一个人的影响
有多重要。
从司法实践中，也能看出家庭教育对一个人

的影响有多大。审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法官，
在一个又一个误入歧途的孩子身上发现原因，他
们走向迷途的肇端多数是因为家庭教育缺失。

然而，由于没有针对失职父母追责的有效司法举
措，面对“迷途的羔羊”，法官们只能惋惜但又无
能为力。
然而，随着今年1月1日《家庭教育促进法》

的颁布与实施，这种局面得到了改变。
根据该法规定，相关司法部门在办理案件过

程中，发现未成年人存在严重不良行为或者实施犯
罪行为，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不正确实

施家庭教育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可根据情况
对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予以训诫，责令其接受家庭
教育指导，也就是可以发出《家庭教育令》。
当涉未成年人案件关注的不仅仅是行为，还

有行为背后的人，究竟能否给孩子的成长带来转
变？《家庭教育促进法》在津城落地近一年的时间，
我市各个法院实施情况如何？取得了哪些成效、
又遇到了哪些痛点难点？记者就此进行了采访。

其实，在运行近一年的时间里，为了确保《家庭教育令》
见效，保护孩子的未来，全市三级法院独立或联合相关职
能部门建立家庭教育服务指导机构5个，开展家庭教育促
进法普法宣传59场次，通过网络直播、微信公众号等线上
宣传家庭教育促进法89场次，受众超过10万余人，各个法
院都在积极地寻找“良方”，助力孩子健康成长。

� 建立《家庭教育令》回访制度

今年3月份，在审理一起涉未成年人的行政诉讼案件
中，蓟州区法院了解到刘某某、马某某作为监护人未正确
实施家庭教育、未尽到监管职责，导致其子实施违法行为
进而侵害了受害人的合法权益，遂向刘某某、马某某发出
《家庭教育令》，责令其承担起家庭教育的主体责任。

之后，承办法官又会同蓟州区教育局德育科的负责
人，找到当事人刘某及其母亲马某某。
承办法官首先向刘某了解了近期思想动态和学习

生活情况。随后，向刘某母亲再次强调了《家庭教育令》
的作用。
回访结束时，刘某真诚表示已经认识到自己的错

误，以后一定吸取教训，谨记法官教诲，慎重交友，坚决
不再做违法的事情。刘某母亲表示，已经认识到家庭教
育的重要性，认识到以前不与孩子沟通交流的危害性，
愿意积极履行《家庭教育令》的监护职责。

� 建立亲情关护室

因夫妻双方发生争执而分居，导致男方长期未能探
望子女，在这场探望权纠纷中，河西区法院充分利用社
区亲情关护室的有利条件，努力为双方化解探望权纠
纷。经过法官前期耐心疏通当事人情绪，并引导双方以
未成年人的亲情、感情为出发点解决探望子女问题，男
方于约定时间前往女方及子女所在社区设立的亲情关
护室探望子女。
当孩子在母亲陪同下，走进亲情关护室时，早已等

候在屋的孩子父亲，热情地迎接上去，在亲情关护室辅

导老师的主持下，父母与子女融洽、放松地度过了一段
美好时光。
探望结束后双方当事人均对亲情关护室的设立予

以赞许并表示将来会运用亲情关护室这一便民措施定
期组织探望子女活动。
据了解，亲情关护室受理经河西区法院审结的婚姻

家庭案件中因未成年人探望权无法履行的探望权纠纷及
经民政部门办理的协议离婚，当事人双方就未成年人探
视问题未按离婚协议履行或未约定探望权产生的探望纠
纷等情况。旨在为婚姻家庭纠纷当事人提供法律和心理
辅导以及婚姻家庭指导服务。河西区法院携手河西区妇
联、区民政局已建立了区、街、社区三级亲情关护室。

� 打造维护妇女儿童权益“四阵地”

滨海新区法院与区妇联联合制定《关于加强婚姻家
庭纠纷调处工作的意见（试行）》，一体打造全市首个司
法系统维护妇女儿童权益“四阵地”。
一、婚姻家庭纠纷调解工作室旨在更好地将妇联的

柔性调解与法院诉前调解机制相结合，着力提升婚姻家
庭纠纷化解的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
二、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站集家庭教育指导、涉案未

成年人帮教、法律咨询、心理疏导、回访帮扶、法治宣传
等功能为一体，为涉案未成年人及家长提供全方位的家
庭教育指导服务。
三、未成年人关护室以未成年人权益保护为核心，

给被告人良好的引导，给被害人坚实的支撑，关护未成
年人健康成长。
四、执委工作室以“一名执委引领一个团队、一个团

队服务一群女性、一群女性温暖一座城市”为工作理念，
发挥执委专业特长开展妇女工作。
为切实发挥好阵地作用，区妇联还广泛链接优质社会

资源，组成专业人才库，他们从家事纠纷调解、心理辅导服
务和家庭教育指导等方面为区法院婚姻家庭纠纷调解工作
室、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站、未成年人关护室提供支持服务。

“在《家庭教育促进法》颁布前，发现案件有涉及未
成年人的，对其父母不正确实施家庭教育，最多在法庭
上进行一些口头教育。有时候实在没忍住，也只能家长
里短地训诫一下。而《家庭教育促进法》颁布后，法官了
解未成年人家庭情况后，如果发现未成年人的家庭教育
问题比较严重，通过书面和口头提示后，家长仍然不重
视教育问题，就可以发出《家庭教育令》。”
“《家庭教育促进法》对未成年人父母或者其他监护

人提出了要求，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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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针对离婚、分居家庭，该法要求父母应当互相配合

履行家庭教育责任，任何一方不得拒绝或者怠于履行。
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不得阻碍另一方实施家庭教育。”
……
在日前市高院组织召开的家庭教育工作调研座谈

会上，法官们就《家庭教育促进法》实施以来，取得的成
效进行了汇总。与此同时，就司法实践中遇到的瓶颈谈
想法、提建议。
“确保《家庭教育令》取得实效，是需要进一步考虑

的问题。当前，缺乏强有力的制度保障，倡导性规范极
有可能沦为无力的口号，建议增设惩戒措施。”
“办案法官缺乏家庭教育指导的知识，不能对当事人

进行有针对性的家庭教育指导。建议定期聘请专业的家
庭教育指导老师对办案法官进行家庭教育指导培训。”
“这是一项合力推进的工程，除向当事人发出《家庭

教育令》，法院还可以要求其前往区妇联家庭教育机构
接受一定时长的家庭教育指导。”
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市高院副院

长李颖就《家庭教育促进法》完善行政、司法、宣传等相
关配套措施给出了建议。
“为保障法律规定能够切实落到实处，需通过制定实

施细则对违法违规行为及处理方式进行详细、明确的规
定，并将家庭教育服务体系建立情况、教育指导服务开展
情况纳入各级政府相关部门的考核。”李颖说，对于拒绝
或怠于履行《家庭教育促进法》规定的义务的违法行为，
鉴于家庭教育的私人性、自主性的特点以及刑法本身的
谦抑性原则，不宜直接采用刑法进行规制，可以通过修订
治安管理处罚法，增加对拒绝或怠于履行《家庭教育促进
法》规定的义务的行为，按照程度不同给予相应行政处罚
的规定，以行政权力来监督《家庭教育促进法》的实施。
此外，各级法院应当加强《家庭教育令》适用及执行力

度，加强与各有关部门的协同配合，探索建立完善的家庭教
育指导服务体系。对拒绝执行《家庭教育令》的人员，建议
通过司法解释的方式，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定罪处
罚，从而保障法院的《家庭教育令》得到有效执行。

“履行家长主体责任，让孩子在有爱的环境中成长。”
在传统观念里，教育孩子是家事，别人很难插手。但是

随着近年来人们对未成年人教育问题的重视，法律把触角
伸向了私人性质的家庭领域。在蓟州区法院行政审判庭庭
长王立新看来，这代表着我国法律正在进一步完善。
“法律赋予了我们更多的权利，除了对犯罪的未成年

人进行干预和指导，还要对他的整个家庭进行干预和指
导。也就是说我们从公法的领域里，进入了私人的自治
领域。”王立新认为，《家庭教育促进法》对社会大众有引导
功能，让家长意识到，国家对孩子的教育是有要求的，并不
像家长认为的，“孩子的教育完全由我自己做主。”
《家庭教育促进法》的实施，也让王立新看到了立法

对于护航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确实起到了效果，“在回访

中，我们看到了一些当事人发生了变化，他们真诚地表
示已经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也在努力改正。而他们的
父母在谈孩子的变化同时，也表示家庭关系走向融洽，
父母与孩子之间的对话、沟通、交流越来越多。
什么样的家庭教育对孩子更有效？王立新说，《家庭

教育促进法》明确给出了开展家庭教育的九大方法，即亲
自养育，加强亲子陪伴；共同参与，发挥父母双方的作用；
相机而教，寓教于日常生活之中；潜移默化，言传与身教相
结合；严慈相济，关心爱护与严格要求并重；尊重差异，根
据年龄和个性特点进行科学引导；平等交流，予以尊重、理
解和鼓励；相互促进，父母与子女共同成长；其他有益于未
成年人全面发展、健康成长的方式方法，“家长们一定要承
担家庭教育主体责任，让孩子在有爱的环境中成长。”

《家庭教育促进法》实施近一年

《家庭教育令》依法保护孩子的未来

实施《家庭教育促进法》，让法官们在承办案件中，找到了司法主动作为、有效创新未成年人

保护方式的法律依据，如何为“不称职”的家长，给出整改方案及措施，督促家长“依法带娃”？市

高院对外发布了三起适用《家庭教育促进法》的典型案例。

概况
654名家长被训诫 案件集中三领域

释法
市高院发布三起典型案例

实践
多元化路径落实家庭教育促进法

声音
一位基层法官的感触

探索
法官建议强化制度保障

案例一

生而不养！我市发出首份《家庭教育令》

今年2月，在一起离婚纠纷案件中，和平区法院对长
期未尽子女教育责任的一方当事人发出《家庭教育令》。
这是《家庭教育促进法》实施后，天津法院发出的全市首
份《家庭教育令》。
本是一桩离婚官司，赵某起诉王某离婚。在案件

审理的过程中，法官了解到夫妻双方分居多年，两名
子女一直随赵某生活，王某长期未照顾抚养子女，亦
未支付过抚养费用，仅在2021年，赵某诉王某离婚纠
纷案件审理过程中，经法院调解给付了30000元基本
生活费。
基于王某不关注孩子的生理、心理和智力发展状况，

法官和来自于和平区妇联的人民陪审员组成的合议庭，

当庭对王某进行了家庭教育指导。同时，为有力敦促王
某履行抚养、教育义务，切实维护未成年子女合法权益，
合议庭根据《家庭教育促进法》相关规定，决定向王某发
出《家庭教育令》。
《家庭教育令》的内容是什么呢？
《家庭教育令》对王某未尽抚养、教育义务行为予以

否定性评价，责令王某按时自行给付抚养费用，多关注孩
子的生理、心理状况和情感需求，切实履行监护职责，承
担起家庭教育的主体责任，并对违反《家庭教育令》的相
应法律后果予以明示。
如果违反《家庭教育令》会有什么后果呢？
如义务履行人王某违反本《家庭教育令》，和平区法

院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一百一十
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第五十四条规
定，视情节严重程度，予以训诫、责令其接受家庭教育指
导；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案例二

“养不教”致未成年人犯罪

河北区法院在一起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庭审过程
中，依照《家庭教育促进法》的有关规定，对被告人的父亲
未正确实施家庭教育履行监护职责的行为予以批评，并
责令其接受家庭教育指导，这也是《家庭教育促进法》实
施以来我市法院刑事审判中的首次应用。
据悉，被告人的父母早年离异，被告人虽然跟随父亲

生活，但父亲平日忙于工作，致使被告人长期在外自己居
住。由于母亲在孩子成长过程中的缺位，再加上父亲对
其疏于管教，使被告人逐渐养成了叛逆乖张的性格，并深
陷虚荣、攀比等不正确的价值观中。
初中辍学后，在金钱至上的错误观念驱动下，被告人

结识了一些社会闲散人员，误入歧途走上违法犯罪的道
路，最终因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被诉至法院。
在依法审理被告人所犯罪行的同时，针对单亲家

庭在教育子女方面存在的问题和困境，河北区法院联
合河北区妇联工作人员、心理咨询师和家庭教育指导
师，对被告的父亲提供“一对一”的家庭教育辅导。围
绕子女教育困惑、构建良好亲子关系、正面管教等方面
进行针对性指导，引导家长积极关注未成年人身心健
康状况，加强亲情关爱。
经过家庭教育指导，其父亲认识到自身问题，表示会

切实履行起监护职责，随时掌握孩子的思想动态，发现问
题及时解决，不会再任由孩子被不良因素毒害。

案例三

离婚后父亲拒绝母亲探视孩子

武清区法院在审理一起变更抚养关系纠纷案件的
过程中，对未正确履行监护职责的监护人发出了《家庭
教育令》。
自从父母离婚，小飞（化名）觉得自己就像断了线的

风筝，“我觉得我爸爸已经再婚，又有新的孩子了，我不想
再给爸爸添乱。”年仅12岁的小飞，在谈及自己对变更
抚养关系的意愿时，泣不成声地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2019年，小飞的父母协议离婚，小飞和当时只有3岁

的妹妹随父亲共同生活。由于父母离异，导致年幼的小
飞背上了沉重的心理包袱。再加上父亲常以母亲不按期
支付抚养费为由，多次阻拦母亲探望，这使得小飞从内心
深处更加渴望回到母亲的怀抱。
了解到上述情况后，承办法官当庭对小飞的父亲进

行了家庭教育指导。此外，为了能够让小飞的父亲认识
到自己在对子女教育上的欠缺，承办法官以《家庭教育促
进法》为依据，向小飞的父亲发出了《家庭教育令》。与此
同时，责令其配合小飞母亲与小飞建立良性沟通，逐渐消
弭因父母离婚给小飞造成的心理负担。

■本报记者 韩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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