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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时间以来，家庭教育指导师培训
的广告频频出现在一些微信公众号、网
页、短视频平台，“全职年薪30万”“兼职咨
询费500元/小时”“市场需求多，岗位缺口
大”……类似广告吸引了不少人参加培训
考证。

记者调查发现，一些机构的培训项目
收费几千元，但课程内容多为七拼八凑，
号称的高薪就业更是难以实现。

机构力推
号称拿证就可高薪就业

“年入 30 万元，人才缺口超过 250 万
人，家庭教育指导师是现在最有前景的职
业”“无门槛、无要求，参加培训即可拿证，
拿证就能上岗”……

家庭教育促进法于2022年1月1日起
正式施行，家庭教育指导师培训和考证项
目大量出现。企查查数据显示，2021年，
新注册的家庭教育指导相关企业同比增
加 24.39%，截至 2022 年 5 月，今年新注册
企业数量已超过了2021年增长数的一半。

记者咨询多个机构，销售人员均称，
家庭教育指导师市场需求旺盛，从业者缺
口大，目前的家庭教育指导师证书考试无
专业限制、无学历要求，短训即可上岗，就
业后收入丰厚。这些培训项目收费几千
元，有的一对一培训价格上万元。

记者向一家正在招生的机构咨询，一
位张老师称，拿到证书后，机构会向多个
就业平台推送学员信息，帮助就业。“现在

家庭教育出现问题的很多，不愁没有人咨
询。”他还发送了一张职业需求表，写着月
薪一万元起。

多个机构销售人员称，无门槛报名马
上停止，相关专业以外的人错过机会将无
法报名。一名销售人员表示：“6月份的考
试有200多人报名。”

记者调查发现，参加培训的多为想找
兼职的学生家长、培训机构老师等，家政
人员也是一些机构推销课程的重要群体。

一位家政人员告诉记者，家政公司不
断推销家庭教育指导师证，称拿到证书可
以要求加薪，还帮助他们与机构对接，课
程费用为3980元。

课程七拼八凑
一周短训就可拿证

在中国家庭教育学会原副会长赵忠
心看来，目前市场上的家庭教育指导师培
训可以用“杂乱无章”来形容，“家庭教育
指导服务从业者需要系统培养，具备教育
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知识”。

记者调查发现，各机构的课程内容主
要是亲子关系、夫妻关系等。有的机构选
择一些高校教师的讲课录像拼凑出一套
课程，毫无系统性。多名参加过培训的消
费者告诉记者，课程质量并不高，讲师一
般结合自身经历对教育理论进行讲解，

“这些理论在网上都能查到，有的讲师全
程念课件资料”。

有业内人士表示，目前培训机构的多

数授课教师其实是销售人员。
一些机构的培训项目多为短训班，有

的全套网络课程仅20小时，课程最长的也
不超过100小时，培训结束就可拿到机构
发的“家庭教育指导师证书”。

多位机构销售人员表示，拿证后可推
荐线上平台兼职，职位包括家庭教育指导
师、亲子关系咨询师、家庭教育讲师等。

但多位获得证书的消费者均表示从
未找到过相关工作。刘杰今年 3 月花费
3000多元考取了某机构的家庭教育指导
师专项技能培训证书，想做兼职。“我将自
己的证书和信息上传在多个平台，至今无
人问津。”刘杰说。

事实上，2021年11月，人社部公布新
版国家职业资格目录，家庭教育指导师并
未入列其中。人社部曾发文要求，目录之
外一律不得许可和认定职业资格，目录之
内除准入类职业资格外一律不得与就业
创业挂钩。

制定新职业标准
按有关要求培训发证

山西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副教授
李海云从事了近10年家庭教育研究。她
表示，在国内，家庭教育专业还处于学科
建设期，专业标准尚未完善。这一领域在
咨询行业也较为小众，专业教师和专业从
业者不多，能够开展的课程服务总量十分
有限，低质量课程充斥着现在的培训市场。

业内人士表示，家庭教育促进法实施

后，“依法带娃”的观念开始普及，但如何
带娃困扰着很多家庭。“确实会有家长希
望寻求家庭教育方面的帮助，不少培训机
构就是瞅准了这一需求，推出看似对口的
家庭教育指导师培训。”

李海云认为，专业的家庭教育指导包
含了教育学、心理学等多方面知识，更需
要长期实践经验，要规范从业者资格，从
课程内容、师资等多方面对开展培训的机
构进行规范，真正培养具有家庭教育指导
素养的人才。

记者调查发现，目前，不少地方的家
庭教育指导由学校或公益机构承担。比
如北京一些学校定期开设家长课堂，邀请
专业家庭教育工作者对家长进行有针对
性的辅导。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政策研究院
执行院长张志勇建议，针对目前家庭教育
指导师培训中存在的乱象，要切实加强监
管。高等学校特别是师范院校，应加强家
庭教育专业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为家庭
教育培训提供更多专业人才。

人社部 6 月 14 日向社会公示了家庭
教育指导师等18个新职业，经征求意见、
修改完善后，这些职业将被纳入新版职业
分类大典。据了解，人社部将会同有关部
门组织制定新职业标准，对相关从业人员
的职业活动内容和知识技能要求等作出明
确规定，并指导培训机构依据国家职业标
准开展培训，按照有关规定颁发证书，促进
家庭教育指导等领域健康有序发展。

据新华社 记者 王菲菲 李紫薇 宋佳

一些家庭教育指导师培训：

课程七拼八凑 高薪就业不靠谱

新华社天津7月 6日电（记者 周润
健）7月7日迎来小暑节气。在古代，没有
电扇、空调等制冷设备，古人们是如何描
述暑热？又是如何表达消暑纳凉的呢？
让我们一起走进小暑诗词，寻一寻答案。

虽然只是个“小”字，但跟“暑”组合，
就意味着躲不开的炎热。

在唐代诗人王维眼中，这种酷热不仅
让人难熬，自然万物也无不遭殃，他在《苦
热行》中写道：“赤日满天地，火云成山
岳。草木尽焦卷，川泽皆竭涸。”

面对暑热，南宋诗人陆游在《苦热》中
也描述了那种被“汗蒸”、被“桑拿”的感
觉，“万瓦鳞鳞若火龙，日车不动汗珠融。
无因羽翮氛埃外，坐觉蒸炊釜甑中。”

同样是表达“热得仿佛在蒸笼里”，南
宋诗人戴复古形容的则更甚一层：“天地
一大窑，阳炭烹六月。万物此陶镕，人何
怨炎热。”

热！那如何消暑纳凉？翻阅古人描
绘小暑的诗词，多为雨后、荷间、夜风中、
明月下偶得清凉的快意，如“荷风送香气，
竹露滴清响。”“眼前无长物，窗下有清
风。”等。

为了消暑，古人也是绞尽脑汁，“研
发”出很多“神器”，如扇子、冷饮、冰鉴、瓷
枕、凉簟（凉席）等，这些“神器”在诗词中
也有所体现，如“薄纱厨，轻羽扇。枕冷簟
凉深院。”等。

最被文人雅士所推崇的还是“心静自
然凉”这五字箴言。“热散由心静，凉生为
室空。”唐代诗人白居易道出了“心静自然
凉”的真谛，告诉世人要保持平和的心态，
不要受外界的干扰，心闲静则身觉凉。

小暑诗词里的
“炙热”与“清凉”

暑期夏令营 走进消防站
7月5日，消防员协助小学生操控消防水枪。
当日，上海市长宁区消防救援支队延安救援站举行了“暑期消防夏令营启动仪式”，辖区内的一些小学生在消防

员的带领下，体验灭火救援装备、个人防护器材，学习消防安全知识。 新华社记者 陈飞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