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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市“在家上学"政策简介及启示

亳 斌
(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江苏南京2100卯)

[摘要】英国首都伦敦很早就认可了“在家上学”的合法地位，并建立了一套有关“在家上学”的完整体系，从原则、规

定、申请流程等方面制定了“在家上学”的具体政策。借鉴伦敦“在家上学”政策的特点与经验，中国应尽快确定“在家上学”的

合法地位，建立“在家上学”的管理机制，实现监督和指导相结合的管理方式，并培养监督管理“在家上学”的专业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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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上学”(h伽∞sch础)，亦可称家庭学校(ho—

mesch砌iIlg)，是指以父母为主的根据一定标准的、有
计划的、在学校范围之外的、对其小孩进行教学、育

人和管理的活动。在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

新西兰等国家“在家上学”已十分普遍。一些国家和

地区具有系统化的“在家上学”教育体系，使之成为

其义务教育系统的一个重要补充。英国20Cr7年的

一项调查显示全国已经有1．6万学生“在家上学”，

“在家上学”家庭组织(Education Otller’’，ise)指出：到

2015年在家上学的人数有望突破15万。据英国教

育和就业部(D印a衄ent for Education锄d Employ一

涨斌)调查显示，“在家上学”的学生更加自信和自

强，在各项技能测试中均展现出良好的学业水平。

作为英国首都的伦敦很早就认可了“在家上学”的合

法地位，建立了一套有关“在家上学”的完整体系。

本文主要简介英国关于“在家上学”的法律保障，并

从“在家上学”的原则、申请“在家上学”的具体流程

及其特点三个方面来具体分析伦敦“在家上学”的政

策，以期为中国未来出台“在家上学”具体政策提供

借鉴。

一、英国对“在家上学”的法律保障

英国关于“在家上学”的法律法规核心之义在于

“教育是必要的，但上学未必”⋯。英国早在《1996

年教育法》(Education Act 1996)中就明确规定：“每个

义务教育学龄儿童的家长都应通过正常入学或其他

方式，使其子女接受符合其(a)年龄、能力与倾向，和

(b)任何可能出现的特殊教育需求的，有效的全日制

教育。”虽然“有效”两字的定义在《1996年教育法》

中并未提及，但在案例中已被广泛解释为“实现了制

定的教育目标”。“符合”或“适合”其需要的教育则

被解释为：只要不妨碍儿童未来接受其他形式教育

的可能，国家尊重每个儿童的个体性，而不强调统一

性。因此，英国在选择“在家上学”上具备充分的法

律依据，义务教育并不是国家唯一认可的教育形式。

此外，英国的各项教育法规还对地方政府应承担的

责任作了详细的规定，例如《2002年教育法》(Educa—
tion Act 2002)第175条明确指出地方政府应确保儿

童的安全并落实儿童的福利。虽然这里的儿童显然

包括“在家上学”的儿童，但却没有赋予地方政府进

入儿童家中检查儿童是否安全等权利。而伦敦市的

教育法规中同样认可“在家上学”的合法地位，其所

制定的一系列“在家上学”程序充分体现了国家规定

地方政府所应尽职责和应禁止行为。

二、伦敦“在家上学”的政策

伦敦所制定的“在家上学”政策包括13条原则、

7项具体规定和4步具体流程。

(一)“在家上学”的原则

伦敦市政厅据教育法制定了一系列针对“在家

上学”的原则。这些原则对“在家上学”的程序、“在

家上学”监督人员的培训、“在家上学”家长与当地政

府的合作关系及对特殊儿童实施的“在家上学”等各

个方面作了明确清晰的规定。这些原则主要包

括[2]：(1)“在家上学”采取方式都必须符合教育部及

地方政府的政策要求。(2)“在家上学”采用程序应

是明确的、具有连贯性的、无侵犯性的并且是适时

的，以期为发展互相信任关系提供一个良好的基础。

(3)地方政府致力于与家长一起发展有效的合作伙

伴关系。(4)地方政府每年必须审查涉及相关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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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教育机构和家长这类程序，听取各方投诉并谨

慎处理。(5)参与“在家上学”政策制定并实施负责

的高级官员应当确保其手下所有与“在家上学”家庭

保持联系的官员都接受过相关培训。(6)虽然地方

政府应认识到提供教育的方式多种多样，而不仅是

“在家上学”这一种模式，“甲之蜜糖，乙之砒霜”；但

所有孩子都必须接受教育。(7)与选择“在家上学”

的家庭接触次数的多少要依赖于具体情况和／或者

在家实施的教育是否适宜。(8)在监督方面，虽然地

方政府应认识到尽管去“在家上学”家庭的住宅里进

行访问才是最佳办法，但法律并没有赋予地方政府

权力直接进人别人孩子的家，家长可以选择在家外

参加会议或者提交书面申请报告。(9)对于持有特

殊教育需求声明的儿童，每年需根据特殊教育需求

实践法规(sEN Code of‰tice)第九章的程序对其
声明进行审核。(10)当地政府将为潜在的和现有的

选择“在家上学”家庭的父母提供规定当地政府和家

长双方法律责任和法律角色的书面信息和网站链

接。(11)在儿童和家庭的交往过程中，任何妨害儿

童保护的问题一旦被发现，除非另有规定，否则这些

问题将立即交由当地政府的相关部门根据已有法规

进行处理。(12)当儿童的年龄达到13岁时，所有选

择“在家上学”的儿童都必须接受职业生涯指导。

(13)选择让孩子“在家上学”的家长，若希望在现有

教育商业合作契约中寻求工作经验，则将获得当地

政府的帮助。通过这种方式来保护儿童的健康和安

全，并确保儿童保险的实施。

(二)申请“在家上学”的具体规定

对家长来说，是否决定让自己孩子“在家上学”

是个艰难的决定。最终促成家长让孩子“在家上学”

的理由也不尽相同。在伦敦一直强调的是“选择‘在

家上学’的家长必须给孩子合法地提供适当的教

育”。为确保教育是“适当”的，伦敦对申请“在家上

学”做了具体规定b]。(1)法律规定所有法定入学年

龄的儿童都必须接受适当的教育。(2)地方政府(伦

敦市政当局)有责任为家长提供课程和督导服务。

政府要为家长提供帮助，和家长建立伙伴合作关系

并确保家长正在为孩子提供合适的教育。(3)家长

有责任确保自己的孩子已经接受教育。(4)当地政

府会鼓励所有孩子上学并在校内接受教育。(5)除

了接受当地政府所提供的服务，家长有权力选择其

他方式教育自己的孩子。(6)家长有权利选择一所

独立的学校或决定自己或是其他人教育孩子。(7)

如果家长决定为他们的孩子安排除学校以外的教

育，那他们就必须按照规定流程进行申请。

(三)申请“在家上学”的具体流程

原则上来说，虽然伦敦的每个家庭都可以为孩

子申请在家上学，但必须符合其规定的申请程序。

伦敦市申请“在家上学”有四个步骤(见表1)b】：

第一步：如果您的孩子的名字在入学花名册上，

您必须写信告知校长您试图让孩子在除了学校之外

的地方接受教育。另外在信中您必须要求自己孩子

的姓名被排除在入学花名册之外。学校将会通知伦

敦教育和儿童服务部。如果您的孩子不在学校入学

花名册内，但已经到了法定入学年龄，您应该告知伦

敦市政厅您试图让孩子在除了学校之外的地方接受

教育的想法。在伦敦市，您需告知伦敦教育和儿童

服务部和伦敦儿童服务协会。电话为嘞3321750，
电子邮件地址为education@cityonondon．硒Dv．uk。

第二步：完成第一步后，您会收到一份需要填写

完整的表格。请填写好后把它寄回伦敦教育和儿童

服务部。这份表格涉及到“在家上学”儿童的具体个

人信息及“在家上学”的具体规划。

第三步：一旦把表格寄回给教育和儿童服务部，

您会收到一些在学校外如何教育孩子的相关资料。

这些资料会包括一些独立于当地政府之外有用机构

的名字和地址。我们会提供课程安排和督导服务给

您。一位督导员连同伦敦市教育心理学专家会在接

下来的时间里联系您，并与您商讨您对家庭教育的

具体规划。

第四步：督导员与伦敦市教育心理学专家会为

您对您孩子实施的家庭教育提供建议和帮助，并审

核您的教育成果。督导员会根据此次访谈以及其他

相关信息来撰写督导报告。在督导报告中督导员将

会决定对您提供的教育满意与否。如果督导员认可

您提供的教育，我们将为您安排下次审核日期。同

时您的孩子名字将会被记录在在学儿童数据库内，

这个数据库包含着所有在学校之外的地方接受教育

的孩子的具体信息。如果督导员并不认可您所提供

的教育，督导员将会另行安排审核时间。如果您还

想继续让您的孩子在校外接受教育，您至多有三个

月的时间去修补您所能提供的教育。而督导员会在

三个月之内再次与您会面并审核您修补后的教育计

划。如果督导员还是不满意您的教育计划，教育和

儿童服务部会通知您在15天内找到一所学校。如

果您不认同任何一所学校，教育和儿童服务部会为

您孩子指定一所学校并开始常规的学校入学程序。

若您不遵循学校入学程序，将会被起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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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伦敦申请“在家上学”流程

叵固
I鞋子名字在学校入学花名册内 越于名字不在拿校八擘花名册内

旧嚣¨鼢铷做甜叫伦卜姚辅：f f直接告知伦敦市老
收到袁格．凄写完表格信息井寄回伦

教育和儿童鼠务卑

收到相关责科．督导员和教育心理学

专车安排与家长全面

，末长与督导员和教育心理学专家见

面．当面审核教育计划

量导正根据会谈情况扫相关信息撰写报

告井评定其末鹿教育计划

三、伦敦“在家上学”政策特点分析

伦敦市在英国教育部制定的《在家上学：地方政

府指导方针》(Elective Home Education：Guidelines for

Local Authority)指导下，制定了一系列关于“在家上

学”的政策，包括其原则及具体程序。英国教育标准

办公室(0mce for Standards in Education，Children’s

Sen，ices a11d Skills)发布的《2012／13年年度教育督导

报告》(OfSted A珊ual Report 2012／13)中更是显示，伦

敦教育一直处于优势地位，其家庭学校教育发展态

势良好。分析伦敦市“在家上学”政策，可发现其政

策规定十分明确，具体来讲其政策有以下特点：

(一)“在家上学”有明确的法律依据

根据前文提及的英国教育法条款可知父母在法

律上有义务确保其处于义务教育阶段年龄的子女接

受教育，既可以通过正常途径入学，也可以借助于其

他方式，如“在家上学”。在伦敦关于“在家上学”政策

中反复强调法律规定所有法定入学年龄的儿童都必

须接受适当的教育。“适当的教育”而不是特定的学

校教育，这就认同了“在家上学”作为一种学习方式存

在的合理性和合法性。而其合法性地位的确定有助

于对“在家上学”的管理，使得“在家上学”有章可循。

·20·

(二)严格的“在家上学”管理制度

在伦敦，家长选择让自己孩子“在家上学”要通

过一系列管理制度来审核。首先是严格的申请制

度。每个选择让孩子“在家上学”的家长都必须详细

地填写一份申请表。而这份申请表涉及到家长对自

己所要进行的家庭教育的整体规划。不仅考察了家

长是否了解自己的孩子，还进一步确认了家长针对

孩子的特性将采取何种方式去教导孩子。其次是严

格的审核制度。提交申请后，每一位让孩子“在家上

学”的家长都要与伦敦市督导员和教育心理学专家

进行一次关于家庭教育计划的会谈。而督导员则会

根据实际情况对此次会谈进行总结，并评定是否满

意其计划。如果督导员对家长的家庭教育计划不满

意，那么家长必须在三个月内重新修改其教育计划。

这种面对面的会谈有助于督导员从家长的谈吐、家

长的学识、家长的职业，甚至于家长的着装等方方面

面考察家长是否适合对其孩子进行家庭教育，而不

是仅仅单纯地凭借一些书面材料。最后是严格的登

记备案制度。在伦敦，每一个选择“在家上学”孩子

的详细信息都被登记在在读儿童数据库中，而不是

零星散落于各个社区。这样严格的登记备案制度，

有利于当地政府随时对其实施的家庭教育进行监控

及指导，确保“在家上学”的儿童走上健康、有序的发

展之路。

(三)监督与指导相结合

除去申请“在家上学”时的种种关卡，伦敦市的

督导员还会不定期或定期地对“在家上学”的家庭进

行考察，并形成新的考察报告，以保证儿童确实能通

过这种方式得到最适当的教育。同时伦敦市教育与

儿童服务部会不断为选择“在家上学”的家庭寄送各

种除学校以外的教育机构和教育服务部门的信息。

伦敦市的教育心理学专家们也会不定期与“在家上

学”的家庭联系沟通，在确保“在家上学”儿童健康成

长的同时，为家长提供科学指导孩子成长的最新资

讯。采取监督与指导并进的方式，与家长共同致力

于提高其家庭教育的质量。

(四)对负责、管理及监督“在家上学”人员的专

业培训

伦敦市在提出的关于“在家上学”的13条原则

中就明确指出必须对那些与“在家上学”家庭联系的

官员进行培训。伦敦负责“在家上学”的督导员必须

随时监督选择“在家上学”家庭的教育质量，撰写专

业追踪报告并给家长们提出专业建议。因此，对官

员进行专业培训能有效避免瞎监督和盲指导的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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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也只有督导员们真正了解“在家上学”，才能切实

地为选择“在家上学”家庭提供帮助并能负责任地判

断出当前的家庭教育是否适合该学生。

四、对中国“在家上学”的启示

据《中国在家上学研究报告(2013)》显示，“中国

内地约有1．8万学生选择‘在家上学’。”在选择“在

家上学”儿童人数不断增多的背后，隐藏着一系列的

问题，如“在家上学”的合法性、怎样确保儿童受教育

的质量等。因此，借鉴伦敦市“在家上学”政策，有助

于中国“在家上学”的发展。

(一)为“在家上学”确定合法地位

在中国，“在家上学”在法律方面基本上是空白

的。《义务教育法》明文规定：“适龄儿童、少年的父

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应当依法保证其按时入学并

完成义务教育”、“凡年满六周岁的儿童，其父母或者

其他法定监护人应当送其入学接受并完成义务教

育”、“适龄儿童、少年的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无

正当理由未依照本法规定送适龄儿童、少年入学接

受义务教育的，由当地乡镇人民政府或者县级人民

政府教育行政部门给予批评教育，责令限期改正”。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相关法律并没有涉及到用其他

方式学习，“入学”一词中的“学”明显指的是经教育

行政部门批准的具备法人资格的学校(包括私立学

校)，不包括“家庭”及由“家庭”衍生出的各种组织形

式[4]。也就是说从法律上看，国家并没有给予家长

选择孩子接受家庭教育的自由。反观英国早就在其

教育法中为“在家上学”确定了合法地位，伦敦更是

提出关于“在家上学”的系列针对性原则。目前，我

国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在家上学”，“在家上学”模式

本身也具有一些优势，因此为“在家上学”确定合法

地位是不容忽视的。

(二)建立“在家上学”的管理机制

伦敦市从申请“在家上学”、到审核“在家上学”

申请、再到为“在家上学”儿童登记备案都有一套完

整严格的管理制度。基于这样的管理制度，伦敦市

严格把关“在家上学”的质量，确保了每个孩子都能

得到适当的教育。而我国目前选择“在家上学”的人

零星散乱，没有统一的登记备案制度，也没有严格的

对“在家上学”教育质量审核的机制，更没有一套统

一严谨的申请程序。鉴于此，我国应为选择“在家上

学”儿童建立一套统一的申请、审核申请及登记备案

的程序，以方便政府部门进行管理监督，让“在家上

学”变得有章可循。

(三)实现监督和指导相互促进

伦敦市教育和儿童服务部及其相关人员不仅对

“在家上学”的教育质量随时进行监督，而且致力于

为选择“在家上学”的家庭提供教育信息和专业咨

询，采用监督与指导相促的方式确保并加强了“在家

上学”的教育质量。我国目前没有专门针对“在家上

学”教育质量的监督体系，对“在家上学”的指导也乏

善可陈。通常是仅仅凭借家长自身的水平来开展家

庭教育，教育质量究竟如何外人也无从得知。因此，

我国可以建立一套追踪监督“在家上学”教育质量的

机制，并根据监督结果给予不同家庭相应的指导与

建议，以促进其家庭教育质量的提高。

(四)培养督导“在家上学”的专业人员

伦敦市要求对负责、管理及监督“在家上学”的

人员进行专业培训。此举对督导人员的监督水平和

指导水平的提高大有裨益。虽然我国“在家上学”方

兴未艾，“在家上学”已成媒体舆论的焦点，但国内无

论是在学术研究还是在价值判断等方面都对“在家

上学”的了解不够深入。因此，培养一批对“在家上

学”现象有深刻见地的督导人员不仅能有效监督并

指导“在家上学”，也能对“在家上学”的理论研究有

所助益。

综上所述，伦敦市“在家上学”政策规定明确而

完整，而“在家上学”在中国作为一种新兴的教育形

式还存在着种种问题。因此，研究伦敦等城市或英

国等国家对“在家上学”的政策规定，将会为我国未

来“在家上学”政策的出台提供更多的参考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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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理论课教师应当学会善于利用各种因素，将抽

象的教育信息寓于具体的生活之中，潜移默化地引

导学生将这些知识内化于心；通过诸如“价值澄清”、

“精神助产术”那样的课堂教学方法，设置有效的问

题情境，使学生在潜移默化以及真正的学习共同体

中实现思想的成长；注重过程评价，充分发挥教学评

价对于教学水平的促进作用。

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中，解决当前高

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存在的“整体性”问题，需要贯彻

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思想与方法。课程与学科一体

化，是我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建设的必然走向。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在根本

目标上，具有相通性和一致性，二者都强调通过对马

克思主义整体性的研究和教育，推进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大众化、时代化，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

领域的指导地位。进一步加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

程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互动和交融，使马克思

主义理论学科的研究成果，及时、有效地向教学转

化，是提升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思想性和教

育性的基本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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