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摘 要] 我国传统家庭教育在教育目标上 , 重视做人教育 ; 在教育内容上 , 重视伦理道德教育 ; 在教育方法上 , 重

视言传身教。我国当代家庭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有 : 重身轻心的抚养方式 , 使青少年自我中心主义膨胀 ; 重知轻德

的教育方式 , 使家庭教育学校化 ; 急功近利的价值观 , 诱发了父母过高的期望值 ; 重他律轻自律的行为养成方式 ,

造成了孩子言行不一。为此 , 要通过创办家长学校、建立家庭教育咨询服务机构、广泛开展群众喜闻乐见的家庭教

育活动等方式提高家长的教育水平。同时净化儿童读物市场 , 将家长教育工作纳入宏观社会管理系统 , 为开展科学

的家庭教育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 关键词] 德育 ; 家庭教育 ; 儿童

[ 中图分类号] G40!052.2 [ 文献标识码] A [ 文章编号] 1002- 4808( 2006) 06- 0036- 04

张良才 1*, 2

【 1. 曲阜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 山东 曲阜 273165; 2.曲阜师范大学 , 山东 曲阜 273165 】

[ 收稿日期] 2006- 03- 07

* 张良才 , 山东曲阜市静轩西路 23 号 曲阜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 273165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 , 是新生一代成长的摇 篮。

父 母 是 孩 子 的 第 一 任 老 师 , 是 启 蒙 教 育 的 引 路 人 。 家

庭 教 育 是 教 育 的 三 大 支 柱 之 一 , 是 教 育 这 个 系 统 工 程

的 基 础 工 程 , 它 对 于 儿 童 的 健 康 成 长 与 和 谐 社 会 的 建

设 具 有 不 可 估 量 的 作 用 。 因 此 , 重 视 家 庭 教 育 是 世 界

各国的一个普遍现象。

我 国 自 古 就 有 重 视 家 庭 教 育 的 传 统 。 由 于 我 国

古 代 社 会 的 政 治 体 制 是 家 国 同 构 , 教 育 体 制 是 官 学

与 私 学 并 重 , 人 才 选 拔 方 式 是 科 举 考 试 , 因 而 更 强

化 了 对 家 庭 教 育 的 重 视 程 度 , 父 母 无 不 希 望 通 过 家

庭 教 育 在 养 成 孩 子 温 、 良 、 恭 、 俭 、 让 等 德 性 的 基

础 上 , 通 过“ 学 而 优 则 仕 ” 的 途 径 来 光 宗 耀 祖 。 而

在 当 代 , 随 着 我 国 物 质 文 明 与 精 神 文 明 的 发 展 以 及

计 划 生 育 政 策 的 实 施 , 子 女 的 教 育 问 题 更 是 受 到 了

家 长 的 空 前 重 视 。

一 我国传统家庭教育的特点

在 我 国 古 代 社 会 , 由 婚 姻 产 生 的 血 缘 关 系 结 合 而

成的家庭 , 是集物质生产、人口生产及生活、教育、娱

乐 、 防 卫 于 一 体 的 社 会 基 本 单 位 , 在 社 会 结 构 中 占 有

重 要 地 位 。 封 建 社 会 所 提 倡 的“ 三 纲 ” ( 君 为 臣 纲 ,

夫 为 妻 纲 , 父 为 子 纲 ) 中 有 两 纲 是 通 过 家 庭 实 现 的 。

因 此 , 家 庭 成 为 仅 次 于 国 家 政 权 的 权 利 系 统 , 对 社 会

发 展 和 政 治 生 活 起 着 重 要 的 作 用 。 也 正 因 为 此 , 家 庭

教 育 在 我 国 受 到 了 超 乎 寻 常 的 普 遍 关 注 。 我 国 传 统 的

家庭教育具有以下几个鲜明的特点 :

1 在家庭教育目标上 , 重视做人教育

教 人 做 人 , 旨 在 使 人 的 人 格 完 善 , 成 为 一 个 人 格

高 尚 的 人 。 孔 子 有 一 句 名 言 : “ 三 军 可 夺 帅 也 , 匹 夫

不 可夺 志 也 。”(《 论 语·子 罕 》) 在 我 国 历 史 上 , 不 同

的 教 育 思 想 家 尽 管 有 不 同 的 世 界 观 , 分 别 隶 属 和 代 表

不 同 的 学 派 , 但 都 非 常 重 视 理 想 人 格 的 设 计 , 并 将 之

视 为 孜 孜 以 求 的 教 育 目 标 。 尤 其 是 孔 子 提 出 的“ 君

子 ” 和 孟 子 提 出 的“ 大 丈 夫 ”, 成 为 我 国 长 期 以 来 绝

大 多 数 成 员 共 同 向 往 的 基 本 人 格 , 对 之 后 的 家 庭 教 育

产 生 了 巨 大 的 影 响 。 汉 代 郑 玄 教 子 淡 于 名 利 , 自 立 自

强 , 告 诫 子孙“ 显 誉 成于 僚 友 , 德行 立 于 己志 ”(《 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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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 书·郑 玄 传 》) 。 三 国 时 期 诸 葛 亮 告 诫 子 孙 : “ 非 淡

泊 无 以 明 志 , 非 宁 静 无 以 致 远 ”(《 诸 葛 亮 集 》) 。 宋

代 范 仲 淹 少 有 志 操 , 成 年 后 立 志 以 天 下 为 己 任 , 他 的

“ 先 天 下 之 忧 而 忧 , 后 天 下 之 乐 而 乐 ” 的 名 句 千 古 传

诵 。 清 代 郑 板 桥 说 得 更 为 明 了 : “ 读 书 中 举 中 进 士 做

官 , 此是小事 , 第一要明理做个好人。”(《 郑板桥集·

潍 县 署 中 与 舍 弟 墨 第 二 书 》) 这 些 都 说 明 , 孔 子 倡 导

的 以 修 身 为 本 的 人 格 教 育 , 已 成 为 社 会 大 众 家 庭 教 育

的一种自觉追求。

2 家庭教育内容上 , 重视伦理道德教育

我国传统的家庭教育强调从教“ 人伦”着手 , 力图

通 过 道 德 观 念 的 灌 输 和 行 为 习 惯 的 养 成 让 孩 子 学 会 做

人 。 一 是 孝 敬 父 母 。 孝 敬 父 母 是 我 国 传 统 伦 理 道 德 的

核 心 。 一 个 人 从 儿 童 、 少 年 成 长 到 青 年 , 离 不 开 父 母

的 抚 养 、 教 育 和 关 怀 。 父 母 对 子 女 的 成 长 倾 注 了 全 部

的 心 血 , 甚 至 做 出 了 很 大 的 牺 牲 。 这 种 爱 是 无 私 的 、

纯 真 的 。 因 此 , 孝 敬 父 母 是 子 女 最 起 码 的 责 任 和 义

务 , 是 一 个 人 是 否 有 道 德 、 有 良 心 的 重 要 体 现 。 可 以

说 , 孝 敬 父 母 是 一 切 道 德 的 出 发 点 。 孔 子 正 是 从 这 个

意 义 上 说 : “ 孝 悌 也 者 , 其 为 人 之 本 欤 ! ” (《 论 语·

学而》)

二是和睦相处。我国传统文化主张“ 和为贵 ”, 在

家 庭 生 活 中 推 崇 和 睦 相 处 、 相 亲 相 爱 , 这 也 是 我 国 古

代 家 庭 和 社 会 长 期 稳 定 与 发 展 的 重 要 原 因 。“ 家 和 万

事兴”, 六亲和睦是家庭幸福美满的基础。因此 , 家庭

成 员 的 和 睦 相 处 不 仅 是 家 庭 建 设 的 重 要 目 标 , 也 是 家

庭教育的重要内容。

三 是 诚 实 守 信 。 我 国 古 代 教 育 家 和 思 想 家 十 分 重

视“ 诚信”在家庭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作用。“ 人而无

信 , 不知其可也”; “ 民无信不立”。培养子女的诚信品

德是家庭教育的重要任务。翻开古代家教史可以发现 ,

几 乎 没 有 哪 一 位 有 眼 光 的 家 长 不 对 子 女 进 行 这 方 面 教

育的。“ 曾子杀猪示诚信”早已家喻户晓 , 成为我国教

子的典范。

四是勤俭节约。勤俭节约既是一个人的美德 , 也是

一 个 家 庭 兴 旺 发 达 的 重 要 因 素 。 我 国 历 代 家 教 均 将 勤

俭列为子弟修养的要素。诸葛亮在《 戒子书 》 中提 出

“ 俭以养德”的命题。司马光的《 训俭示康》, 更 是 从

正、反两方面对“ 成由俭 , 败由奢”和“ 由俭入奢易 ,

由奢入俭难”的道理作了精辟的分析。

五是勤奋好学。不论是帝王之家、名门世家 , 还是

百姓家庭 , “ 识书知礼”成为人们共同追求的一个高尚

目 标 。 早 在 春 秋 战 国 时 期 , 孟 子 的 母 亲 为 了 教 育 儿 子

勤 奋 学 习 , 不 惜 数 次 搬 家 , 甚 至 割 断 了 尚 未 织 完 的 布

匹 , 留下了“ 孟母三迁”、“ 断机教子”的美谈。颜 之

推 从 自 立 的 角 度 教 子 勤 学 , 他 列 举 许 多 古 人 勤 学 的 例

子作为子孙学习的榜样 : “ 古人勤学 , 有握锥投斧 , 照

雪聚萤 , 锄则带经 , 牧则编简 , 亦为勤笃。”(《 颜氏家

训·勉学》)

3 在家庭教育方法上 , 重视言传身教

注 重 言 传 与 身 教 的 结 合 是 我 国 历 代 家 教 卓 有 成 效

的 重 要 原 因 之 一 。《 老 子·四 十 三 章 》 云 : “ 不 言 之

教 , 无为之益 , 天下希及之。”“ 不言之教”就是 以 自

身 的 行 为 进 行 的 潜 移 默 化 的 教 育 。 身 教 虽 柔 , 但 能 令

最 难 教 育 的 人 感 化 。 自 古 以 来 , 善 为 家 教 的 人 都 懂 得

这样一个道理 : “ 欲求子孝必先慈 , 欲责弟悌务先友。

虽 孝 不 待 慈 , 而 慈 固 植 孝 ; 悌 非 期 友 , 而 友 亦 立 悌 。”

(《 宋 书·颜 延 之 传 》) 素 有“ 关 西 孔 子 ” 之 称 的 杨 震 ,

为官清廉 , 不接受私谒 , 不讲排场 , 生活清苦。在这种

廉洁的家庭氛围中 , 子孙自然受到熏陶 , 养成了良好的

品性。至三国时 , 杨家“ 四 世 为 太尉 , 德 业 相继 ”, 名

扬 四海 。(《 后汉书·杨震列传》) 象杨家这样的案例在

我国古代枚不胜举。

此外 , 重视蒙养教材的编写 , 寓道德教育于知识教

育 和 日 常 生 活 之 中 , 是 我 国 历 代 家 教 卓 有 成 效 的 另 一

个重要原因。自周秦以来 , 尤其是宋代以后 , 各朝各代

都 编 写 了 一 些 有 影 响 的 蒙 学 教 材 , 如《 三 字 经 》、

《 百家姓》、《 千字文》、《 千家诗》 等。在浩如烟海

的蒙养教材中 , 单纯的识字教材或礼仪教材并不多 , 绝

大 多 数 都 是 以 识 字 为 主 , 知 识 教 育 与 礼 仪 道 德 教 育 有

机结合的综合性教材。以《 三字经 》 为例。相 传 为宋

末 王 应 麟 所 著 , 全 书 仅 千 余 字 , 先 讲 教 育 和 学 习 的 重

要性 , 接着讲礼仪规范 , 此后分别介绍名物常识、读书

次序、历史知识、勤勉好学范例。《 三字经 》 文字 简

练 , 概括性强 , 句句成韵 , 通俗易懂 , 便于背诵 , 因而

家喻户晓 , 广为流传。

总之 , 我国传统的家庭教育以道德教育为根本 , 从

教“ 人伦”着手 , 强调通过道德观念的灌输和行为习惯

的 培 养 来 教 孩 子 学 会 做 人 。 这 一 思 想 传 统 对 于 解 决 我

国当今家庭教育的问题具有重要的启迪价值。

二 我国当代家庭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 , 我国社会发生了举世瞩目的

巨大变化。在社会转型和经济转轨的过程中 , 我国经济

持 续 稳 定 增 长 , 教 育 质 量 不 断 提 高 , 家 庭 规 模 逐 步 缩

小 , 家庭负担系数相应降低 , 从而极大地改善了当代青

少年的生存环境 , 提高了他们的生存质量 , 他们所享受

的教育年限和水平较之先辈有了显著的增长。但是 , 经

济 发 展 和 科 技 发 展 如 同 双 刃 剑 , 在 满 足 了 人 们 物 质 欲

望的同时 , 也带来了一些令人遗憾的问题 , 表现在家庭

教育方面 , 主要有如下几点 :

1 重身轻心的抚养方式 , 使青少年自我中心主义膨胀

在我国整个社会由温饱向小康过渡的阶段 , 曾经经

历 过 物 质 匮 乏 与 饥 饿 的 父 母 们 格 外 关 注 孩 子 的 身 体 发

育和物质享受。许多父母补偿心理严重 , 总希望通过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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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 将 自 己 年 少 时 没 有 享 受 到 的 东 西 补 偿 回 来 。 因 此 ,

重 视 孩 子 的 教 育 投 资 已 成 为 一 个 普 遍 现 象 。 有 不 少 父

母不惜自己节衣缩食 , 却给孩子设计了“ 吃的讲营养、

穿 的 讲 漂 亮 、 玩 的 讲 高 档 、 用 的 讲 排 场 ” 的“ 理 想 生

活方式”。由于家长过于溺爱孩子 , 不少孩子在吃饱穿

暖 、 长 高 变 胖 的 同 时 , 也 养 成 了 骄 横 任 性 、 唯 我 独 尊

的 不 良 习 气 。 特 别 是“ 421” 结 构 的 家 庭 , “ 小 皇 帝 ”

现 象 更 加严 重 。2003 年 一份 关 于 昆明 市 和 曲 靖 市 中 小

学 生 家 庭教 育 投 资现 状 的 调查 表 明 , [1] 家庭 教 育 投资

使 50%左右的家庭正常生活受到影响。

2 重知轻德的教育方式 , 使家庭教育学校化

学 校 教 育 、 社 会 教 育 和 家 庭 教 育 各 有 职 能 , 教 会

孩 子 做 人 是 家 庭 教 育 的 主 要 职 能 。 但 是 , 近 年 来 家 庭

教育的职能发生了“ 异化”, 其主要表现就是“ 家庭教

育学校化”。学校要做什么 , 家长就做什么 ; 学校没有

要 求 的 , 家 长 就 不 做 。 家 庭 教 育 始 终 围 绕 着 学 校 的 分

数 指 挥 棒 转 , 学 校 也 把 本 应 承 担 的 智 育 职 能 部 分 地 推

给 了 家 庭 。 在 一 定 程 度 上 , 家 庭 教 育 已 经 成 为 学 校 教

育的“ 附庸”。更有甚者 , 有些家长进一步“ 加码”, 把

课 堂 延 伸 到 家 庭 , 额 外 布 置 作 业 、 聘 请 家 庭 教 师 、 让

孩 子 参 加 特 长 班 和 提 高 班 等 , 使 孩 子 坠 入 学 海 的“ 地

狱”。很多家长把主要精力倾注在孩子的学习和生活方

面 , 忽 视 了 对 孩 子 生 活 能 力 和 独 立 精 神 的 培 养 。 上 海

市 曾 进 行 一 次 全 市 规 模 的 抽 样 调 查 , 结 果 发 现 大 多 数

家长对子女的学习状况了如指掌 , 但问到子女的兴趣、

道德品质时 , 许多家长均以“ 不清楚”、“ 不太了解”、

“ 没 有 注 意 ” 作 答 。 [2] 厦 门 大 学 的 一 份 调 查 报 告 也 表

明 , 无 论 独 生 子 女 还 是 非 独 生 子 女 , 父 母 最 关 心 的 是

孩 子 的 学 习 成 绩 。 其 中 , 独 生 子 女 家 长 做 此 项 选 择 的

为 36. 74%, 非独生子女 家 长 为 48. 48%; 被 家 长 们排 在

第 二位 的 是 身体 健 康 ; 第三 位 才 是道 德 品 行。 [3] 这 与

我 国 古 代 以 德 为 本 的 家 庭 教 育 传 统 有 很 大 的 不 同 。 家

长 过 分 关 注 孩 子 的 学 习 成 绩 已 成 为 中 学 生 心 理 压 力 过

重的一个重要原因。

3 急功近利的价值观 , 诱发了父母过高的期望值

世上所有的家长都对自己的子女抱有殷切的期望 。

我 国 的 家 长 之 所 以 对 子 女 抱 有 过 高 的 期 望 , 一 方 面 ,

是 受 到 传 统 的“ 光 宗 耀 祖 ” 文 化 心 理 的 影 响 ; 另 一 方

面 , 社 会 竞 争 日 益 激 烈 , 父 母 都 希 望 自 己 的 孩 子 在 未

来 社 会 的 竞 争 中 立 于 不 败 之 地 。 由 于 家 庭 的 荣 辱 与 子

女成功与否联系密切 , 而社会、学校 ( 包括家长自己)

评 价 儿 童 是 否 成 功 的 主 要 标 尺 是 学 业 成 绩 与“ 金 榜 题

名”, 因此父母们为了不让自己的子女输在人生的起跑

线 上 , 只 好驱 赶 着 他们 向 着 既定 的 目 标奔 跑 。 在 2001

年 中 、 日 、 韩 三 国 联 合 进 行 的 关 于“ 家 校 合 作 与 青 少

年发展”的问卷调查中 , 被调查的 580 名中国家长 , 有

42. 2%希 望 孩 子 读 研 究 生 , 而 日 本 和 韩 国 仅 有 1. 6%和

24. 7%。目前 , 我国应届高中毕业生的大学入学率 尚 不

足 50%, 应 届 大 学 毕 业 生 考 取 研 究 生 的 比 率 不 足 20%。

父母过高的期望值由此可略见一斑。

父 母 的 期 望 值 过 高 , 孩 子 的 课 业 负 担 自 然 加 重 。

一 方 面 , 如 果 父 母 的 期 望 值 超 过 了 子 女 可 能 达 到 的 程

度 , 不 仅 对 子 女 起 不 到 应 有 的 激 励 作 用 , 反 而 会 使 他

们 望 而 生 畏 , 甚 至 产 生 逆 反 心 理 和 自 卑 心 理 ; 另 一 方

面 , 父 母 期 望 值 过 高 , 自 己 也 容 易 产 生 急 躁 情 绪 , 往

往 选 择 简 单 粗 暴 的 教 育 方 式 管 教 孩 子 , 从 而 导 致 父 母

与 子 女 情 感 上 的 对 立 、 亲 子 关 系 的 紧 张 , 使 家 庭 教 育

最终失败。

4 重他律轻自律的行为养成方式 , 造成孩子言行不一

“ 少 成 若 天 性 , 习 惯 成 自 然 。” 童 年 时 代 在 家 庭 生

活 中 形 成 的 良 好 行 为 习 惯 , 可 以 伴 随 人 的 一 生 。 我 国

古代家庭教育中“ 身教重于言教”的做法很有道理。

然而 , 现 实情 况 与 此 大 相 径 庭 。1994 年 北 京 师 范

大 学 教 育 系 在“ 希 望 工 程 —手 拉 手 走 向 未 来 ” 的 夏 令

营 活 动 中 , 进 行 了 一 项 少 年 儿 童 社 会 公 德 调 查 。 结 果

表明 : 150 名小营员填写问卷时的选择与日常行为之间

存 在 许 多的 不 一 致甚 至 自 相矛 盾 之 处。 [4] 例 如 : 他 们

几 乎 人 人 懂 得 爱 护 公 物 是 社 会 公 德 的 基 本 要 求 , 但 对

倒 在 地 上 的 椅 子 、 营 区 内 的 长 明 灯 、 流 水 的 龙 头 、 无

人 房 间 转 动 的 电 风 扇 熟 视 无 睹 ; 他 们 不 喜 欢 在 休 息 时

受 到 别 人 的 打 扰 , 也 知 道 打 扰 别 人 是 不 礼 貌 的 行 为 ,

但 时 常 吵 闹 并 打 扰 别 人 。 究 其 原 因 , 与 重 他 律 而 轻 自

律 的 家 庭 行 为 养 成 模 式 有 直 接 的 关 系 。 许 多 家 长 用 来

规范孩子行为的“ 杀手锏”就是喊“ 狼来了”。久而久

之 , 孩 子 们 形 成 了 这 样 一 种 观 念 : 社 会 行 为 规 范 是 一

种 凌 驾 于 人 之 上 的 异 己 力 量 。 他 们 的 道 德 行 为 不 是 出

于 自 觉 自 愿 , 而 是 迫 不 得 已 。 换 言 之 , 社 会 的 道 德 规

范并没有内化为个体自觉的行为准则。因此 ,“ 理论的

巨人 , 行动的矮子”就不足为奇了。

三 解决我国当代家庭教育问题的对策与建议

《 中国 儿 童发 展 纲 要 ( 2001—2010 年 ) 》 中 强调 ,

要“ 保 障 儿 童 生 存 、 发 展 、 受 保 护 和 参 与 的 权 利 , 提

高 儿 童 整 体 素 质 , 促 进 儿 童 身 心 健 康 发 展 , ⋯⋯ 逐 步

完 善 保 护 儿 童 的 法 律 法 规 体 系 , 依 法 保 障 儿 童 权 益 ;

优化儿童成长环境”①, 促进儿童健康成长。

1 创办家长学校

古人云 : “ 养不教 , 父之过。”父母对子 女 不 仅负

有 抚 养 的 责 任 , 更 有 教 育 的 义 务 。 现 在 , 不 重 视 子 女

教 育 的 家 长 少 了 , 但 不 懂 得 正 确 的 教 子 方 法 、 不 会 教

育 子 女 的 家 长 却 大 有 人 在 。 有 的 父 母 自 身 素 质 不 高 ,

不 能 以 身 作 则 , 难 以 给 子 女 树 立 榜 样 ; 有 的 父 母 教 育

子 女 的 方 法 简 单 、 粗 暴 , 当 子 女 犯 错 误 或 考 试 成 绩 不

理 想 时 , 往 往 恶 语 嘲 讽 、 指 责 , 甚 至 拳 脚 相 加 ; 有 的

父 母 不 了 解 儿 童 身 心 发 展 的 规 律 , 不 尊 重 子 女 的 自 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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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 往 往 把 误 解 当 成 理 解 , 造 成 家 庭 气 氛 的 紧 张 ; 有

的 父 母 对 子 女 溺 爱 过 度 , 有 求 必 应 , 甚 至 放 任 自 流 ;

有 的 父 母 片 面 注 重 书 本 知 识 , 不 关 注 孩 子 的 道 德 发

展 , 成 天 把 子 女 禁 锢 在 房 屋 里 , 把 家 庭 变 成 了 名 副 其

实 的“ 第 二 课 堂 ” ⋯⋯ 要 彻 底 医 治 当 前 家 庭 教 育 中 存

在 的 这 些“ 病 理 现 象 ”, 就 必 须 切 实 加 强 和 改 善 对 家

庭 教 育 的 指 导 和 管 理 。 家 长 学 校 就 是 一 种 较 好 的 途 径

与方式。

目 前 , 我 国 家 长 学 校 的 类 型 主 要 有 : 1) 以 幼 儿

园 、 中 小 学 为 依 托 举 办 的 家 长 学 校 , 向 不 同 年 龄 阶 段

的父母提供教育、咨询服务 ; 2) 由基层计划生育管理

部 门 、 妇 联 为 新 婚 夫 妇 设 立 的 以 优 生 优 育 为 主 要 内 容

的 新 婚 夫 妇 学 校 、 孕 妇 学 校 、 母 范 学 堂 等 ; 3 ) 在 农

村 , 主要通过广播父母学校和家庭教育辅导站的形式 ,

推 广 正 确 的 保 育 、 教 育 方 法 。 有 些 地 方 将 普 及 科 学 育

儿知识与扫除文盲工作相结合 , 深受群众欢迎。

实 践 证 明 , 家 长 学 校 是 普 及 家 庭 教 育 知 识 的 有 效

途 径 。 凡 是 家 长 学 校 办 得 好 的 地 方 , 父 母 的 教 育 水 平

普 遍 较 高 , 对 子 女 的 教 育 非 常 重 视 , 学 校 、 家 庭 和 社

区三方面的配合也很密切。

2 建立家庭教育咨询服务机构

家 庭 教 育 既 有 普 遍 性 也 有 特 殊 性 。 家 长 学 校 一 般

面 对 家 庭 教 育 的 共 同 问 题 , 而 咨 询 机 构 则 主 要 解 决 个

别家庭的特殊问题。为了方便群众 , 广州市 于 1982 年

尝 试 开 办 了 第 一 个 家 庭 教 育 咨 询 服 务 站 , 并 开 设 了 热

线 电 话 。 此 后 , 这 种 新 的 家 长 教 育 方 式 在 全 国 迅 速 兴

起 。 据 不 完 全 统 计 , 目 前 全 国 已 有 这 样 的 咨 询 服 务 站

近 万 家 , 分 布 在 大 、 中 、 小 城 市 。 随 着 家 庭 教 育 形 势

的发展和需求的增加 , 咨询服务的形式更加灵活多样。

笔 者 以 为 , 下 一 步 应 以 研 究 、 咨 询 机 构 为 主 体 , 广 泛

吸纳受过专门训练的志愿者 , 逐步建立和完善集诊断、

治 疗 、 咨 询 、 指 导 、 救 助 功 能 于 一 体 的 家 庭 教 育 服 务

体 系 , 为 提 高 家 庭 教 育 的 科 学 水 平 提 供 全 方 位 的 技 术

支持。

3 广泛开展群众喜闻乐见的家庭教育活动

妇 联 、 电 视 台 、 广 播 电 台 等 部 门 应 当 经 常 组 织

如 家 庭 教 育 知 识 竞 赛 、 优 秀 父 母 和 儿 童 评 选 、 家 庭

夏 令 营 、 家 庭 教 育 小 品 比 赛 等 贴 近 生 活 、 寓 教 于 乐

的 活 动 , 向 家 长 介 绍 青 少 年 身 心 发 展 的 规 律 与 特 点 、

科 学 的 教 育 方 法 , 帮 助 家 长 树 立 与 主 流 文 化 相 适 应

的 教 育 观 。

4 净化儿童读物市场

为 了 使 青 少 年 的 做 人 教 育 落 到 实 处 , 达 到 较 为 理

想 的 效 果 , 我 们 应 当 遵 循 青 少 年 思 想 品 德 和 行 为 习 惯

形 成 与 发 展 的 规 律 , 立 足 现 实 , 借 鉴 传 统 蒙 养 教 材 编

写 的 经 验 , 认 真 抓 好 青 少 年 读 物 的 编 写 与 出 版 工 作 。

少 儿 读 物 的 编 写 , 应 采 用 生 动 活 泼 的 形 式 , 把 教 育 寓

于 通 俗 易 懂 的 故 事 、 格 言 、 榜 样 示 范 之 中 , 从 而 收 到

“ 促其思、晓其理、激其情、导其行”的教育效果。

5 将家长教育工作纳入宏观社会管理系统

家 庭 教 育 是 提 高 国 民 素 质 的 基 础 工 程 ; 家 长 教 育

是 家 庭 教 育 的 奠 基 石 。 为 了 提 高 家 长 教 育 的 实 效 性 和

针 对 性 , 各 级 政 府 要 高 度 重 视 家 长 教 育 工 作 , 将 其 纳

入 宏 观 社 会 管 理 系 统 , 予 以 必 要 的 政 策 指 导 和 财 力 支

持 。 不 仅 要 成 立 专 门 的 学 术 研 究 机 构 和 团 体 , 积 极 开

展 家 庭 教 育 问 题 研 究 , 而 且 要 在 调 查 研 究 的 基 础 上 定

期 发 布 家 庭 教 育 的 相 关 文 件 , 出 版 普 及 家 庭 教 育 知 识

的 报 刊 杂 志 , 编 写 家 长 学 校 培 训 教 材 , 对 家 庭 教 育 实

践进行科学指导。

总 之 , 青 少 年 是 国 家 、 民 族 的 未 来 , 是 发 展 国 家

政 治 、 经 济 、 科 学 、 文 化 的 后 备 军 。 家 庭 教 育 直 接 关

系 到 青 少 年 的 健 康 成 长 , 间 接 影 响 和 决 定 着 国 家 与 民

族 的 前 途 和 命 运 。 针 对 我 国 当 前 家 庭 教 育 中 存 在 的 问

题 , 我 们 要 继 承 传 统 家 庭 教 育 中 的 有 益 成 分 , 切 实 有

效地改进家庭教育。

注 释

①《 中国儿童发展纲要( 2001—2010 年) 》, http://www.37c.

com/cn/topic/048/zhencefagui/zcfgo2.htm,2005- 01-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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