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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当代学前儿童家庭教育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吴雪丹

绥化学院学前教育专业 黑龙江绥化

摘要 每一个个体的儿童时期
,

是记忆力和吸取新知识的能力最为迅速的时期
,

在这一时期
,

学校教育固然重要
,

但家庭教育是儿童

日后生活观念
,

生活习惯形成的最重要因素
,

在儿童的成长当中也起到了不容忽视的决定性作用
。

学前儿童的家庭教育是我国整个教育事

业的起点和重要组成部分
,

它以启蒙教导的形式形成儿童最初的价值观并直接影响 童未来的人生
。

本文从当代学前儿童的家庭教育的内

涵入手
,

介绍了学前儿童家庭教育的概念和特点
,

并在此基础上对当代学前儿童的家庭教育所存在的教育问题进行了分析
,

再依据其存在

的问题提出一系列解决方法及对策建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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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曾说过
“

家庭教育好比植物的根苗
,

根
苗茁壮

,

才能枝繁叶茂
,

开花结果
,

良好的教育是建立在良好的家
庭教育基础上的

。 ”

所以说学前儿童的家庭教育是人生教育长河的
源头

,

学前儿童的家庭教育对幼儿有深刻的影响
,

幼儿教师要有对
学前儿童的家庭教育有一定的认知和教育理念

。

一
、

家庭教育的概念和特点
一 家庭教育的概念与特点
家庭教育是我们现在常用的一个概念

。

家庭教育作为一种社会
现象自古有之

,

每个人的一生
,

包括人格的养成
、

价值观的形成
、

社会性的学习
,

无一不受家庭教育的影响
。

多数学者还是认为家庭教育应该有广义和狭义两种解释
。

广义
的家庭教育是指家庭成员之间相互实施的一种教育和影响 狭义的
家庭教育是指在家庭生活中

,

父母或其他年长者在家庭中自觉地有
意识地对未成年子女或其他年幼者实施的教育和影响

。

家庭教育同幼儿园教育
、

学校教育
、

社会教育相 比较
,

有许
多共性

,

教育机构和社会教育中的许多方面都可以作为家庭教育的
借鉴

。

但家庭教育毕竟发生在家庭之中
,

有其 自身的特殊背景
。

因

此
,

我们必须逐一研究家庭教育的特点
,

以便有效地进行家庭教
育

。

在家庭教育的特点中我们分成家庭教育的优势和家庭教育的局
限两方面来谈

首先家庭教育的优势在于家庭教育的奠基性
,

家庭教育是儿童
智商与情商发育的起点

,

是儿童所接受的第一种教育
,

对儿童的成
长起到了奠基的作用 其次

,

与学校教育有所不同
,

家庭教育相对
更加具有全面性的特点

,

会在行为规范
,

生活技能
,

气质和个人素
质培养

,

兴趣爱好引导等各个方面对儿童进行全面的培育 第三
,

家庭教育具有渗透性
,

家长的一言一行
,

家庭的生活方式
、

亲情关
系

,

父母的文化修养
,

都对儿童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 第四
,

家庭
教育具有持续性

,

父母对子女既是第一位教育者
,

也是终身的教育
者 第五

,

家庭教育具有亲情性
,

父母与孩子之间的血缘关系和亲
缘关系

,

使父母的喜
、

怒
、

哀
、

乐对孩子产生强烈的感染作用
,

儿
童由于对父母的依赖和崇拜

,

会 自然的接受服务的引导 此外家庭
教育具有继承性

,

继承性又称之为延续性
,

每个家庭都有独特的教
育方式

、

教育内容
、

教育思想
,

这些思想会在家庭的每一代人之间
延续下去

。

家庭教育具有其他教育形式所不存在的独特优势的同时
,

也具
有一定的局限性

,

首先
,

家庭教育具有差异性
,

每个家庭都具有 自
己的教育特点

,

由于家庭成员的文化水平
,

道德标准
,

人生观和价
值观的不同

,

每个家庭所能教育出来的下一代也有所不同
,

这种起
点上的不同将直接影响儿童 日后所能接受的教育 其次

,

家庭教育
的非理性

,

导致亲子之间相处容易情绪化
,

处理问题缺乏理智
,

感
情用事 第三

,

家庭教育的封闭性
,

使儿童所能接受的教育局限在
家庭的园囿中

,

很难有机会接受更多创新的知识从而阻碍成长 此
外

,

家庭教育的随意性使得家长在教育孩子时容易放任或者过于模
式化

,

使孩子的成长偏离轨道
,

而很难做到因材施教
。

二
、

当代学前儿童家庭教育的存在问题
在对待下一代溺爱成风的今天

,

由于家庭教育局限和诸多的不
科学不合理的因素存在

,

的当代学前儿童的家庭教育的现状不容乐

观
,

教育中存在很多需要解决的问题
。

一 教育内容不合理
由于人们长期以来对学前儿童家庭教育观念认识上的偏差

,

所
以我国 目前在学前儿童家庭教育的内容上

,

采取重养育而轻教育
,

重知识灌输而轻道德培养
,

导致学前儿童的家庭教育出现了学前儿
童缺少良好的行为习惯的培养

,

缺少诚信教育
,

缺少做人的基本规
范教育等教育欠缺和空 白

。

主要有以下表现
第一

,

许多家长对幼儿家庭教育的认识仍存在很大的片面性
,

他们把幼儿家庭教育与智力教育等同
。

把学习生字
、

计算
、

背诗
、

学习外语当作幼儿教育的主要课程
,

而疏忽了对幼儿的品德
、

意
志

、

兴趣
、

性格等非智力因素的培养
,

从而给幼儿的人生带来严重
的影响

。

第二
,

很多家长在幼儿的家庭教育中
,

重视儿童知识的学习
,

但同时忽略了道德教育
,

容易使儿童性格 自私
,

不重视社会公德
,

不懂得承担责任
、

与同龄儿童的交流出现人际关系障碍
。

如现在的
二孩政策

,

使很多符合条件的家庭想要生育第二个子女
,

但这件事
往往受到来 自于第一个子女的阻碍

,

这是儿童道德教育缺失和 自私
的一种表现

。

二 过分溺爱孩子
现在的家长

,

对学前儿童普遍的娇生惯养
,

特别是 目前儿童的
家庭教育有很大一部分来 自于实际看护和照顾儿童的祖父母

,

隔代
教育更加过分地娇宠和溺爱孩子

。

家长这样无原则的娇惯
,

很容易
使幼儿产生任性的

、

骄横的
、

不讲道理的不良习惯
,

并在心理上加
以强化

。

同时
,

对幼儿的保护过度
,

过分的溺爱
、

娇宠
,

会使幼儿
失 自我生活的能力

,

也不利于培养幼儿克服困难和处理实际事务的
能力

。

虽然家长的爱是催化幼儿智慧萌芽的阳光
,

是幼儿形成 良
好斗性品质的土壤

,

但如果家长对幼儿的爱超过了限度
,

则容易形
成孩子不健康的个性

。

当儿童被过分溺爱
,

家长忽略其犯下的错误
而过度包容

,

就会使儿童的心里产生巨大的变化
,

比如以 自我为中
心

,

不接受家长的引导
,

不承认错误和推卸责任
,

不允许让 自己不
满意的事发生

,

使得 日后其他环节的教育更加艰难
。

三 代替代劳
,

劳动教育薄弱

培养学前儿童独立生活的能力和劳动习惯
,

是学前儿童家庭教
育的重要内容

。

不仅可以使幼儿增强体质
,

掌握基本的生活知识和

技能
,

促进身体发育
,

还能促进幼儿的智力的发育
、

思想进步以及
意志的发展

,

是培养幼儿全面发展的重要环节
。

但在现实生活中
,

家长首先对孩子的弱小产生过度的保护意识
,

认为孩子并没有能
力完成独立进行简单的劳动

,

因此孩子的一切劳动都由家长代替
,

人穿衣吃饭的简单的事情
,

很多孩子也没有机会独立完成
,

天长 日

久
,

致使孩子形成一种错误的认知
,

认为 自己的分内事由家长代劳
是理所当然

,

这样的孩子在接触社会后往往会逃避劳动
,

推卸责
任

,

害怕工作和任务
。

三
、

学前儿童家庭教育的研究策略
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的急剧变革

,

家庭的结构
、

父母的价值观等
都发生了明显变化

,

也就出现了新的发展趋势
,

更多家长开始寻求
理性的教育儿童的方法

,

为了使幼儿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
,

促使幼
儿健康成长

,

家长应在家庭教育上应重视以下几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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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智力培养与道德教育并存
对于幼儿来说

,

结合 日常生活来培养幼儿 良好的生活习惯
、

卫生习惯以及各种良好的行为习惯比其他的教育形式更能起到潜移
默化的作用

,

教育的成效也更加牢固
。

家长在重视儿童智力教育的
同时

,

也要在生活中积极引导儿童
,

耐心的教育儿童明辨每一件事
的是非对错

,

坦然面度自己的错误并加以改正
,

把儿童教育成一个
讲文明

、

懂礼貌
、

尊敬长辈
、

友爱同辈的好孩子
,

使儿童从小树立
正确的道德观念

。

孩子在九岁左右
,

就会独立思考问题
,

质疑家
长的决定

,

形成 自己的人生观念
,

因此在这之前的学前儿童家庭教
育

,

家长要进行正确的引导
,

以便儿童可以 以一种阳光的心态成
长

。

二 爱与严格教育相结合
家长在教育孩子时

,

在感性地对孩子关心和热爱的同时
,

更需
要理智地对孩子进行严格要求

。

只有把二者结合起来
,

才能更好地
促进孩子的身心健康发展

。

首先
,

家长疼爱孩子是天性
,

但疼爱不等于溺爱
,

家长可以

给予儿童亲情方面的关怀
,

让儿童有幸福感
,

有 自信
,

有快乐的童
年 同时不能够盲 目的答应孩子的所有要求

,

不能因为担心就剥夺
孩子合理锻炼 自我的机会

,

要爱而有理性
,

正确的爱不是盲 目的
,

不是过度的
,

而是要为孩子的未来发展考虑
,

在家长的适度扶持
下

,

给孩子一个面对 自我的机会
。

其次
,

家长对孩子的严格也不能变成苛刻
。

很多家长想将孩子
变为代替 自己完成未实现理想的工具

,

过度严格的要求孩子
,

比如
在孩子的骨骼按动琴键时间长会受到伤害的幼小年纪

,

强迫孩子学
习钢琴

,

这并不符合人类成长的自然法则
,

堰苗助长的结果往往是
事与愿违

。

严格要求也要适度
,

不抹杀儿童的天性
。

三 培养学前儿童独立生活能力和劳动习惯
很多家长从来不给幼儿独立生活和劳动的机会

,

而是 自己代
劳

,

这并不是对幼儿的帮助
,

根据马斯洛的需要层次论
,

人类在满

足了温饱
,

安全
,

归属与爱等需求以外
,

便开始追求尊重和 自我实
现

,

这一点儿童也不例外
。

家长满足了儿童温饱
,

安全
,

归属与爱
的需求

,

在这个基础上
,

需要更多的给儿童提供机会
,

让他们独立
的体验

、

生活
、

和劳动
,

让孩子拥有独立的经验和成功的自豪感
,

只有让孩子有机会在能力范围内去实现 自己小小的价值
,

他们才会
在今后遇到挫折的时候更加 自信并迎难而上

。

四 家长要提高自身素质
由于儿童记忆优于成人的特点

,

很多小事
,

都会让他们印象深
刻

。

家长不经意的在 自己的行为中出现不良现象
,

孩子就会效仿
,

比如讲脏话
、

不讲卫生等等
。

家长是孩子最早的启蒙老师
,

要发挥
自己榜样的作用

,

以身作则
,

在儿童面前树立正面的
、

积极的
、

高
大的形象

,

才能给孩子以好的引导
,

将其导向正确的成长之路
。

四
、

总结
当代学前儿童的早期潜力发展是一个稍纵即逝的时期

,

需要好
好把握

。

孩子的发展是一维的
,

不可逆的
,

因此
,

学前儿童的家庭
教育

,

是一种育人艺术
。

家长要更新教育观念
,

在教育孩子的问题
上要学会思考

、

学会判断
、

学会选择
。

只有这样
,

家长才能够把握
好学前教育的方向

,

走出学前教育的误区
,

陪伴孩子度过快乐的童
年

,

从而为孩子后继学习和终身发展奠定良好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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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学生的管理

端正学风的关键在于建立有效的学生 自律制度
,

并通过教育引

导内化为学生的自觉行为
。

加强并有意识地锻炼学生的自我管理能

力
,

使其能够独立面对学习和生活中的困难
,

健康成长
。

参考文献
口孟祥华 内蒙古师范大学体育学院学风建设研究分析 —

以

级体育教育专业为例 』口搏击 体育论坛
, , 一

〔口张潍民 高等学校学风建设的分析与思考〔司 沈阳农业大学学

报 社会科学版
, 一

口马淑清 高等学校学风建设 的问题及策略探讨 口北华大学

学报 社会科学版
, 一

【 口陈庆林 加强高校学生学风建设的思考【司 安徽工业大学学

报 社会科学版
, 一

甲口丫 均乒 川

,

酬 阳 电 呼
,

戊 酬
, ,

生 匆 丈 勿 函 引 即 丈 丈 勿
甲

,

匆 丈
,

丈 电
司

,

爬 刃 甲 妈 卿
丈 弓 甲 已 丈

旺 改 司 生 妈

丈 丈 丈 匆
丈 弓 甲 已 巴 丈

叹
,

生 匆 丈

即 宝 司 丈 已 丈
甲 刃 刃 引路 生

匆 丈 祀

责任编辑 周 天 〕

一 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