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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雷先生的家庭教育观

韩 向前

摘要 傅雷先生的教育言论 傅雷家书 和 教育实践所体现的 家庭教育观集 中

于他对家庭教育的 目的
、

作用
、

任务
、

原则以及方式的主张
。

他认 为 家庭教育 旨在
“
鼓

励孩子培养 自己 ”成为“ 德艺俱备
、

人格卓越 ”的人 才
, “ 以便对社会对人类有所贡献 ”

家庭是子女成长的重要后 天环境 家庭教育的任务主要是让子女
“

学做人 ” ,

还要培养

子女的优 良心理素质
,

维护心理健康 家庭教育应贯彻“ 及早教育
” 、 “ 严格要求 ”、 “

联

系社会生活 ” 、“ 启发诱导 ”和 “ 以 身作则 ”的原则 薰陶是 家庭教育的最佳方式
。

傅雷先生 一 是我国著名的文学艺术

翻译家 他在勒奋工作的一生中十分重视家庭教育
。

他的《傅雷家书 》是
“

一部充满着父爱的苦心孤诣
、

呕

心沥血的教子篇
”

书中蕴含着傅雷先生的人才观和

家庭教育观
。

在独生子女增多
,

家庭教育 日益受到人

们普遍关注的今天
,

总结和借鉴傅雷先生的家庭教

育观
,

对于丰富和发展我国的家庭教育理论
,

对于提

高我们的家庭教育水平
,

都是大有裨益的
。

一
、

家庭教育的目的和作用

傅雷先生认为
,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
,

家庭教育不

是与社会无关的某一家庭的私事
,

而是与国家
、

民族

的发展乃至人类的进步密切相关 因此
,

作为家长
,

他在努力完成本职工作的同时必须承担起教育子女

的责任 傅雷先生在 年写给儿子的信中说
“

爸

爸的一颗赤诚的心
,

忙着为周围的几个朋友打气
,

忙

着管闲事
,

为社会主义事业尽一分极小的力
,

也忙着

为本门的业务加工
,

但求自己能有寸进 当然更要为

你这儿子作园丁与警卫的工作
。

这是我的责任
,

也是

我的乐趣
”

要担负起家庭教育的责任
,

必须明确家庭教育

的 目的
。

傅雷先生认为
,

这同样不能囿于小家庭
,

而

应涉及
“

更积极更阔大的天地和理想
” ,

明确地意识

到家庭教育旨在
“

鼓励孩子
‘

培养自己以便对社会对

人类有所贡献
’ 。 ”

简言之
,

傅雷主张
,

家庭教育应当

为国家的发展
、

人类的进步培育人才
。

他在家书中多

次写道
“

我这个可怜的父亲
,

就在处处替你作这方

面的准备
,

而且与其说是为你作准备
,

还不如说为中

国音乐界作准备更贴切
。 ”“

爸爸一千句
、

一万句
,

无

非是为你好
,

为你个人好
,

也就是 为我 们的音 乐界

好
,

也就是为我们的祖国
、

人 民
,

以及全 世 界的人类

好
”

家庭教育的 目的既然是 为国家发展
,

人类进步

培育人才
,

那么
,

家长必须有正确的人才观
。

傅雷强

调
,

真正的人才应当是
“

全面发展的
” 、 “

德艺俱备
”

即
“

人格卓越
”

的专门家
。

傅雷给其子傅聪的临别赠言

是四句话
“

第一
,

做 人 第二
,

做艺术家 第三
,

做音

乐家 最后
,

做钢琴家
。 ”

他对儿子说
“

你只要永远记

得这个就可以了
” 。

这四句话傅雷奉为
“

教育信条
” 。

他认为
,

只有遵循这个教育信条
,

子女才能抱一腔热

情
,

以真才实学为祖国服务
,

为人类作贡献
。

傅雷先生既重视子女的先天察赋
,

也重视后天

环境对子女成长的作用
。

他说
“

无论多么优秀的种

籽
,

没有适当的环境
、

水土
、

养分
,

也难 以 开花结果
,

说不定还会中途变质或夭折
。 ”

作为家长
,

就应 当为

子女发展提供
“

适当的环境
、

水土
、

养分
” ,

使之
“

开花

结果
” ,

将成才的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
。

而这正是家

庭教育的作用所在
。

二
、

家庭教育的任务

傅雷认为
,

要达到 为国 家发展
、

人类进 步培 养
“

全面发展的
”

人才这一 目的
,

家庭教育的任务就不



应是单一的而应该是多方面的
。

让子女学做人
。

人才必须
“

人格卓越
” ,

所以让子

女学做人是家庭教育的头等重要任务
。

傅雷指出
,

要

成才
,

先要成人
。

他在家书中再三再四地告诫子女
“

没成为 火 家 沐 采以前
,

先要学做人
。 ”

应当做一

个什么样的人呢 傅雷指出
,

应当成为
“

比别人更真

诚
,

更敏感
,

史虚心
,

更勇敢
,

更坚忍 ” ,

具有
“

淡于名

利的胸怀
” , “

比任何人都 缺少不完美

之 处
”

的
“

爱国的
”“

对社会对人类有所贡献
” , “

德艺

俱备
,

人格 卓越的艺术家
” 。

傅聪出国赴波兰留学时
,

傅雷夫妇就语重心长地写信说
“

幸运的孩子
,

你在

中国可说是史无前例的天之骄子
。

⋯ ⋯你得抓住时

间 提高警惕
,

非苦修苦练
,

不足以报效国家
,

对得住

同胞
” 。

当傅聪在国际 比赛上获奖时
,

傅雷十分高兴

地写信鼓励说
“

我们也因为你替祖国争光而快乐 ’’

称赞他
“

替新 中国创造了一个辉煌的世界纪录
”

由

于特定的历史原因
,

傅聪被迫飘泊国外
。

傅雷一直跟

他保持密切的通信联系
,

告诫并鼓励他洁身自好
,

做

爱国的有德有才的艺术家
。

比如傅雷经常在信中说
“

你 依靠任何政治经济背景
,

单凭艺术立足
,

这也

是你对 己对人对祖国的最起码而最主要的责任
” 。

傅

召,

坦露心迹说
,

他之所以关心子女的一举一动
,

不断

地 为他们输送做人的养料
,

目的就是使
“

你 指傅聪
,

作者注 这个远方游子永远和产生你的民族
,

抚养你

的祖 国
,

灌溉你的文化血肉相连
,

息息相通
。 ”

确如傅

衬’自己所说
,

他的重视
“

做人 ”
的家庭教育

,

不但在当

时国 内不多见
, “

就是在 世界上也很少很少
。

哪个人

教育一个年轻的艺术学生
,

除了艺术以外
,

再加上这

么多道德的
”

音养优 良心理素质
。

傅雷先生认为
,

人才是先天

票赋 与后天环境的产物
。

家庭教育作为重要的环境
,

应 为子女成才提供适宜的条件
, “

对孩子给以熨贴的

指点
” ,

促使他们成长
。

而人才成长的主观要素
,

除了

先 天 察赋 以及人格 即做人 以外
,

还离不开心理素

质
。

因为在人们先天察赋和后天环境
、

人格方面彼此

扣同的情况下
,

成 才与否则取决于心理素质是否优

良
。

所以
,

傅雷认为优 良心理素质的培养是家庭教育

的一项重要任务
。

他在教育子女时很重视培养热爱
、

意志
、

独立思考等心理品质和维护心理健康
。

热爱 博 片说
“

艺术家最需要的
,

除了理智以

外
,

还有一 个
‘

爱
’

字
”

如果一个人有天赋 有才能但

缺乏热情缺乏爱
,

那么他也难以取得事业成功
。 “

高

度的才能不和高度的热爱结合
,

比 只有热情而缺乏

能力的人更可惋惜
”

傅雷认为
, “

这个爱决不是庸俗

的
” ,

而是一种
“

伟大比 合
” ,

是
“

赤子之心
” ,

是对民族

对人类的爱
,

是对 终善夕 汗自己专业的
“

热烈的
、

真

诚的
、

洁白的
、

高尚的
、

如火如茶的
、

忘我的爱
” 。

傅雷

指出
,

这种作为积极情感的
“

伟大的爱
”

可以指导孩

子通过审美陶冶
“

揣摩
” 、 “

体味
”

家长也可以 自己 的

感受打动孩子的心
,

通过
“

以情动情
”

使孩子受到感

染
,

体验到这种
“

火热的 同时又 是高 尚
、

精练 的感

情
。 ”

意志
。

许多人在成才或事业上功亏一赘
,

主要

原因就在于缺乏良好的意志品质
。

傅雷对这一点有

清醒的认识
,

他对子女说 人才成功主要
“

靠后天的

学习
。

⋯ ⋯要靠苦功磨练出来
。 ”

所以他很重视子女

在志品质的磨炼 他经常对子女言传身教
“

多多锻

炼意志
” , “

从今以后
,

处处都要靠你个人的毅力
、

信

念与意志 —实践的意志
。 ’, “

人总得常常强迫 自己
,

不强迫就解决不了问题 洲只要你能坚强
,

我就一辈

子放了心
”

傅雷认为
,

指导子女选择成才方向
,

除了

看子女先天察赋是否具有向该方面发展的可能性以

外
,

还要考察和培养他们的
“

倾向
”

—即对该专业

的热爱和意志品质
。

傅聪 岁以前
,

虽有音乐天份
,

但意志品质尚不完善
,

囚此傅雷还不能肯定他 会成

为音乐人才
。

经过教育
、

培养和考察数年以后
,

如傅

雷所说
,

到
“

那时 傅聪十七岁 我才肯定傅聪可以专

攻音乐 因为他能刻苦用功
,

在琴上每天工作七八小

时
,

就是酷暑天气
,

衣裤尽湿
,

也不梢休 ⋯ ⋯”

独立 思考 傅雷认为
“

不随波逐流
,

永远保持

独立精神和独立思考
,

原是一切第一流艺术家的标

记
”

独立思考这种思维品质使人既能 以
“

冷补的科

学家头脑与实验室工作的态度
”

分析和 对待所学和

所从事的专业
,

又能使人以这种
“

头脑
”
和

“

态度
”

分

析和对待 自己
,

从而在业务上和 自身人格修养上不

断地改善和进步
。

傅雷认为
,

独立思考也包括 自我批

评
。

他说
“
一个有才的人也有另外一个危机

,

就是容

易 自以为是的钻 牛角尖 所以才气越高
,

越要提防
,

用 的学识来充实
,

用冷静与客观的批评精神
,

持续不断的检查 自己
。

唯有真正能做到这一步
,

而且

终身的做下去
,

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艺术家
。 ”

维护心理健康
。

良好的心理状态是成才的保

障
,

然而相当多的人却对此掉以轻心
。

傅雷指出
“

近

代人的大病即在于拼命损害了一种机能 或一切机

能 去发展某一种机能
,

造成许多畸形与病态
。 ”

所以

他多次提醒子女
“

最要紧维持心理的健康和精神的



平衡
。 ”

因为
“

太多沉浸在音乐中和过度的工作或许

也有害处
。

⋯ ⋯会造成紧张与疲劳
” , “

音乐太刺激神

经
,

需要其他较 为静态的艺术如绘画
,

建筑
,

文学等

等 ⋯ ⋯来平衡
” ,

所以 他经常劝傅聪注意劳逸结合
,

在紧张的工作之余安排一些郊游
、

参观博物馆
、

美术

馆等活动
。

在傅聪取得令人羡慕的成绩时
,

傅雷告诫

他
“

提高警惕
,

绝对不让 自满和骄傲的情绪抬头
”

傅

聪情绪低沉苦闷时
,

傅雷就及时对他说
“

多听听贝

多芬的第五
,

多念念克利斯朵夫里几段艰苦的事迹
,

可以增加你的勇气
,

使你更镇静
。 ”

也可以把
“

苦闷的

缘由 ”等等向父母亲友倾述
,

既可得到慰藉
,

同时也
“

是一种发泄
,

而且是有益于心理卫生的发泄
” 。

三
、

家庭教育的原则

从傅雷先生的教育言论和他的家庭教育实践

中
,

我们可以归纳出以下几项家庭教育原则

及早教育的原
。

傅雷认为
,

家庭是孩子最初

生活的环境
,

也是最早接受教育的场所
。

父母必须尽

早担负起教育子女的任务
。

他认为
,

爱孩子
、

疼孩子

是人之常情
,

但不能忽视教育
。

他说
“

疼孩子固然要

紧
,

养成纪律同样要紧 几个月大的时候不注意
,

到

两三岁时再收紧
,

大人小儿都要痛苦的
。 ”

傅雷认为
,

家庭教育的各个方面都要尽早开始
,

由浅入深地进

行
。

比如做人方面
,

他就先从训练孩子的文明习惯入

手
。

如全家进餐时
,

他要求孩子坐姿要端正
,

手肘不

许妨碍邻座的人 , 咀嚼时不许发出很大声响 用匙 舀

汤时不许滴在桌面上 饭后要把凳子移入桌下 ⋯⋯

等
。

傅雷还认为
,

早期教育既要从正面进行
,

培育扶

植优 良人格品质和心理素质
,

又要防微杜渐
,

防止和

消除不良品质的萌生
。

傅雷指出
,

家长从孩子很幼小

时就应 留心观察他的
“

天份
”

特点
,

如果适宜某项专

业
,

就应及早创造必要条件予以扶植
,

促其发展
。

在

这方面
,

家长切不可单从 自身好恶 出发不顾孩子天

资而强迫孩子向某一专业方向发展
。

即使孩子有天

资
,

还要培养和考察孩子的爱好
、

意志等
“

倾向性
” ,

这样才能选准孩子的成才方向
。

严格要 求的原则
。

要培养
“

全面发展
”

的
“

比任

何人都缺少不完美之处
”

的人才
,

家庭教育就必须贯

彻严格要求的原则
。

傅雷认为
,

严格要求
,

至少有四

点好处 第一
,

有助于 良好习惯的养成
。

因 公儿童善

于模仿
,

也 比较容易管束
,

如不从严要求
,

孩子 容易

沾染不 良行为
,

再教育时
“

大人小儿都要痛苦
” 。

第

二
,

可以培养孩子对学习对专业的
“

严肃观念
” 。

傅雷

认为
, “

年轻人往往容易估高 自己 的力量
” ,

其结果或

者是受到挫折或者是受到赞扬而骄傲 自大
,

这对成

长都是不利的
。

所以他主张家庭教育必须处处严格
,

不宜过分夸奖孩子
,

他甚至提醒孩子的老师也
“

不要

过分称赞
”
孩子

。

孩子即使取得很大成绩
,

家长也不

应过于高兴和表扬
,

这才不至于
“

骄傲
”

孩子
,

使孩子

养成对专业的
“

严肃的观念
” ,

有
“ ‘

如临深渊
,

如履薄

冰
’

的格外郑重
、

危惧
、

戒备的感觉
。 ”

第三
,

可以促使

子女用高标准督促 自己进步
。

傅雷引用古人的话说
“

取法乎上
,

得乎其中 取法乎中
,

得乎其下
。 ”只有严

格地用高标准要求 自己
, “

才能不断地提高 自己
。 ”

第

四
,

有助于培养孩子独立 自主能力
。

傅雷认为家长从

孩子幼小时起就对他进行全面的严格的教育
,

孩子

就会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
,

他们走入社会以后就能

以这些
“

自动化的
”
习惯的行为准则和行为方式为人

处事
,

如傅雷所说
“

从小到大 由父母严格管教 的青

年也有另外一些长处
,

就是独立 自主的能力较强
,

像

你所谓能 自己管自己
。 ”

联系社会生活 的原则
。

傅雷认为
,

家庭教育不

能脱离社会生活
,

搞封闭式的训练
,

而应联 系社会生

活实际
,

这样才有助于孩子开阔视野
,

吸收养份
, “

目

光远大
,

胸襟开朗
” , “

全面发展
” 。

他说
“

一般小朋

友
,

在家 自学的都犯一个大毛病 太不关心大局
,

对

社会主义的改造事业很冷淡
。

⋯ ⋯这样下去
,

少年变

了老年
。

与社会脱节
,

真正要不得
。

⋯ ⋯那般小朋友

的病根
,

还是在于家庭教育
。 ”

傅雷一家在傅雷倡导

下养成了
“

关切社会上大小问题的习惯
” , “

家里的空

气绝对不是单纯的
,

一味的音乐
,

音乐
,

音乐的
” , “

同

样关心琴以外的学问和 时局
。 ”

傅雷说
,

家庭教育与

社会生活联 系
,

让孩子从 中吸取新鲜养料
,

有助 于
“

人格的发展
” 。

如果家庭教育与社会生活脱了
,

那么

这种教育就是畸型的
,

不完全的
,

孩子的人格发展就
“

很少真有希望
” 。

启 发 诱导的原则
。

在家庭教育活动中
,

孩子是

受教育的客体
,

也是学 习的主体
。

贯彻 启发诱发原

则
,

有助于激起孩子思维的主动性和积极思考的习

惯
,

提高逻辑思维能力
,

培养独立思考的心理品质
,

促进孩子健康成长
。

正是基于这种考虑
,

傅雷在家庭

教育过程中很注意遵循启发诱导原则
。

比如他在家

中给孩子上小学语文课时
,

如他所说
“

从来不直接

讲解
,

而是 叫孩子事前准备
,

自己先讲 不 了解的文

意
,

只有旁敲侧击的言语指引他
,

让他 自己找出正 确

的答案来 误解的地方也不直接改正
,

而是向他发许



多问题
,

使他 自动发觉他的矛盾
。

目的是培养孩子的

思考能力与基本逻辑
”
傅雷的孩子后来谈到父亲对

他们的教育时
,

拍炸这种启发式教育使他们获益非

浅
。

以 身作则的原则
。

父母和子女的血缘关系和

共 同生 活的感情
,

以 及 儿童好模仿
,

可塑性强等特

点
,

往往使孩子天然地依从父母
,

听父母所言
,

仿父

母所行 所以在家庭教育中
,

以身作则是家长所应遵

循的一项重要教育原则
。

傅雷对此有深刻的认识
,

他

说
“

世界上最有力的论证莫如实际行动
,

最有效的

教育莫如以身作则 自己做不到的事千万勿要求别

人 ” 。

傅雷在教育子女时能 自觉地以 自己的行为去影

响他们
。

傅雷是一位优秀的知识分子
,

他热爱祖国
,

热爱祖国文化
,

对事业十分认真与执着
。

他在与孩子

交谈时或在信中
,

经常畅谈 自己研究祖国文化的体

会
、

学习党的方针政策的心得
,

参观国内建设成就的

感受和 自己治学的经验教训等等
,

使他们受到教育
。

四
、

家庭教育的方式

傅雷先生认为
,

人才培养不能靠一时之功
,

而应

持之 以恒
,

常年为之
。

他引用孟德斯鸡的话说
“

树人

如树木
,

若非善加栽培
,

必难欣欣向荣
” 。

而
“

善加栽

培
”

的最好方式就是
“

薰陶
”

因为高素质人才所必备

的人格品质 以及心理素质不是短期训练出来的
,

必

须靠长年累月的薰染
、

陶冶 傅雷认为
,

薰陶的前提

条件是家长热爱
“

真
、

善
、

美
” ,

这样才能有效地感染

子女
。

他说
“

我身为一个文学工作者
,

受过中国哲学

思 想 的熏陶
,

⋯ ⋯对 一 切 真
、

善
、

美 的事物特别热

爱
。 ”

燕陶的过程是愉悦的审美过程
,

是情感共鸣的

过 程
,

家长的
“

热爱 ”之情 与教育 内容中的真
、

善
、

美

融为一体才能更有力地打动孩子的心灵
,

他们才能

兴奋地
“

走上严肃
,

正直
,

担白
,

爱美
,

爱善
,

爱真理的

路
。 ”

傅雷认为
,

对子女进行薰 陶
,

必须选择好的材

料
,

即选择具有教育意义的蕴含着社会美
、

艺术美和

自然美的材料或坪境
。

比如他给孩子上小学语文课

时从中国古代文化典籍中选材料
, “

以富有伦理观念

与哲理气息
、

兼有趣味性的故事
、

寓言
、

史实为主
,

以

古典诗歌与纯文艺的散文为辅
。

用意是要把语文知

识
、

道德观念和文艺薰陶结合在一起
。 ”

傅雷 让子女

接触的材料范 围很广泛
,

既有 毛 泽 东的《实践 论 》
、

《矛盾论 》
、

《毛主席诗词 》
,

有《旅行家 》等杂志
,

也有

大量中外古今名家名著
。

傅雷指出
,

薰陶的方法是多

种多样的
,

如阅读中外文艺名著
,

欣赏美术作 况
、

艺

术作品
,

谈话交流
,

郊游远足散步等等
。

比如他曾也

议傅聪
“

应当每年选定一
、

二部名著用功细读
。

比如

丹纳的《艺术哲学 》之类
。

若能彻底消化
,

做人方面
,

气度方面
,

理解与领会方面都有进步
,

不仅仅是增加

知识而 已
。 ”

他还多次劝傅聪
“

多和大 自然与造型艺

术接触
” ,

指出其益处是
“

无形中能使人恬静旷达
,

维

持精神与心理的健康
。

⋯ ⋯养成淡泊酒脱的胸怀
,

同

时扩大我们的同情心
。 ”

傅雷还认为
,

家长主动跟子

女
“

闲聊 ” ,

是燕陶的好方式
。

他说
“ 日常闲聊是熏陶

人最好的一种方法 洲妈妈 指傅雷夫人 今 日所达

到的文化
、

艺术与人生哲学的水平
,

不能不说一部分

是这种长年的闲谈熏陶出来的
。 ”

傅雷一生中一直坚

持与子女
“

闲聊
”

或面谈或书信往来
,

娓娓谈 心
,

“

上下古今
,

无所不谈
” ,

谈做人
,

谈真理
,

谈艺术
,

谈

审美
。

尽管
“

关山远阻
” ,

但他与子女之间
“

思想交流
、

精神默契未尝有丝毫间隔
” 。 。就在这种

“

精神默契
”

中
,

其子女无形中就被潜移之
,

默化之
。

傅雷的家庭

教育方式充分体现了
“

润物细无声
”的熔真

、

善
、

美于

一炉的燕陶教育的特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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