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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析颜之推的家庭教育思想及其
对当今家庭教育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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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我国古代教育家颜之推的家庭教育思想主要体现在他所著的《颜氏家训》中 ,他要求 :

家长对子女应尽早施教 ;父母对待子女应严而有慈 ;主张人一生必须勤学以求上进 ;重视环境教育

的作用 ,这些家庭教育思想对我们当今的家庭教育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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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教育是一种最初始、最真诚、最实在、最持久的教育。目前 ,家庭教育面临着新的任务

和新的挑战 ,尤其是年轻的父母在家庭教育上还存在着许多困惑 ,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之一是

弘扬我国家庭教育的优良传统。我国古代就有重视家教的传统。历代关于如何训诫子孙教谕

家人的著作很多 ,其中 ,流传下来的最早的一部是我国古代教育家颜之推所著的《颜氏家训》。

《颜氏家训》共 20 篇 ,涉及的范围很广。本文主要就其中关于颜之推的家庭教育思想略加

分析 ,以供当今家庭教育之借鉴。

一、教育子女应从胎教开始 ,尽早施教

颜之推认为胎教和婴儿教育很重要。他说 :“古者圣王有胎教之法 ,怀子三月 ,出居别宫 ,

目不邪视 ,耳不妄听 ,音声滋味 ,以礼节之”。[ 1 ] ( P313) 即要求孕妇怀子三月以后 ,应在举止行

动、声音滋味上 ,处处遵循传统礼节习惯 ,不可失度。而且他说 ,人在幼年 ,性情纯洁 ,未染恶

习 ,对父母教诲易于接受 ,如能及早养成良好习惯 ,便可事半功倍。到 9 岁以后 ,自可“若少成

天性 ,习惯如自然”[ 2 ] ( P313) 。颜之推还以自己为例 ,说他 7 岁时背诵《灵光殿赋》,以后每 10 年

温习 1 次 ,至今不忘。可是 20 岁以后学的经书 ,只要 1 个月不理它 ,就荒芜了。所以必须“早

教”,勿失时机。

颜之推关于胎教的思想 ,在当今社会已引起家长们的足够重视。例如让孕妇听音乐进行

胎教等。而且 ,他的关于从小培养孩子的良好习惯的教育思想 ,也值得我们今天的家长们借

鉴。我国古代教育家朱熹在《童蒙须知》中曾提到 ,“童蒙之学始于衣服冠履 ,次及言行步趋 ,次

及洒扫损洁 ,次及读书写字 ,及有杂细事宜 ,皆所当知”。[ 1 ] ( P430)即要求从孩子懂事开始 ,家长

就要让他们做力所能及的事 ,并让他们养成良好的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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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 ,这对家长也提出了一定的要求 ,家长不仅要教育孩子的一般知识 ,还应当具有一定

的教育能力。“家长的教育能力主要包括 :了解孩子的能力、评价孩子的能力、指点孩子的能

力、保护孩子的能力、协调亲子关系的能力、自我控制的能力等”[ 3 ] 。家长不但要了解孩子的

物质需求和身体状况 ,而且要注意孩子的精神和心理发展需要 ,及时与孩子进行沟通 ,发现孩

子的个性倾向、兴趣志向 ,促使其健康成长。

二、教育子女应严而有慈 ,不因宠而失教

颜之推提出 ,父母对待子女 ,如能既有威严而又慈爱 ,子女对待父母自会尊敬孝顺。反之 ,

如果父母只知爱而不知教 ,对子女的饮食行为任其所欲 ,听其所为 ;为此行之日久 ,他会认为这

是理所当然。等到骄纵成性 ,再想改变 ,即使怎么打骂 ,也只能增加他的怨恨 ,而不会树立父母

的威严 ,这样长大之后必成败子。而且 ,他还教人对子女不宜偏爱。说子女的“贤俊者自可赏

爱 ,顽鲁者亦当怜”[ 1 ] ( P313) ,这种平等对待子女的教育思想 ,值得今人借鉴。

父母必须克服对孩子的溺爱 ,对孩子严而有度。现在的独生子女都是父母的掌上明珠 ,父

母往往呕心沥血为孩子营造安乐窝 ,让孩子吃好的 ,穿时髦的 ,孩子自己的活儿也由父母代劳。

这些家长把溺爱当作了爱护 ,殊不知在安逸舒适环境中长大的孩子 ,往往经不起挫折 ,受不了

委屈。家长对孩子要严格要求 ,但也应注意严而有度。要根据孩子不同生长阶段的不同的心

理、生理特征 ,对孩子提出适当可行的要求 ,不能要求过高 ,也不能操之过急。

而且 ,家长对孩子的教育必须统一。在有些家庭教育中 ,父母一个严一个松 ,这个管那个

护。这不仅使教育影响互相抵消 ,而且会使孩子无所适从 ,是非不分。同时 ,家长必须与学校、

社会对孩子的教育达成一致。学校要求学生生活自理 ,学会干家务活 ,家长却不让干。多数家

长把智育摆在首位 ,要求子女把全部时间花在学业上 ,认为只要学习好就行了 ,忽视了对孩子

道德品质的教育。

三、主张人的一生必须勤学以求上进 ,否则堕落而为凡人

《颜氏家训》中《勉学》篇 ,联系当时的社会风气 ,反复教人刻苦学习以勤为本。他说人在小

时 ,“精神专利”,自当“早教”,及至成年 ,“体性稍定”,[ 1 ] ( P294) 尤应抓住这个天然的时机 ,加倍

学习、磨炼 ,以成就事业。他说人在社会上 ,总要学得一项工作 ,如果不肯学习 ,“饱食醉酒 ,忽

忽无事 ,以此销日 ,以此终年”[ 1 ] ( P291) ,与其如此受辱一生 ,“何惜数年勤学”[ 1 ] ( P291) 。《颜氏家

训》不但勉励子弟自幼即须勤学 ,即至年老体衰 ,犹当晚学不倦 ,不可自弃。他说 :“幼而学者 ,

如日出之光 ,老而学者 ,如秉烛夜行 ,犹贤于瞑目而无见者也”[ 1 ] ( P294) 。他还举了许多古人勤

学的事例 ,劝人自幼至老 ,学而不厌 ,以至于终生。

教育孩子以勤为本是我国家庭教育的成功经验。古语说 :“勤以立志 ,俭可养德”。勤劳、

节约是我国传统的伦理观念。因此 ,家长首先要注意从小培养孩子爱劳动的习惯和勤俭节约

的作风 ,克服当前社会上青少年中懒散、浪费的现象。对于孩子来说 ,劳动至少有 4 种 :一是自

理性的劳动 ,如洗手帕 ,洗衣服 ,整理被褥 ;二是家务性的劳动 ,如打扫卫生 ,煮饭洗碗 ;三是公

益性的劳动 ,小的如帮助孤寡老人和幼小儿童 ,大的如参加社会公益劳动 ,植树绿化 ,清理河

沟 ;四是生产性劳动 ,如种菜摘果 ,搬运装配等。

当然 ,我们不能以牺牲孩子的今天为代价来换取明天。许多过于担忧和心急的家长不惜

花费大量的精力与财力 ,把孩子的时间用各种学业填得满满的 ,把孩子的童年无情地剥夺掉 ,

这种对“勤”要求的过度 ,后果只能像法国教育家卢梭所说 :“大自然希望儿童在成人以前就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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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儿童的样子 ,如果我们打乱了这个秩序 ,就会造成一些果实早熟 ,它们长得既不丰满也不甜

美 ,而且很快就会腐烂”。[ 3 ]保护孩子童年的欢乐 ,并不是给孩子衣来伸手 ,饭来张口的“满

意”,而是要教育孩子正确地学习 ,快乐地生活。

四、重视环境教育的作用

颜之推认为环境对人的影响很大。儿童的习惯 ,多半是受了左右近习之人的影响而形成。

他说 :“人在少年 ,神情未定 ,所与类狎 ,熏渍陶染 ,言笑举动 ,无心于学 ,潜移暗化 ,自然似

之 ⋯⋯是以与善人居 ,如入苓兰之室 ,久而自芳也 ;与恶人居 ,如入鲍鱼之肆 ,久而自臭也”。
[ 2 ] ( P35)即就是说 ,人在年少的时候 ,心神还没有定 ,与关系较好的人在一起 ,熏陶渐染 ,潜移默

化 ,其言笑举止 ,虽然无心学习 ,却自然相像 ,何况是有意学习的那些较为明显的操行艺能呢 ?

所以说与品行端正的人在一起 ,久而久之 ,自己也耳闻目染 ,形成良好的品德和行为习惯 ;反

之 ,自己也染上恶习 ,甚至走上邪路。这就是“必慎交游”的道理。

因此 ,家长必须净化家庭环境 ,树立良好的榜样。孩子们行为习惯的养成 ,主要来自对周

围人行为的模仿。孩子年龄越小 ,模仿性、可塑性就越大。父母是孩子最早接触、最为亲近和

最可信赖的人 ,孩子往往把父母的言行作为自己行为的准则 ,不加批判地接受。从这个角度考

虑 ,现代家庭教育要求家长们做好以下三个方面 :

首先 ,要打破旧的传统观念 ,让现代的、民主自由的清新气息吹进家庭 ,家庭成员之间要互

相尊重 ,平等相待 ,特别是要重视孩子的合理意见。家长把希望寄托在子女身上并没有错 ,但

不要去单方面地为子女设计未来 ,而应鼓励他们自由成长 ,这种和谐民主的家庭气氛十分有利

于孩子自主意识和责任心的养成。

其次 ,家长要树立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有些家长放弃自我努力 ,丧失了一个人为理想而

努力不懈的精神追求 ,动不动就强调自己的厄运 ,并以此去驱使孩子努力。家长的这种穷途而

哭、半途而废的生活态度对孩子的教育是消极的。要培养孩子有远大的理想和积极向上的人

生态度 ,父母自己就要积极面对人生 ,保持生命的活力 ,以锲而不舍、矢志不渝的精神和乐观向

上的生活态度为孩子做出榜样 ,这对孩子人生观的形成是最具价值的。

再次 ,要丰富家庭生活内容 ,营造良好的家庭文化氛围。现代社会生活内容的丰富 ,为创

造丰富多彩的家庭生活提供了方便 ,如看电视、看电影、阅读、参观博物馆、旅游、体育锻炼等丰

富多彩的家庭生活 ,不仅能增进知识 ,锻炼能力 ,还有利于家人的身心健康 ,有利于孩子发展多

方面的情趣和多维学习。总之 ,家长是家庭文化的创造者和传播者 ,优化家庭文化环境 ,是家

长的重要责任 ,家长应努力创造一种与现代社会融洽、合拍的家庭文化氛围 ,让孩子们健康、幸

福的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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