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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庭教育是整个教育的

重要组成部分
,

一些

国家在家庭教育方面注意培养孩子

的独立性
、

自主性
、

动手能力
、

创

造能力以及意志力等
,

其经验值得

借鉴
。

塑造孩子独立性的美国

在美国的教育理念中
,

提倡在

逆境中培养孩子的抗挫折能力
,

塑

造孩子的独立性
。

在美国
,

几个月

的孩子就要独 自喝水喝奶
,

岁多

的孩子基本是自己吃饭
,

一 岁便

已独居一室
。

在大街上很少能看到

抱着孩子的美国人
,

他们主张孩子

要尽早地独立行走
。

如果孩子不小

心摔倒了
,

他的母亲竟然会一声不

吭地等在那里
,

而孩子也习以为常

地
、

一声不响地爬起来继续赶路
。

美国 的父母主张教孩子从小

就做家务
,

并把每周要做的家务劳

动内容张贴出来
。

他们也常将某一

特定任务指定孩子去干
,

规定其完

成任务的期限 轮换着做各种活

儿
,

目的是让每个孩子都有机会去

做没有兴趣或最容易干的工作 按

时检查孩子完成工作的情况
,

使孩

子因 自己的劳动得到肯定而产生完

成任务的成就感
。

在美国
,

即使是家里很阔绰的

大学生
,

也不愿伸手向他们的父母

要钱花
,

而是坚持一面上学
,

一面
“

打短工
” 。

因为他们觉得去劳动挣

钱并不丢人
,

总比完全依赖父母供

养要好
。

一位 岁时就被父亲鼓励

离家
“ 出走

”

的女大学生说
,

她父

亲的观点是
, “

对一个年轻人来说
,

最重要的事情有两件 一是受教

育
、

二是要有独立性
” 。

美国人在家庭教育中
,

对孩子

的鼓励多于保护
,

对孩子引导多于

灌输
。

他们要求孩子全面发展
,

而

不是拘泥于书本上的知识
。

另外
,

家长语言的作用也是美国父母在教

育子女过程中极其注重的环韦
,

他

们从不使用刺激
、

嘲讽甚至侮辱
、

漫骂的语言
,

多以安慰
、

理解
、

鼓

励的话语对待孩子
。

把餐桌当课堂的英国

英国家庭素有
“

把餐桌当成课

堂
”

的传统
。

从孩子上餐桌的第一

天起
,

家长们就会对其进行有形或

无形的
“

进步教育
”

了
。

绝大多数

英国家长认为
,

幼儿想 自己进食
,

标志着一种对
“

人格独立
”

的向往
,

完全应予以积极鼓励
。

·

英国人普遍

认为
,

偏食
、

挑食的坏习惯多是幼

时期家长的迁就造成的
。

他们还

认定
,

餐桌上对孩子的
“

惯
” ,

不仅

会影响孩子摄入全面的营养
,

而且

还会诱使孩子养成任性
、

自私的性

格
。

幼儿在长到 周岁至 周岁半

时
,

往往开始喜欢 自己用汤匙吃

菜
。

岁以上的孩子如进餐时不慎

弄脏了桌面
,

家长会教其向旁人道

歉
,

并立即找来抹布令其 自行清

理
。

英国家长认为
,

此举一可帮助

幼儿学会关心旁人
,

二可帮助他们

养成礼貌待人的习惯
。

在不少富裕

的家庭里
,

岁左右的孩子都不是

饭来张口 的少爷小姐
,

而乐于做一

些在餐前摆好餐具
、

餐后清洗餐具

等力所能及的杂事
。

这样
,

一方面

可以减轻家长家务劳动的负担
,

一

方面也让孩子有一种参与感
,

对孩

子健康成长同样具有正面意义
。

英国家长还教育孩子从小知

道哪些是可以再生制造的
“

环保餐

具
” ,

哪些塑料袋可能成为污染环

境的
“

永久垃圾
” 。

外出如父片
,

他们

会在家长的指导下 自制饮料
,

并且

在制造过程中还尽量不掺入可能污

染环境的化学色素等化学添加剂
。

此外也尽量少买易拉罐等现成食

品
,

并注意节约用电用水
,

因为他

们经常被告知
,

滥用资源即意味着

对环境的侵害
。

此外
,

如果孩子做

某件事情失败了
,

英国人的观念不

是索性不让孩子去做或干脆由家长

包办 了
,

而是为其再提供一次机

会
。

比如让孩子洗碗将衣服浸湿

了
,

就指导孩子再来一次
,

教会他

避免失败的方法
。

注重全面培养的日本

在 日本
,

为达到全面教育的 目

的
,

强调对孩子进行
“

四重
”

教育
。

一 一

是重礼仪
、

孝亲教育
。

日本

孩子的文明礼仪行为已成为一种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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惯
,

孩子离家回家都有一套礼仪规

矩
。

为培养孩子的体贴
、

感动之心
,

父亲和母亲将自己的生活态度贯穿

在 日常生活中
,

对孩子进行影响
。

比如
,

母亲做好了饭没告诉孩子

吃
,

孩子是不能自己先吃的
,

孩子

在吃饭前
,

必先说一声
“

那就不客

气了
” 。

另外
, “

不给别人添麻烦
”

是

日本父母对孩子说得最多的一句

话
,

使孩子从小就养成自己事情 自

己做的良好习惯
。

二是重忍耐
、

挫折教育
。

在 日

本
,

人们信奉这样的理念 只有让

童经受一定的以忍耐为内容的身

心训练
,

而不是满足他们的各种要

求
,

才能培养儿童克服困难的能

力
,

形成坚韧和顽强的品质
。

为了

形成儿童坚韧和顽强的品质
,

日本

人非常重视对儿童进行忍耐的教

育
,

并且将其与社会生活结合起

来
。

在日本
,

人们经常可以看到
,

一

些孩子在没有成人带领的情况下
,

面对艰苦的 自然环境
,

安营扎寨
,

寻觅野果
,

捡拾柴草
,

寻找水源
,

克

服重重困难
,

进行 自救活动
。

日本

家长让孩子冬季也穿短装
,

洗冷水

澡
,

目的是培养孩子的耐寒能力和

意志力
。

日本家长把这看作是一个

经受挫折的训练
,

是让孩子具备接

受挫折的经历
,

也是人能否正确屐

行其生活职责的必备条件
。

这些看

上去的一件件小事实际上都是在潜

移默化地打磨孩子的意志力
。

三是重 自立
、

自信教育
。

乘火

车
、

轮船旅游时
,

常常发现跟随父

母旅游的 日本孩子不论年龄大小
,

每个人身上都无一例外地背着一个

小小背包
。

背包里装的都是些他们

自己的生活用品
。

为什么要他们 自

己背呢 日本孩子的父母说
“

这

是他们 自己的东西
,

应该由他们 自

己来背
。 ”

哪怕是象征性的
,

这对于

养成孩子 自理
、

自立
、

自主的意识

和能力
,

是非常有好处的
。

日本教育孩子的名言是 除了

阳光和空气是大自然踢予的
,

其他

一切都要通过劳动获得
。

许多 日本

学生在课余时间
,

都要在校外参加

劳动挣钱
。

日本教育学家认为
,

在

家庭教育中
,

学生做家务劳动是学

生应尽的义务
,

如果孩子干活要付

钱的话
,

这就是对家庭关 系的扭

曲
,

有的家长因孩子学习成绩好而

赏钱
,

这无疑是一种贿赂
。

日本的

家长认为在物质条件过分优越的环

境中长大的孩子大多缺乏毅力
。

因

此
,

他们还注重有意识地锻炼孩子

的吃苦能力
。

四是重创造
、

创新教育
。

另外
,

日本的有志之士要求教育革除
“

应

试教学
”

的弊端
,

向培养
“

创造型
”

人才方向发展
。

日本家庭教育也开

始越来越重视对孩子创新人格的培

养
,

重视培养孩子的好奇心和冒险

情神
,

鼓励孩子提出各种各样的问

题
,

鼓励孩子有独立的想法
、

看法
。

家长经常带孩子到科技馆去参观
,

鼓励孩子到社区图书馆去看书
,

借

阅图书
,

玩各种创造性游戏
,

发展

孩子的想象力 重视对孩子动手能

力的培养
,

给孩子买来组装玩具
,

鼓励孩子从不同的角度组装各种各

样的模型
,

培养该子的动手能力和

创造性
。

鼓励与大人争辩的德国

德国鼓励孩子与大人争辩
。

德

国人以为
,

两代人之间的争辩
,

对

于下一代来说
,

是走向成人之路的

重要一步
。

因此
,

他们鼓励孩子就

某件事与父母争辩
,

自由发表 自己

的意见
。

通过争辩使孩子觉得父母

讲正义
、

讲道理
,

他会杯乙眼里更

加爱你
、

依赖你
、

尊重你
。

你要孩

子做的事
,

他通过争辩弄明 白 了
,

会心悦诚服地去做
。

你有难题
,

孩

子参与争辩
,

也能在不经意间启发

你
。

德国的法律也提倡摈弃传统的

家长权威
,

兼顾青少年不断增长的

自立能力与独立愿望
。 “

兼顾
”

并不

指盲 目顺从孩子的意愿
,

而是尽量

使孩子成为
“

积极的受教育者
” 。

家

长不是将 自己的想法强加给孩子
,

而是与他们通过协商
,

明白事情的

道理
,

以最终得到他们的同意
。

另

外
,

家长要认真考虑孩子不同的或

相反的意见
, “

用理性取得共识
” 。

德国人比较注重从情感上关

乙孩子
,

使他们从小就感受到爱

德国人还注重为孩子创造良好的学

习环境
,

他们不希望给孩子施加压

力
。

他们很关心孩子的学习成绩
,

但决不会把分数看得比孩子和能力

更重要 当孩子成绩不好或是有不

良行为时
,

他们会很认真地和孩子

探讨其原因
,

积极从孩子的观点去

思考问题
,

而不会用极端的方式去

对待孩子
。

德国人还注重孩子能动性和

自觉性的培养
,

比如孩子不会做的

作业
,

父母就会鼓励他们 自己动脑

筋去寻找答案
,

而决不会轻易将答

案告诉他们
。

德国的教育家把家庭的教育

氛围看成是未成年孩子成长过程中

十分重要的方面
,

尤其强调了父母

的言传身教对孩子的一生都将产生

重大的影响
,

甚至可以决定孩子的

一生
。

足可见家庭教育的重要
。

本文责任编辑 肖雪晴

分 当 弋吧全钾 年国官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