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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美家庭教育的差异

[摘 　　要 ] 　家庭是对儿童进行启蒙教育的最主要场所 ,对其日后良好习性的养成和智力开发有着十分重要的作

用。中美两国在家庭教育上存在显著差异 ,如在家庭成员的相互关系上 ,我国家长大多处于统治地

位 ,而美国家长更注重与孩子平等相处 ;在育儿观上 ,中国家长大都希望孩子能出人头地 ,而美国家长

更看重提高孩子的生存适应能力 ;在教育方式上 ,中国家长喜欢包办替代 ,而美国家长更愿意让孩子

自己动手实践 ,这些差异导致了两国儿童成人后在生存适应能力上的明显差距。正确认识并借鉴国

外先进的教育方法 ,对促进孩子健康成长、提高未来人才的素质具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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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庭教育指的是在家庭互动过程中父母对子女的成长

发展所产生的教育影响 ,也是全社会各个教育环节中最重要

的一环。中美两国由于在文化传统、观念意识、生活方式以及

社会习俗等方面存在诸多不同之处 ,导致了两国在家庭教育

方面也存在着很多差异 ,正确认识和了解两国之间的这种差

异 ,对于促进我国当代家庭教育的良性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

指导作用和现实意义。

看过《刮痧》这部影片的观众一定会注意到其中一个场

景 :一位中国父亲在看到自己儿子丹尼斯与他的外国老板的

儿子打架时 ,让丹尼斯向老板的儿子道歉 ,遭到拒绝后给了自

己儿子一个耳光。这位父亲这样做是出于对他老板的尊敬 ,

隐含的意思就是“因为你的缘故我才惩罚我的儿子”。但这一

幕却让他的老板感到特别吃惊 ,很迷惑为什么一个父亲要通

过打自己的儿子来表示对别人的歉意 ? 这就是中美两国在家

庭教育上存在着的一个明显差异。[1 ]传统的中国式教育强调

仁爱与服从 ,而美国家庭则注重公正和自由。中国家长通常

喜欢“塑造”孩子 ,希望孩子按自己的意愿去发展。他们往往

用自己的理性来干涉孩子们的自然发展 ,因此很大程度上剥

夺了孩子自由选择的权利。美国家庭则更重视孩子们的自主

权 ,让孩子学会在社会允许的条件下自己做决定 ,独立解决自

己所遇到的各种问题。其差异大致可归纳为以下几点 :

一、两种不同的家庭成员关系

我国当代家庭教育受传统的家庭观念影响 ,家长总是意

味着权威 ,作为统治者在家庭中处于核心地位。孩子在父母

眼里永远是长不大的 ,父母对孩子的教导可以持续到孩子长

大以后许多年。另外 ,在中国人的逻辑中有这么一条 ,即“长

者恒为师”,在家庭中 ,年长者一定可以教育年幼者 ,这就在家

庭内部形成一种人际关系的不平等 ,儿童也由此学会了对不

同的人说不同的话 ,懂得了父母比朋友重要 ,长者是权威的象

征。长期处于这种环境下 ,孩子慢慢习惯了在多重规则下生

活。然而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和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 ,

许多家庭走向另一个极端 ,让孩子在家庭中处于特殊地位并

加以重点保护 ,孩子成了中心人。对孩子采取百依百顺的态

度 ,好吃的让孩子独享 ,该让孩子做的却由父母包办代替了。

他们过分满足孩子的任何需要 ,生活上过分优待孩子 ,经济上

过多偏重孩子 ,这就造成家庭关系的另一种不平等。

而在美国家庭 ,家长更注重自由与平等的相处。从小就

尊重孩子 ,重视给孩子的个人自主权 ,让孩子学会在社会允许

的条件下自己做决定 ,独立解决自己所遇到的各种问题。他

们把孩子当做一个独立的个体平等对待 ,给孩子应有的尊重

和理解。孩子在父母面前可以畅所欲言地发表自己的见解 ,

所言有独到之处 ,父母还会给以适当的奖励。孩子有独立的

时间和空间去自由的想像或进行创造性活动。

二、两种不同的育儿观

中国式家庭教育往往着眼于孩子将来是否有出息 ,能否

找个好职业 ,能否在顺境中度过一生。基于这种期盼 ,很多家

长认为 ,父母对孩子的责任就是让他们生活得更好 ,父母能给

他们多少幸福就给他们多少幸福。若能给孩子创造最优越的

生活条件 ,再苦再累也愿意。为此 ,父母在孩子成长过程中 ,

除了生活上进行无微不至的照顾 ,还特别关心孩子的智商 ,为

了能让孩子成龙成凤 ,除了学习 ,什么都不让孩子干。至于孩

子的独立生活能力、对未来生活的适应能力 ,以及公民意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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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很少考虑 ,认为孩子只要成绩好 ,什么问题都能解决。[2 ]

与此相比 ,美国家庭的育儿观有很大不同 ,他们的着眼点

在于培养孩子具有适应各种环境和独立生存的能力。基于这

种观念 ,他们十分重视孩子的自身锻炼。他们普遍认为孩子

的成长必须依靠自身的力量。因此从小就注重培养锻炼他们

的自立意识和独立生活能力。所谓锻炼是多方面的 ,诸如劳

动锻炼、意志的锻炼等。但最根本的是适应各种艰苦环境和

劳动能力的锻炼。通过劳动 ,让孩子从小养成独立自主的意

识和热爱劳动的习惯。在劳动和艰苦的环境中去克服困难、

磨炼意志、发展自身的能力特长 ,增长才智 ,并养成刻苦、节俭

的好品质。在这种潜移默化的过程中 ,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

促其成为具有独立生存能力和社会责任感的公民。

三、两种不同的教育方式

由于育儿观上存在着根本差别 ,使两国在教育孩子的方

式上也有很大的不同。中国方面大致体现在以下几点 :

11 生活上的包办代替。中国家长尤其是独生子女的家

长 ,在生活上对孩子的衣食住行包办代替 ,不让孩子沾家务活

的边。这种包办横向涉及孩子的方方面面 ,纵向延伸到孩子

长大成人。于是出现了小学生还要家长接送 ,中学生还要家

长洗衣服 ,大学新生入学还要家长护送。

21 社交上的过度保护。不少家长怕孩子吃亏或学坏 ,于

是限制孩子与外界的接触 ,一旦孩子与小朋友或同学之间发

生争执或不愉快的事情 ,多数家长采取袒护自己孩子而指责

其他孩子的办法。

31 经济上的放任。不少家长对孩子的要求百依百顺 ,有

求必应 ,连经济拮据的家庭 ,家长也要勒紧裤带省下钱来满足

孩子的需求。不少小学生都拥有手机、数码相机、MP3 等高档

消费品 ,这无形中助长了他们奢华浪费的习惯。

41学习上的过于严厉。与生活、经济、社交上的纵容相

比 ,家长对孩子的学习却要求很高 ,甚至达到一种苛刻的程

度。古往今来 ,应试教育一直深深桎梏着中国家长们的思想 ,

导致家长们把孩子的学习成绩与能否考取高等学府视为孩

子成材的惟一标准。当孩子出生后就以天才的标准来要求、

教育孩子。[3 ]平时 ,孩子在做完老师布置的作业后又让孩子再

做一套同步练习题 ,以求巩固。弄得孩子精疲力尽 ,一旦孩子

辜负了他们的期望 ,那只能通过打骂这一招来解“恨铁不成

钢”之怒。

而美国家长从锻炼孩子独立生活能力的角度出发 ,对孩

子的教养采取放手而不放任的方法进行。所谓放手 ,就是从

孩子生下来 ,父母就设法给他们自我锻炼的机会和条件 ,让他

们在各种环境中得到充分锻炼。父母除了照管孩子的安全 ,

其他生活上的事 ,如游玩、学习都让孩子自主选择。如让他们

从小就有存放个人衣服、玩具和学习用品的地方 ,自己收拾整

理房间 ,布置属于他们自己的小天地 ,父母决不替孩子包办 ,

顶多在一旁提醒参谋。[4 ]所谓不放任 ,一般反映在三个方面 :

第一 ,宁苦而不娇。家长特别注重培养孩子的吃苦精神。第

二 ,家富而不奢。美国许多家庭 ,对孩子的零花钱都有严格的

要求和规定。基本原则是 :定期发给 ,数额多少根据孩子的年

龄和家庭收入的实际情况而定。第三 ,严教而不袒。西方人

对孩子的缺点错误绝不听之任之 ,更不袒护 ,而是设法教孩子

自己知错改错。此外 ,美国家长大都对孩子的学习不施加太

多压力。他们的观点是 :孩子对感兴趣的知识自然会努力去

学 ,为什么要强制他们去做本不愿做的事情呢 ? 强拗着去做 ,

反而会伤害孩子的感情与个性。人的兴趣、爱好和才能本来

就各不相同 ,孩子适合做什么就做什么 ,人生道路要让孩子自

己去走。成功的家庭教育 ,应该是家长拿出时间跟孩子以平

等的态度进行沟通、交流 ,对孩子正确的想法和行为给予充分

肯定 ,让孩子在尊重和鼓励中成长。

四、两种不同的教育结果

由于育儿观和教育方法的不同 ,其教育结果也表现出明

显不同。美国孩子从小就表现出很强的独立生活能力 ,这体

现在 : (1)具有很强的自立能力。绝大多数 18 岁以上的孩子 ,

都靠自己挣钱来读书。有的人把钱赚够了才进学校读书 ,也

有人一边打工、一边读书 ,或读读停停 ,花十几年时间拿个博

士学位。孩子们认为 ,长这么大还伸手向父母要钱很不光彩 ,

会被人家瞧不起 ,让人觉得无能。所以必须工作 ,才能做到经

济上独立。(2)具有适应市场经济的头脑。美国不少家庭的

孩子 ,从小就参与当家理财 ,通过亲身体验使他们深知金钱来

之不易 ,从而养成精打细算、勤俭度日的好习惯。(3) 具有适

应社会环境的本领。由于从小的艰苦磨炼 ,美国孩子更能吃

苦 ,具有战胜困难的勇气和毅力 ;遇事镇定沉着 ,能与周围人

们和谐相处 ,有作为社会成员而独立存在的信心和勇气。这

些素质和技能 ,为他们将来走向社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与此相反 ,中国的儿童、青少年乃至大学生 ,虽然学业成

绩上不亚于西方 ,但普遍表现出独立生活能力差 ,缺乏自主意

识 ,依赖性强 ,做事被动胆怯 ,缺乏对环境的适应和应变能力 ;

不懂得人际交往的技巧 ,人际关系差 ;怕苦怕累 ,只要求别人

照顾 ,却缺乏同情心和帮助别人的能力 ;在家不懂得尊敬自己

的长辈 ,在外缺乏社会责任感。

综上不难看出 ,不同的家庭成员关系、育儿观和教育方法

产生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教育结果 ,孰优孰劣非常清楚。要提

高未来我国在国际上的竞争力 ,关键在于提高人才的质量和

素质 ,这就必须从家庭教育做起。因为家庭教育是整个学校

教育 (包括学前教育)和社会教育的基础 ,它是学校教育和社

会教育无法取代的。我国的家庭教育受几千年封建传统的影

响 ,无论从家长的价值观、育儿观看 ,还是从家庭教育内容、方

式和方法看 ,儒家思想影响至深。然而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 ,

社会结构的变化 ,家庭教育中某些传统观念、手段及方法已无

法适应当代中国的家庭教育。因此我们应该在弘扬中华民族

几千年灿烂文明的辉煌结晶的同时 ,也吸取西方国家的民主、

开放的家庭教育观。自觉转变家庭教育中的落后观念 ,扩展

家庭教育的领域 ,丰富家庭教育的内容 ,改善教育的手段、途

径和方法 ,熔铸古今 ,汇通中西 ,我们才能造就出非凡的下一

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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