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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无论哪个国家、哪个民族都认为家庭是个人的第一所学

校，而家长是第一位老师。 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国家，无论是
古代、近代还是现代，家庭教育始终处于最基础地位。 家庭教
育是一门科学艺术。 说它是科学，是因为必须遵循客观规律；
说它是艺术，是由于面对的客观条件和教育对象千差万别，实
施教育必须具有随机性和创造性。 树立正确的家庭教育理念，
把握科学的家庭教育方法，营造良好的家庭环境和氛围，是家
庭教育成功的前提。 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程度逐渐深入，西方教
育思想不断传入我国， 我们有必要对中西家庭教育从各个方
面加以比较。 通过对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中西家庭教育的比较，
了解中国家庭教育与西方家庭相比优势和不足在哪里， 西方
国家的家庭教育对我国家庭教育的借鉴意义究竟有哪些。

一、中西相同点
家庭教育是人类的一种教育实践。 首先我们看看中西家

庭教育的诸多相似之处。
1.重视家庭教育中的品德教育。
对西方世界影响最大的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Plato,公元

前427-前347）在著作《理想国》中，曾借他老师苏格拉底的口
强调这样的教育内容：年轻人看到年长者应该肃静；要起立让
座以示敬意；对父母要尽孝道；还要注意发式、袍服、鞋履。 总
之，体态举止，以及其他诸如此类，都要注意。

比柏拉图早出生100多年的中国古代伟大教育家、 哲学
家、政治家孔子(公元前551-公元前479)在他的弟子们编辑的
言论集《论语》中早已表达了同样的教育思想。 子曰：弟子入则
孝，出则弟，谨则言，泛爱众，而亲仁。 行有余力，则以学文。 大
意是孔子说，孩子们在家孝顺父母，出门恭敬长者，谨慎，讲信
用，对所有人都关心，有爱心。 这些事情都干好了，如果还有精
力，就再来学习文化知识。 好的开头等于成功的一半，重视子
女的品德教育，让孩子在起跑线上领先，才能为以后上下求索
的漫漫长路积蓄能量。

2.重视家教，从小做起。
柏拉图（Plato,公元前427-前347）第一个提出学龄前社会

教育思想，指出游戏在学龄前教育中的作用，提出要精心选择
童话材料，承认歌唱，讲故事的教育意义。 一般认为，西方教育
史上第一个提出系统教育理论的是柏拉图。 他重视教育的作
用，提倡德智体和谐发展，强调早期教育的重要性，为以后教
育发展提供了重要基础。

中国古代文学家、教育家颜之推(531年－约595年)同样认
为家庭教育要及早进行， 他认为家庭教育必须从婴孩教育抓
起。 颜之推认为父母对子女的教育开始得越早越好，甚至要从
胎教开始。 也就是说在儿童刚能分辨外界事物的时候，就加以
诱导。为什么家教要及早进行呢？颜之推认为“人生小幼，精神
专利，长成已后，思虑散逸，固须早教，勿失机也”（《勉学》）。 人
在幼年时期，童心未泯，天性纯真，可塑性强，对新事物特别容
易接受，抓住这一时期进行教育，不仅是教育的最佳时期，而

且可为一生事业奠定良好的基础。 这些与现代心理学中关于
儿童的发展理论是不谋而合的。

3.父母在教育角色上的分工。
在传统父权制社会中,父亲被赋予“权威者”的角色，这在

中西方各个国家都是如此。 父亲被社会赋予了权力，父亲是家
庭权力的行使者。 现代社会中，情况没有太大变化，旧时代那
个“威严的父亲”变成了“保持距离的父亲”。 无论中西，在许多
文化中母亲均被描绘成主要抚养者，父亲则起有限作用。 父亲
是孩子知性教育的主要承担者。 母亲则负责孩子的饮食起居、
物质保障、情感满足等，是孩子情感培育的主要承担者。

4.重视培养孩子良好的习惯。
约翰·洛克（John Locke，1632年～1704年），英国哲学家、思

想家和教育家。 他的教育著作《教育漫话》是人类教育思想史
中的名篇。他在书中阐述了自己关于绅士教育的理论。他认为
良好的德行是所有品质中最重要的。 他说：“我认为在一个人
或者一个绅士的各种品性之中，德行是第一位，是最不可缺少
的；他要被人看重，被人喜爱，要使自己感到喜悦，或者还过得
去，德行是绝对不可缺少的。 如果没有德行，我觉得他在今生
来世都得不到幸福。 ”他认为父母对孩子的教育中要注意培养
以下两个好习惯：热爱求知的习惯和实地观察、亲身体验的习
惯。

古代的中国父母同样深知这个道理， 他们引导幼儿从小
习读四书五经、诸子百家，激发其求知欲望。 陈鹤琴（1892年~
1982年） 中国现代著名教育家、 儿童心理学家和儿童教育专
家。 他非常重视儿童良好习惯的培养，并对此做了深入研究。
陈鹤琴认为，人的动作大多数是受习惯支配的，幼年时期是习
惯养成的最佳时期。 他说：“人类的动作十分之八九是习惯，而
这种习惯又大部分在幼年养成， 所以幼年时代应特别注意习
惯养成。 但是习惯不是一律的，有好有坏；习惯养得好，终身受
其福，习惯养得不好，则终身受其累。 ”因此，帮助儿童养成良
好习惯，应该是家庭教育的主要内容。

5.重视言传身教。
我国古代家庭教育特别重视“言传”，强调“言而有信”。 曾

子杀猪和孟母买肉的故事曾流传千古。 在重视言教的基础上，
又重视身教。 孔子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
从。 ”（《论语·子路》）中国古代文学家、教育家颜之推认为“夫
风化者，自上而行于下者也，自先而行于后者也”，所以“父不
慈则子不孝，兄不友则弟不恭，夫不义则妇不顺”。 此外，父母
还要积极建设与子女之间的亲情信任关系，“同言而信， 信其
所亲；同命而行，行其所服”。 这样，才能构建良好积极向上的
家庭关系。 所以,不论中国家庭还是西方家庭,父母对子女的影
响极其深远。 在生活中父母是子女的榜样，子女在家庭中接受
教育，大都是活动中无意识接受的，家长的言行对孩子起着重
要的“潜移默化”的熏陶作用。

父母是孩子的模范，往往一个简单的动作要比上万句指
令性灌输有效得多。 德国的教育心理学家普遍认为，四五岁时

摘 要： 家庭是历史最久远的一个社会单位,是人活动的主要场所之一,因此，家庭自然是文化发源地之一，家庭中子女养育
方式是文化形成原因之一，受不同文化影响。作为开始时间最早、持续时间最长和最普遍的教育模式,家庭教育在促进人全面发展
过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无论对个体成长还是对整个社会的发展，家庭教育都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在政治、经济、文化等社
会因素的影响下，不同国家家庭教育呈现出不同特征。 本文对中西家庭教育理念和方法进行跨文化比较研究，有助于发展和完善
家庭教育，既要继承中国传统家庭教育的精华，又要放眼于世界，借鉴西方发达国家家庭教育中的先进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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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培养其价值观和辨别是非 能 力 的 最 主 要 时 期，97％的 孩 子
的品性是在这个时期养成的。 因此，在德国的青少年教育体系
里，家庭是道德教育的重要场所，父母则是孩子道德教育的启
蒙者。 德国在教育法中明确规定，家长有义务担当起教育孩子
的职责。德国家长非常注重为孩子营造真诚的氛围。家长普遍
遵守这样一个原则，教育孩子诚实守信，家长必须做出榜样。

二、中西不同点
尽管我们了解了一些中西方家庭教育的相似点， 有助于

我们了解中西家庭教育的一些重要特征。 但由于中西方在地
域上相隔颇远，各自有着独特的传统和文化,使得中西传统家
教在更多方面表现出各自不同的特色。 因此，我们更要剖析中
西方家庭教育的不同处，有助于我们比较双方的优势和不足 ,
以达到求同存异、相互借鉴的效果。 中西家庭教育的不同之处
概括如下：

1.家庭教育目的不同
进 行 中 西 学 生 素 质 对 比 时， 常 常 发 现： 中 国 学 生 有 三

好———考试成绩好、书本知识掌握好、基本功好，西方学生有
三强———创新能力强、动手实践能力强、语言表达能力强。 之
所以有如此差异，与两种文化的家庭教育目的和定位有关。

与中国父母希望孩子“听话”不同，西方父母希望把孩子
锻炼成独立个体。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们对孩子的教养采取
放手而不放任的方法。 所谓放手，即从孩子一生下来，父母就
设法给他们创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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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家庭教育价值观不同
中国家庭教育职能是为中国传统文化所强迫， 几千年儒

家文化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家庭教育被赋予直接
的社会意义。 此外，中国传统文化又将父母教育跟子女的个体
成长与成就看做直接相关的因果。 中国家长在教育上所持的
价值是为升学而学习，他们只要求孩子用心学习，其余全不用
过问。 促进子女全面发展意识淡漠，使孩子诸多方面品质发展
与提高都没有机会。 中国家长最喜欢看到孩子坐在书桌前，或
摇头晃脑地背诵，或趴在书桌上演习。 眼睛不离书本，手不离
书本。 “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

西方家庭教育则认为教育的目的不是准备谋生， 而是准
备生存。 西方父母注重从小培养子女的独立意识，认识到自己
的价值，他们给孩子一次次经受锻炼的机会，使孩子敢闯、敢
干、敢冒险、敢表现自己。 杜威曾说“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
会”，在实践中学习。

3.家庭教育主体与重点不同
中国传统家庭文化表现为家庭内部的权威意识。 强调服

从和尊重，重视外部控制。 中国传统文化中，家庭的主要教育
者是父母。 因此，十分看重他们单方面塑造，影响孩子个性建
构。 注意自身形象，忽视孩子与成人的相互作用，忽视相互影
响的过程和全面性，使幼儿处于被动地位，无视幼儿个体存在。

西方文明是以儿童为主体的， 更强调个人奋斗， 强调平
等、民主并尊重个人权利。 西方父母把孩子视为家庭中的平等
成员，尊重孩子的人格和尊严，让孩子独立思考、自由选择。 尊
重孩子的权利，不搞强迫教育。 尊重孩子的自尊，主张孩子天
性发展，自然发展。父母的责任只在于发现并激发孩子的兴趣，
开发潜能。 为孩子创造有利的环境，重视与孩子的交流，重视
教育的相互性。 西方家庭教育中父母不是孩子的主宰，而是孩
子的朋友。

4.情感教育与体罚
中国家庭通常信奉“玉不雕，不成器”、“不打不成才”。 也

许是中国传统文化讲求含蓄的缘故，中国家庭不善于表达爱，
情感教育很薄弱。 中国父母与孩子的沟通是极富中国特色的。
中国家庭中反复出现的一个字是 “不”、“不能”、“不行”、“不
要”，除 了 用 否 定 词 指 导 孩 子 的 行 为 外，还 习 惯 对 孩 子 说“应
该”。 这都是家长权力色彩的体现。

西方家庭中经常用鼓励性语言表达父母对子女的赞赏。
西方父母更注重个人素质与情感沟通。 家庭主要围绕情感构
建与培育展开。 他们会挤出时间与子女交流， 倾听孩子的心
声，强调心灵沟通。西方国家体罚是触犯法律的。另外，西方父

母很高兴在别人面前夸奖自己的孩子， 他们认为这样可以培
养孩子的自信心。

5.家庭本位与个人本位
中国传统文化是以家庭为本位的，注重个人职责与义务。

在价值取向上呈现出如下特点：（1）家庭的教育功能强化。 中
国传统社会，家庭肩负多种社会职能，具有家国同构的鲜明特
性。 子女教育是家庭生命延续的一部分，因此家庭教育的重要
作用还在于达到“家教持久”的目的。 它是维持发展家庭社会
政治地位，保存弘扬家庭文化的重要工具。 （2）教育以家庭利
益为主要价值取向。 传统中国家庭中，“光宗耀祖”、“光耀门
第”是读书人的追求与目标。 个人利益与家庭利益是融为一体
的。

西方文化以个人为本位，注重个人自由和权利。 在教育上
表现为将受教育者放在突出地位，强调个性培养。 个人本位与
西方家庭变革密切相关。 这种教育传统历经14至16世纪的文
艺复兴运动，18世纪的法国资产阶级思想启蒙运动及20世纪
初的实用主义等思潮而确定。卢梭倡导自然和自由教育。杜威
提出教育即生长，教育即生活，个人是掌握自身经验建构的主
体。 但是个体本位并不等于个人主义，更不等同于以孩子为中
心，家庭呼唤有丰富个性的个人，是能驾驭自我、控制自我、超
越自我的， 拥有完美人格和健全个性的真正现代意义上的现
代个人，而不是自私自利、依赖性强的功利化个人。

6.科学教育与宗教思想
西 方 的 宗 教 传 统 直 到 近 代 乃 至 现 代 仍 保 留 着 强 大 的 势

力，渗透到教育活动的各个方面，不仅教育带有浓厚的宗教色
彩，更重要的是它赋予了西方教育内在精神价值。 西方的教会
学校因此曾一度盛行。 家庭教育中父母很重视宗教这种精神
信仰。 如就餐前要感谢上帝，周末家庭全体成员要去教堂做弥
撒，以永远保持心灵的净土。

结语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知道了中西方家庭教育的异同。 当然

分析是次要的，学习才是重要的。 因此，我们要一方面继承和
发扬中国古代家庭教育的优良传统， 另一方面汲取西方家庭
教育的精华，促进有中国特色的家庭教育改革。 首先是家庭教
育观念的现代化，摒弃陈旧教育观念，与时俱进，跟上时代发
展步伐。 树立新的家庭教育理念，利用亲情教育的优势，开展
个性化教育，发展孩子个性，为国家培养各种有用之才；采取
鼓 励、引 导、宽 容 的 科 学 方 法，耐 心 教 育，不 断 提 高 孩 子 自 尊
心、自信心和上进心。 紧跟知识经济和信息时代的发展，进一
步拓宽家庭教育思路， 增强开放意识， 提高家庭教育的适应
性；促进智力因素与非智力因素教育的有机结合，教育孩子学
会学习和求知；父母要不断学习新时代对人才的新要求 ,既要
充分继承中华民族优秀家教传统， 又要不断借鉴西方国家家
庭教育中的先进教育理念, 这样才能更好地促进家庭教育健
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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