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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家 庭 中的素质教育是整个素质教盲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家庭教育中要有正确的人才理念 以

及与这种理念相适应的家庭教育措施。在孩子的认知发展、人格发展、道德成长、亲子互动等方面 ,家 庭 中的素质

教育模式与我国传统的家庭教育模式都是不同的。认识家庭 中素质教育的基本特征与实践模 式对于推进我国素

质教育有积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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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来有高度重视家庭教育的传统。随着

独生子女政策的实施以及我国人 口严重过剩带来的

竞争压力 ,家长更是对子女的教育倾注了全部的热

情和智慧。重早期教育 ,开发孩子的智力 ,使孩子学

习成绩优秀 ,升人一流的学校 ,拿到更高的文凭 ,进

人
“
上流

”
社会 ,给 家庭带来荣誉 ,是 中国城市家庭

教育共同的追求与 目标 ,也是 中国城市家庭教育的

基本特征。

为了深人了解我国的家庭教育 ,从 1999年 4月

到 zO02年 Ⅱ 月 ,我 们进行 了大量的现场调研。我

们先后给四川省六地市 26所 中小学家长学校的 3。

4万名家长作了各种形式的家庭教育专题报告 ,也

在此基础上作了部分问卷抽样调查。其 中 ,对小学

生家长进行的问卷调查有 436份 ,对初中生家长的

调查 问卷有 弱7份 ,对 高 中生家长 的调查 问卷有

275份。同时对 31名 中小学教师作 了有关家庭教

育问题的调查。通过我们的调查研究 ,我 们发现我

国的家庭教育有以下一些主要特点。

一、家长对孩子教育的重视程度高。在城市中

87%的 家长非常重视孩子的教育 ,臼%的家长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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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住房外 ,孩子的教育是他们未来最大的投资 ,他们

为此在所不惜。57%的家长表示 自己未来生活的意

义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孩子的发展。这种命运共同体

的理念与西方国家那种培养独立的人 ,亲 子之间非

依附而独立生存的理念是根本不同的。这也决定了

中国的父母会付出更多。

二、在中国 ,父母普遍存在重学 习轻个性的倾

向。在调查中 56%的 小学生家长和 61%的 中学生

家长承认他们主要关注孩子的健康和学习 ,较 少关

注孩子的心理、情感 、个性和人际交往。而在随机的

面对面的交流 中 ,我 们发现 76%的 小学生家长和

81%的 中学生家长都存在这个问题。(这也提示我

们 ,在问卷调查 中 ,选
“
好答案

”
的倾 向会使数据失

真 )。

三、在对孩子学习的重视上 ,87%的家长重视的

是孩子的学习成绩 ,孩子在班上的名次 ,而非重视孩

子的学习过程。重学习结果 ,轻视学习过程 ,注 重名

次和分数 ,轻视对孩子学习活动的指导 ,忽 视导致结

果的过程性原因是 中国家庭教育的普遍特点 ,这 就

导致家庭教育的简单化倾向。



游永恒 论现代家庭中的素质教育

四、在促进孩子学习的方法上。84%的 中小学

生家长认为 ,孩子的智商是差不多的 ,学习好坏取决

于孩子的努力程度 ,而努力程度主要取决于学习压

力以及父母是否
“
抓紧

”
孩子的学习。多数 中国父

母坚信孩子的天性是好玩 ,真正意义上的学习没有

快乐可言 ,要使其努力学习必须不断施加压力。这

一教育理念导致普遍的教育高压 ,导致对孩子心理

需要的普遍忽视 ,学 习过程成了一个
“
苦其心智

”
的

过程。

五、中国的家长十分看重孩子书本知识的学习。

96%的 家长都认为学习主要就是学好教材上的知

识。多数家长认为孩子看电视、玩游戏、从事 自己喜

欢的活动都是玩乐而不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学习。

同时 ,68%的小学生家长和 57%的 中学生家长都肯

定
“
灌输

”
在学习中的重要作用。在他们看来

“
接受

式学习
”
是最好的学习方式。

六、在孩子的道德教育上 ,弱 %的家长承认存在

忽视孩子德育的现象 ,而事实上考虑到家长的保护

性心理反应 ,忽 视孩子道德教育的现象还要严重得

多。在道德教育上 ,多 数家长主要是教育孩子对父

母要有孝心 ,对人有礼貌 ,为 人处事做到
“
不吃亏

”
。

但在诚信、友爱、尊重、平等、社会使命感等方面的教

育严重不足。

我国家庭教育的这些特征及作法带来的好处

是 ;家长重视教育投人 ,可 以使大量的家庭资金进入

投资不足的教育领域 ;家长成为孩子教育的积极参

与者 ;孩子能够较好地掌握书本知识 ,应 试技能强。

所带来的问题 :一是孩子发展片面。除了书本知识

的掌握 ,应试技能的提高 ,孩子的体育、美育、人格发

展、道德素养以及社会技能等发展不足。二是孩子

知识掌握较多 ,但独立掌握知识、运用知识的能力不

强 ,这就减弱了孩子未来可持续发展的可能性。三

是孩子的学习方式落后。中国的家长比较习惯于灌

输式教育 ,孩子基本是在接受式学习模式下掌握知

识。同时 ,孩子以掌握书本符号知识为主 ,知 识的学

习严重脱离孩子的生活、脱离孩子的个体经验 ,孩子

在学习的过程中难 以产生积极的情感体验 ,加 上较

重的学习负担 ,容 易使孩子过早 出现厌学情绪。四

是中国的家庭教育有强烈的应试教育倾向。大多数

学习活动都围绕着考试和升学而展开 ,学 习的价值

取决于它促进考试的程度。孩子不是
“
为掌握而

学
”
而是

“
为考试而学

”
,这 已经成为中国家庭教育

的价值取向 ,这就模糊了学习的真正价值。显然 ,中

国家庭教育的基本模式是背离素质教育 目标的。

素质教育是以人的素质的提高和发展为己任 ,

从心理学的视野来看 ,凡是能够使人的活动效能得

到提高的所有心理品质都叫素质。素质的发展就意

味着人的
“
一般本领

”
得到增强 ,人 的心理加工机能

得到提高 ,人能够进行更复杂的信息加工 ,能够表现

出更有效的行为方式。家庭中的素质教育理念与传

统的家庭教育理念是不同的 ,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

个方面。1.素 质教育注重人的成长与发展。它不满

足于习得知识 ,对 付考试。它强调知识和经验的掌

握要导致人的心理活动方式产生积极的
“
质变

”
,这

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发展。2.素 质教育关注家庭中

孩子全部潜能的开发。它与传统家庭教育那种只重

知识掌握 ,只 重智力开发的教育模式是不同的 ,它要

关注孩子人格的发展 ,要积极促进孩子的身'L健 康 ,

要关心孩子优良品德的形成以及社会交往和人与人

之间合作能力的形成。因此 ,家庭 中的素质教育—

定是真正意义上的全面发展的教育。3.素 质教育注

重孩子操作实践能力的不断增强。孩子不但知道、

而且会操作 ;不但会说 ,雨 且会做 ;有 理解问题的能

力 ,也有动手解决问题 的能力。中国的家庭教育怡

好是重前者 ,轻后者 ,这实际上是降低了孩子的行为

活动的有效性。4.素质教育重视孩子创新精神和创

新能力的培养。它不满足于学习上的继承与模仿 。

它要重视在此基础上的创新和发展 ;它 不仅重视一

般性 ,还重视差异性 ;不 仅重视保持—致 ,还 重视标

新立异。创新教育意味着人的最本质的潜能得到开

发 ,意味着人类文明的-种深层次的推动。创新教

育是素质教育的最高境界。

在实践模式上 ,家庭 中的素质教育思想与传统

的家庭教育相比有以下一些主要特征。

在认知发展方面。第一 ,它 应该是基于孩子活

动与经验的学习。在建构主义学习观看来 ,儿 童的

内部智力活动起源于儿童外部的实践操作活动c孩

子只能根据 自己的活动与经验来建构知识c从心理

机制上讲 ,知 识是不能
“
传授

”
的 ,更 不可能被

“
灌

输
”
。-切灌输与传授的知识都是苍 白的、相对无

效的。由于经验的缺乏 ,儿童的年龄越小 ,他们的学

习就越是离不开他们 自身的活动以及活动过程中习

得的经验 ,这是建构知识最基本的素材 ,也是最重要

的学习活动。中国的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的一个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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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就是孩子的学习远离他们的个体活动 ,远 离他们

的生活实践。在成年人看来 ,“ 正规
”
的学习就是掌

握成年人给他们设计好的书本知识 ,学 习成了掌握

符号系统的认知活动。由于脱离孩子的个体经验 ,

孩子只好死记硬背那些成年人灌输给他们的知识。

这是导致儿童知识巩固性差和容易厌倦学习的一个

重要原因。家庭中的素质教育实践就意味着这种传

统学习方式的变革。

第二 ,学习不仅是满足成年人的需要 ,还必须满

足孩子的需要。这意味着学习要满是孩子的认知乐

趣 ,激发孩子的认知积极性 ,把学习变成一个积极的

情感体验过程。这也意味着在家庭教育中父母要更

多的理解孩子的心理 ,必须更多地尊重孩子在学习

过程中的心理反应。我国现在的家庭教育是在满足

成年人的心理需要 ,是在按成人的
“
意图

”
设计孩子

的学习 ,学习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成人强制儿童的

过程。同西方国家的孩子相 比 ,中 国的孩子随着年

龄的增长而内部学习动机、对知识的内在求知欲明

显不足 ,但应付情境需要的外部动机又较强。

第三 ,学 习必须顺应孩子的年龄心理特征 ,必须

尊重孩子的个别心理差异。孩子在不同的年龄阶段

有不同的认知活动方式 ,有 不同的行为特征。学龄

前儿童最适合的学习方式就是游戏 ,就是各种有组

织的活动 ,就是观看动画节 目,那种所谓超常的识字

教育 ,运 算学习对多数儿童来讲是不适当的 ,在这个

问题上西方国家的家庭教育比我们要冷静得多。即

使是小学生 ,中 学生我们也不能低估 了他们认知的

经验化程度 ,而 过分地强调书本抽象知识 的学 习。

儿童的认知活动既有一般规律 ,有 存在明显的个别

差异。事实上家庭教育有了个别针对性 ,大 多数孩

子都能得到更好的发展。在我国的家庭教育中 ,家

长有很强的从众模仿倾向 ,人家的孩子学英语 ,自 己

的孩子也要学英语 ,人家的孩子上奥校 ,自 己的孩子

也要上奥校 ,人家的孩子练钢琴 ,自 己的孩子也跟着

练钢琴而全然不顾孩子 自身的特点。学校教育在充

分考虑学生的个别差异上有相当大的难度 ,但家庭

教育完全可以在这个问题上作得好一些。家庭有更

多的空间和时间考虑孩子的个别差异 ,家庭也有更

多个别化的教育情景来实施有针对性的教育。这方

面家长需要得到更多的教育指导。

第四 ,家 庭教育要树立起
“
大学习观

”
。从内容

上看 ,学习不仅是书本知识的习得 ,还包括品德的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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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人格的发展以及行为习惯的养成。从方式上看 ,

不仅有接受式学习 ,还 有研究式学习 ,发 现式学习 ;

不仅有通过符号的学习 ,还有通过 自身活动的学习 ;

不仅有认知式的学习 ,还有情感体验式的学习。总

之 ,凡是通过经验的习得而导致孩子行为持久变化

的现象都叫学习 ,这就是所谓的大学习观。中国的

家庭教育过分执着于和考试有关 的课本知识的学

习 ,这是狭隘的学习观念 ,这恰好是在强化学校教育

本身具有的先天缺陷。如果说中国的学校教育由于

应试教育的特征而难以避免过分以书本知识为主的

特征 ,那么家庭教育有条件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学校

教育的不足。孩子回到家里后做一些 自己喜欢的活

动 ,多 阅读一些他们发 自内心感兴趣的课外知识 ,都

是对学校教育缺陷的重要弥补 ,有 助于孩子 自身素

质的提高。

第五 ,建立家庭创新教育观。中国的家庭教育

历来具有浓厚的权威主义色彩 ,父 母不仅是知识的

化身 ,也是真理的化身。在父母看来孩子是不懂事

的 ,孩子的天性是逃避学习的 ,他们的行为是不合成

人规范的 ,父母乐意用强制的态度实施教育。这种

方式导致中国的孩子及成人缺乏创造性。家庭中的

创新教育要求家长尊重孩子的意见 ,在 教育过程中

充分考虑他们的想法 ,允许他们表达不同于父母的

观点和意见 ,给予他们 自由探索的机会 ,尊重他们通

过犯错误习得的经验 ,给 他们 留下展现 自身想象力

的空间。这是促进孩子创新精神和发展孩子创新能

力所必须的文化心理氛围。做到这一点不需要家长

有过多的专业训练 ,难是难在文化心理状态的改变。

其实 ,中 国的学校实施创新教育是很难的 ,应试教育

的体制与创新教育的模式是不相容的。而家庭教育

在 自身微观环境中能够较好地做到这一点。

在人格发展方面 ,促进孩子健康人格的形成是

家庭教育中十分重要的内容。但中国的家庭教育一

直有重认知、轻人格倾向 ,改革开放以来这一问题表

现得尤为突出。近年来独生子女的心理健康与人格

发展问题已经引起 了全社会的关注 ,但 家庭教育在

这方面却收效甚微。作为体现素质教育的家庭教育

必须重视孩子健康人格的形成 ,这些健康的人格品

质包括 :对 自我的悦纳 ,对生活 目标的热爱与执着 ,

良好的行为 自律性与独立性 ,坚 强、坦然面对挫折 ,

善于调控 自己的情绪 ,行 为反应适度等等。在家庭

教育中 ,促进健康人格形成的素质教育观应体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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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几个方面。

第一 ,满足孩子的 自我价值感。一个有 自我价

值感的孩子才有可能成为人格健康的孩子。这意味

着家长要看到孩子的长处 ,立足于孩子的优点来教

育孩子 ,这样才能确立孩子的基本 自信心以及对 自

己生命的接纳和热爱。一个悦纳 自己的人才有可能

热爱生活 ,喜欢学习 ,也才有不断完善 自己的动力。

但中国的家长更喜欢立足于孩子的缺点来教育孩

子 ,不断地指出孩子的过失 ,用 别的孩子的优点来比

较 自己孩子的缺点 ,让孩子产生无能感 以促进孩子

进步。多数中国的家长相信只有当孩子看到 自己的

不足 ,只 有当他们感到 自己不行时 ,他们才有进步的

动力。这是对孩子天性的严重误解。其实 ,这恰好

是很多孩子骨子里缺乏 自信 ,上进心不强 ,最后安于

现状的深层次原因。

第二 ,合 理的学习负担。学习负担是否合适 ,是

否适应孩子的身心承受能力 ,直接关系到孩子的人

格健康程度。我国中小学生心理问题突出的一个重

要原因是学生学习负担过重 ,心 理压力太大。他们

不仅学习时间长 ,孩 子学习时间一般都超过父母 的

工作时间 ,而且他们实际享受的节假 日休息时间也

远没有他们的父母多。更重要的是他们所承受的来

自各方面的心理压力往往超出了一个孩子所能接受

的程度。他们的心理压力主要来 自考试和升学 ,从

学前教育一直到高中 ,他们都要长时间地、高强度地

承受这种压力。在这一过程中孩子不断地体验到紧

张 ,焦 虑、烦恼 、抑郁、失望 ,这使他们长期处在负面

情绪的困扰中 ,持久负面情绪所形成的不 良心境是

导致心理病态以及人格扭曲的重要原因。父母适当

地调控孩子的心理压力 ,孩子学习负担适当 ,这就有

利于孩子的身心健康 ,这 是家庭 中人格教育最基础

性的工作。

第三 ,满足孩子的多种心理需要。从人本主义

心理观来看 ,需要是人的行为的基本动力 ,人的一切

行为都围绕着需要而展开 ,一 个人的需要满足越充

分 ,越多样化 ,他的潜能发挥就越充分 ,人格就越健

康。中国的家庭教育注重孩子认知需要的满足而严

重忽视孩子其他心理需要的满足。事实上 ,孩子除

了认知需要以外 ,他们还有交往的需要、归属和友爱

的需要、展现 自我特长的需要、得到认同和尊重的需

要、活动和探究的需要 以及创造的需要等。孩子任

何需要的满足都有利于他们的心理健康 ,都促进着

他们的人格发展。由于我国的家庭教育存在严重忽

视孩子多种心理需要满足的问题 ,这就明显不利于

他们人格的健康成长。

第四 ,理性的挫折教育。围绕孩子人格的健康

成长 ,人们往往热衷于谈论挫折教育。多数人认为

中国的独生子女缺乏挫折教育 ,是他们人格不健全

的重要原因。这是一种是似而非的观点。事实上中

国的孩子承受着极其病态的挫折教育 ,在 城市家庭

中 ,一方面孩子在生活上很少有挫折体验 ,他们生活

的
“
无忧无虑

”
,没有物质 匮乏的困扰 ,甚 至基本上

不做家务事 ,在这方面挫折教育严重不足。而另—

方面 ,在学习上 ,在心理上 ,他们太缺乏成就体验 ,他

们饱受着来 自学习 ,来 自升名牌学校 ,来 自成人各种

要求所带来的各种挫折感 ,以 致于孩子过多体验到

焦虑、紧张与无助 ,甚至产生对整个人生的厌倦 c在
这方面他们承受了一个孩子不该承受的挫折。

中国的孩子一点不缺乏挫折教育 ,他们缺乏的

是理性的挫折教育。我们提倡在家庭教育中应增加

孩子在生活方面的挫折教育 ,而 在学习上应该更多

地让孩子体验到成功教育的喜悦 ,这才是有利于孩

子心理发展的挫折教育。

在品德教育方面 ,家庭 中的素质教育理念也与

传统的家庭教育不同。近二十多年来 ,我 国的家庭

教育明显存在忽视孩子品德教育的倾 向 ,只 重学习

而不重做人是我国家庭教育的通病。就是在苍白的

品德教育中也存在教育者居高临下 ,强 制武断的特

征。体现素质教育的理念 ,家庭 中的德育应该有那

些特征呢 ?

第一 ,道德的习得与知识的习得不同 ,它 不能简

单地用学习知识的方式来学习道德 ,它 是一个更加

重视行为实践的活动过程。从小事做起 ,从做中学 ,

应该是道德学习更加鲜明的特征。在做的过程中 ,

才能完成从道德行为向道德知识的转变 ,从 而变成

一种真正意义上 的道德素质。在道德学 习的过程

中 ,我 国的家庭教育更重视讲道理 ,更重视口头行为

规范的传授 ,这对道德行为规范的习得是有限的。

第二 ,道德学习不仅是一种认知活动 ,它还应该

是一个深刻的情感体验的过程。没有情感体验的纯

认知性的道德是一种苍 白的缺乏实践意义的道德。

孩子在道德情景 中产生感动、悲伤、同情、喜悦、激

动、庄严、神圣等情感体验时 ,才能有效地形成道德

行为。一次刻骨铭心的情感体验活动就是一次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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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道德教育。当一个孩子应严地站在国旗前参加升

旗仪式时所体验到的那种激动 ,神 圣的情感实际上

就是最深刻的道德教育 ,它甚至不需要语言的参与 ,

仅仅是一种道德情景中的观看和体验就可以表现出

全部道德教育的深刻内涵。

第三 ,家长的行为示范是重要的道德学习形式。

模仿学习 ,榜 样学习是人的一种重要的学习方式。

通过观察 :通 过观察过程中的
“
替代强化

”
可以促进

人的道德行为的形成。孩子年龄越小 ,模仿学习的

作用就越大。在家庭中,父母做出良好的行为示范

是促进孩子优良品德形成的有效手段。在我们的家

庭教育中,往往父母说的是高尚的道理 ,却 做出平庸

的甚至是低级的行为示范 ,事实上孩子更看重的是

行为
“
榜样

”
,他们对

“
道理

”
是比较健忘的,当 道理

和榜样不一致是 ,孩子会更多受到实际行为的影响。

因此 ,家庭中的道德教育应从父母的行为示范开始。

通过榜样的作用来促进孩子道德品质的发展。

总之 ,在家庭教育中 ,素质教育的理念与实践思

路在各个方面都与传统家庭教育不同 ,实施素质教

育的思想一定是一个全面反省和批判传统家庭教育

的过程。

素质教育是发展性的教育 ,它 注重人稳定的、能

提高人的活动效能的心理品质的形成 ,这种心理品

质的形成能提高人的全部活动的有效性。素质教育

也是全面性的教育 ,它 决不仅仅只关注人的某一个

方面的发展 ,而是关注人 的全部潜能的开发。同时

素质教育一定是真正关心人的教育 ,是 真诚关心孩

子内心世界的教育 ,它尊重孩子的心理特征 ,关注孩

子的个性差异 ,满足孩子的心理需要 ,是一种真正充

满人文精神的教育。中国的家庭教育在迈向素质教

育的目标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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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QuaIity Education二 n Modern Family

YOU Yong¨heng
(Educati。 n science Institu1e,Siρhuan Normal University,Chengdu,Sichuan610068,China)

Abstract:Fa1nily quality education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pans of the wh。 le qua⒈ ty education sys-

tem。  There must be correct talent idea and education measures agreeing with the idea in faΠ 1ily educa-

tion。  Farnily quality education pattem differs from China’ s traditional faⅡ 1ily education pattern in chilˉ

dren’ s cognitie development, personality -evelopment, moral development and parent-offspring reacˉ

tion。  For the promotion of quality education in China it is of positive signiscance to understand the basic

features and practical patterns of fa1nily quality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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