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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转型时期亲子关系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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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转 型时期亲子之间在认识、情感、行为等方面存在较多的矛盾与冲突,亲 子关系呈

现较明显的不良发展态势。导致亲子关系不良的主要原因在于社会转型对亲子关系优化的

冲击、传统子女教养观念对亲子关系现代化的制约以及父母缺乏科学的家庭教育素养。当

社会的发展趋向人本化、民主化、高新技术化、可持续发展化、多元化时,新 型的亲子关系应

该是人本的、互动的、询导的亲子关系。建立新型的亲子关系应该做到:(1)转 变观念 ,树 立

科学的儿童观;(2)开 设家长学校 ,优 化家长的知识与能力结构;(3)建 立各类咨询与辅导机

构 ,加 强对亲子关系形成的指导;(4)引 导儿童,学 会
“
理解父母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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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子关系的属性是双重的 :一 方面它是一种  亲子之间缺乏和谐、信任、理解、沟通、相互支持的

基本的社会关系,它必然随着社会的转型发生深  现象。天津教育科学院的一项研究表明 ,在 我国

刻而巨大的变化 ;另 一方面它是一种重要的家庭  城市初中学生的亲子关系中,严重的奢望型父亲

关系 ,它直接影响儿童、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因  为Tz.8%,母 亲为 gO。 o%;严 惩干涉型父亲为

此 ,研究转型时期的亲子关系 ,对促进亲子关系的  9“·4%,母 亲 为 “.9%;严 重 溺 爱 型 父 亲 为

转型和儿童、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均具有重要的意  s9· 5%,母 亲为“.0%;父 母 教育不一致型为

“。7%。 而这些不良的亲子关系对孩子的人格、
义。

心理健康以及学习、智力的发展都会造成严重的

影响[1]。

实际上 ,无论奢望型、溺爱型 ,还是干涉型家

庭 ,尽管从表面上看这些方式各不相同,甚至相互
目前 ,我 国亲子关系的现状令人担忧。在社

矛盾 ,但本质上是趋于一致的 ,都是剥夺儿童的意
会处于转型并逐步走向现代化的今天 ,传统的亲

愿 ,忽 视儿童的选择 ,视儿童为私有财产 ,不 考虑
子关系仍占主要地位。在家庭生活中普遍存在过

儿童的需求 ,以 父母的想法代替子女的想法。因
分强调父母的权威性、忽视子女的主动性以及和

此 ,亲子关系的不良状况主要表现为亲子之间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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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情感、行为等方面的矛盾与冲突。

亲子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

方面。

第一 ,强调父母权威与忽视子女 自主之间的

矛盾。一方面 ,不少父母视 自己为亲子关系的主

导者 ,甚 至是包办者 ,将 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子女 ,

较少考虑子女 自身的兴趣、爱好、特长、理想 ,视父

母的权威为亲子关系的核心 ,错误地夸大长者所

拥有的经验的作用 ,并 且以父母在经济与生活上

的支配权主宰亲子关系。另一方面 ,随着年龄的

增长 ,子女的自主意识越来越强 ,子女不仅希望能

独立地处理 自己的事务 ,而且也需要父母认同、赞

赏他们的选择、判断。然而 ,在 矛盾冲突中 ,父母

凭借体力、经济、经验等方面的优势成为亲子关系

的优势方 ,从而将 自己的意愿强加给作为弱势方

的子女 ,亲子之间缺乏交流 ,缺乏相互理解 ,难以

建立起平等的民主的亲子关系。这样 ,亲 子关系

成为了一种单向的
“
不见子女

”
的关系。

第二 ,父母过度关注子女的学业与子女追求

多样性发展之间的矛盾。一方面 ,父母从传统的
“
学而优则仕

”
的功利观出发 ,将 学习作为获取 良

好职业的手段 ,单纯强调子女的智育 ,甚至只关注

知识获取的状况 ,人为地阻碍了子女的全面发展 ,

割裂了各种发展要素之间的联系。这样 ,不 仅对

学校教育施加了直接压力 ,使学校教育向应试化

发展 ,而且 ,造成儿童身心发展的缺失 ,如 在品德

发展方面缺乏责任心、集体观念、艰苦奋斗精神

等。另一方面 ,作为发展之中的个体 ,其社会化是

多方面的 ,其发展也是多向的 ,子女需要通过多方

面的发展来追求个体的全面发展 ,但父母为了功

利的 目的 ,却 有意地压抑子女学业 以外的发展。

亲子在学业问题上的分歧使维持亲子关系的因素

或纽带单一化 ,成为一种功利型的亲子关系 ,削 弱

了亲情在维系亲子关系之中的巨大作用。

第三 ,父母对子女的过高期望与子女的不成

熟之间的矛盾。在现实生活中 ,很 多父母不允许

子女有言行失误 ,或者是过分地放纵子女的言行

失误 ,这两种表现都是对子女不成熟性的错误认

识。但实际上 ,子女作为成长之中的个体 ,其行为

存在失误是允许的 ,一 定的心理 自由与心理安全

是子女健康成长的条件 ,也 是子女不成熟的身心

素质的要求。子女的发展是循序渐进的过程 ,父

母过高的期望只能掩盖子女的不成熟性 ,迫使子

女违心地做出
“
符合

”
父母期望的行为 ,使亲子关

系成为一种缺乏真实性和信任的亲子关系。

造成亲子关系不良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它涉

及传统文化、转型时期社会发展变化对人的冲击、

父母本身的素质等方面的因素。尽管从系统论的

观点看 ,现代亲子关系是一种双向互动关系 ,但 由

于父母在认知、行为、情感等方面的成熟和所扮演

的社会角色 ,必然要求父母成为亲子关系的主导

者 ,并在优化与改善亲子关系中发挥主导作用。

因此 ,在分析造成亲子关系的不良现状的原因时

应主要将视点集中在父母一方。有研究表明 ,亲

子关系主要受父母的各种因素制约 ,如父母的教

育水平、经济状况、生活条件、思想和性格、教育子

女的方法等 ,都起着很重要的作用 [2](⒛4页 )。

造成亲子关系不良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个方

面。

第一 ,转 型时期社会的快速发展变化增加了

亲子关系改进与优化的难度。社会转型时期 ,经

济、文化、生活方式、道德、价值观发生快速而明显

的变化 ,社会多元化与经济市场化的趋势越来越

明显 ,对 民众造成的经济压力、心理压力和生活压

力越来越强 ,这些压力很明显地反映在作为社会

基本细胞的家庭中最基本的亲子关系上 ,使亲子

关系的健康发展受到了严峻的挑战。首先 ,亲 子

双方对新事物、新观念的反映有明显的差异。一

般来讲 ,父母由于年龄的关系 ,对新事物、新观念

的接纳表现得较为被动和消极 ,比较倾向于维护

现有的价值观体系。与此相反 ,作 为子女特别是

处于青少年期的个体 ,他们以对未来强烈的向往、

饱满的激情、充沛的精力和特有的对社会发展变

化的敏感反应 ,对新生的价值观都表现出异乎寻

常的热情 ,甚至片面地不加分析地全盘接受。这

样 ,父母以传统为主的现有的稳态价值观与子女

之间以新生为主的动态价值观体系之间发生冲

突 ,使亲子关系之间的隔阂与缝隙越来越深。事

实上 ,在人类文化发展史上 ,父母对子女不满意的

现象是长期存在的,而 当子女作为父母在养育新

生一代时 ,又表露出对新生一代不满意的心态 ,从

而使亲子关系的冲突进人下一个轮回的怪圈。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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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者 M· 米德认为农业文明时代是前示社会 ,

经验起决定作用 ,父母是子女的老师 ;工业文明时

代是互示社会 ,学 习某项技能的时间早晚起决定

作用 ,父母与子女之间相互学习 ;而 现代社会 ,由

于发展变化的速度过快 ,青 少年对新生事物的掌

握先于成人 ,成 为了后示社会。青少年问题与代

沟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父辈用传统的、保守的眼

光去审视下一代的成长。其次 ,社会转型期发展

变化速度加快 ,加重了成人的生存和发展压力 ,甚

至导致了父亲
“
淡出

”
家庭。不少父母对生活、工

作、家庭失去了必要的信心 ,对待子女成长中的问

题不是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去分析引导 ,而 是主

观地将个人的怨气和挫折反射到子女教育之上 ,

特别是在下岗和再就业的压力之下 ,很多父母无

法将子女教育放在重要的地位。不少父亲迫于工

作、生活压力 ,“ 淡出
”
家庭。研究表明 ,当孩子们

处于父亲不在 ,母 亲会将子女养育方法转变为一

种更独裁的形式 ,无论是男孩还是女孩 ,都会经历

一个有害的个性发展过程[3](sT2页 )。 再次 ,父

母对转型时期人才观的错误理解。不少父母认为

市场经济需要的是知识型人才 ,认为读书越多越

好 ,没有认识到社会多样性发展对人才素质多样

性的要求 ,更 没有认识到知识、能力、素质三者之

间的辩证关系,把 子女的成长简单地理解为知识

的获取 ,忽视了生理的、心理的、道德的健康发展。

而子女从本身的潜能和对社会发展的理解出发 ,

则重视素质的养成与个体多样性的发展 ,这种冲

突必然引发亲子双方在子女发展导向上的歧见。

第二 ,传统的子女教养观念制约了现代亲子

关系的形成。由于不少父母缺乏对新事物、新观

念的积极有效的反应 ,在对子女教育的观念上仍

因循传统 ,从而制约了现代亲子关系的形成。首

先 ,在不少父母的言行中体现了传统文化对儿童

的两种对立观并以此作为家长教育子女的出发 、

点。一是儿童幼稚论。在传统中
“
小孩不懂事

”

是不少家长的口头禅。认为子女是成长中的个

体 ,认知、情感、意志、行为等各方面均不成熟 ,夸

大儿童的幼稚性 ,从而对儿童采取包办或干涉的

态度。这大大地延缓了儿童的社会化进程 ,特别

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强调竞争与个体的独立能

力 ,这种延缓更为明显。二是儿童成人论。对儿

童行为的结果以成人的标准去判断 ,对儿童要求

过分严厉 ,甚至近乎于苛刻 ,没有以年龄特征来区

分儿童 ,对少年老成者给予过多的赞誉 ,而对活泼

开朗好动者则斥之为顽皮。这主要表现在不允许

子女的过失 ;要求子女的言行必须与成人的言行

看齐 ;以 成人的兴趣爱好要求儿童 ,常常对儿童表

现的童趣、童稚、童心进行嘲弄与讽刺 ,从而认识

不到童真的价值。童真的实质是儿童在不同发展

阶段表现的年龄特征 ,而许多父母则对此缺乏认

识 ,没有将它作为儿童教育的出发点与基础。其

次 ,不少父母视子女为私有财产或达到目的的工

具。
“
光宗耀祖

”
、
“
子承父业

”
的思想在很大程度

上支配着众多父母的言行。不少父母用自己的想

法替代子女的言行 ,导致子女言行的判断标准是

父母的好恶。将子女的视野约束在家庭及周边范

围内,没有将其引导到社会发展的大背景、大环境

之中。

第三 ,父母缺乏科学的家庭教育素养 ,致使亲

子关系的发展缺乏科学的指导。目前 ,有 专家学

者呼吁要实施素质教育 ,必须要
“
教家长

”
,使家

长能在与学校教育的配合中发挥主动的积极的作

用。家长的家庭教育能力偏低已经成为一个突出

的问题。首先 ,家庭教育经验化而非科学化 ,绝大

多数家长没有接受正规的家庭教育科学知识的训

练 ,对子女的教育知识来自于经验。其次 ,家长对

子女仅仅限于知识指导 ,而非品德塑造。重视知

识的作用是我国教育的传统。有研究者将这种传

统在教育中的表现概括为
“
小学是听话教育 ,中

学是分数教育 ,大学是知识教育
”
[4]。 受这种传

统的影响 ,不少父母对子女的关怀仅仅是知识关

怀。知识指导仅仅局限于对学校教育的补充 ,人

为地为子女学习加码 ,出 现了
“∫学校减负、家庭增

压
”
的情况。而家庭教育的重点在于子女品德与

人格的养成 ,但在家庭中,不少父母一是不能为子

女作榜样示范 ;二是给子女灌输自私自利的观念 ,

而不是引导子女与人合作、团结、协作 ;三 是不给

子女道德内化为品德的机会 ,不让子女有独立生

活、选择、思考的机会 ;四 是忽视了大众传媒对子

女的影响 ,对大众传媒特别是电视 ,许多家长根本

没有意识到要指导子女有选择性地接触。再次 ,

家长缺乏科学教育子女的方法。简单地从主观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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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出发是许多家庭教育的共同特点 ,在家庭中,许

多父母不懂得在父母意愿与子女需求之间寻求一

个平衡点 ,而是要么偏向于前者 ,要 么服从于后

者。缺乏对子女教育的深层次思考 ,在尊重子女、

理解子女、规范于女、指导子女方面很多家长没有

自觉的意识。

因此”从上述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传统的亲

子关系同转型时期社会发展变化的要求极不相适

应 ,探索建立一种新型的亲子关系势在必行。

新型的亲子关系必须建立在对社会转型的主

要发展倾向的科学分析之上。我们认为有五种主

要发展倾向对亲子关系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一

是人本化思潮。寻找新的人文精神 ,强 调人的尊

严、价值、理性、情感正在成为当代社会发展的主

流意识 ,以人为本的观念正逐步地深人到当前民

众的工作、学习、生活等领域。人的潜能与个性作

为个体发展的出发点与归宿已经成为素质教育的

重要理论依据。这种思潮对教育(包括学校的、

家庭的、社会的)产生全面的冲击 ,一 场教育领域

内的变革有风起云涌之势。二是民主化思潮。追

求平等、享有平等权利成为当代社会和民众的价

值判断标准之一。每个人有权表达 自己的意见 ,

也有权参与与自身相关的事务成为公众意识觉醒

的标志。在教育领域 ,长期坚持的教育者与受教

育者之间的主客体论受到挑战 ,而平等的、沟通

的、协商的、互动的教育模式成为当代教改的一个

方向。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表达各自愿望的权

利是平等的 ,享有的各类权利也是平等的,教育者

的主导作用与受教育者主动参与与自身发展相关

的事务应该也必须相互结合。三是高新技术化思

潮。科学技术在人类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越来越

明显 ,知识经济、信息技术、高新技术等不同的名

词表达了同一种趋向,科学技术的发展对促进人

类社会发展的贡献越来越大。江泽民指出
“
所谓

‘
新经济

’
,也就是人们比较普遍地认为的主要以

高新技术及其产业为基础和支撑的经济 ,目 前正

在加快出现和发展
”
。新经济下的新教育必然从

内容、培养目标、技术与方法等方面发生深刻的变

化 ,技术的发展越来越解放了人的手和大脑 ,为个

体追求更自由、更符合个性的发展提供了更大的

可能性与空间。四是可持续发展思潮。发展并非

是一时一事的极限发展 ,而是着眼于未来的有效

发展 ,只 有着眼于未来的有效的健康的发展 ,现时

的发展才是有价值的、可取的、值得提倡的。同

样 ,在教育领域内对人的发展也应建立在个体对

未来社会生活的适应的基础之上 ,知识的、应试的

教育因仅限于考试而受到了普遍的批判 ,而能力

的、素质的教育则因注重了个体未来的发展而成

为当代教育思潮的主流。五是社会多元化。在社

会转型时期 ,社会的经济成份、政治与意识形态、

管理制度与方法和人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行为

规则等均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多样性和多元化发展

趋势。社会的多元化发展为个体发展的多样性提

供了坚实的基础 ,为教育从真正意义上尊重个性

寻求到了社会支持。

基于对亲子关系的现状和社会发展趋势的分

析 ,我们认为 ,转型时期亲子关系必须实现以下四

个方面的转变。

第一 ,从功利型向人本型的转变。以人为本

是新型亲子关系建立的基础与出发点 ,也是从本

质上对传统亲子关系的彻底改造。传统的亲子关

系重功利 ,过分强调子女发展的社会需求导向,父

母判断子女发展的标准是功利的、即时性的。而

人本型亲子关系则要求以子女的个性、潜能、意愿

作为发展最重要的基础 ,父母对子女发展的判断

标准是人本的、指向未来的。要实现从功利型向

人本型转变 ,父母在与子女相处时要考虑三个标

准。一是是否依据子女的潜能。每个人的潜能是

不相同的 ,对子女的培养要考虑子女的发展潜质

和发展的可能性。随着社会多元化趋势的进一步

发展 ,教育目标多元化成为教育现代化的重要趋

势之一 [5]。 二是是否依据子女的年龄特征。父

母对不同年龄阶段的子女提出的要求应该而且必

须要有区分。忽视子女的不成熟性和功利性 ,以

成人标准要求子女必然是揠苗助长。三是是否依

据子女的个性。个体的个性是个体区别于其他个

体的本质特征 ,丰富多彩的个性为社会的多样性

发展提供了各种可能性。子女的成长应考虑其自

身的个性因素 ,对子女个性的认同就意味着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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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了成长的自由。父母的态度与子女的态度在

个性认同上往往是难以一致的 ,父母应改变社会

功利性的教养观念 ,对子女的成长应更多地考虑

子女的个性 ,而非暂时性的功利 ,要注重指向子女

的未来。

第二 ,从单向被动型向双向互动型转变。在

教育社会学中,普遍的观点是将家庭视为一个具

有
“
面对面

”(face∞ 桅ce)交往特点的初级群体。

由于家庭成员人数较少 ,且相对稳定 ,因 而相互之

间互动的频率很高[6](叼7-478页 )。 可见 ,家庭

关系具有发展成为互动关系的便利条件 ,但在传

统的亲子关系中,这种便利条件并没有成为现实

优势。在传统亲子关系中,父母与子女的关系是

教育与受教育、主动与被动、指令与服从 ,甚 至是

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而新型的亲子关系则要求

父母与子女之间是相互促进、相互指导、共同发展

的互动关系。在传统的亲子关系中只有单向的
“
教子女

”
,而新型的亲子关系则要求

“
教子女

”
、

“
教父母

”
同时共存。承认在亲子互动之中,不仅

子女能健康成长 ,而且父母也从子女的成长中受

到有效的影响 ,使亲子关系进人良性的互动循环。

有研究表明 ,今天的孩子成长在社会转型时期 ,他

们身上已出现较多的符合时代精神的社会性品

质 ,他们的知识面宽 而新 ,发展潜能大 ,已 有能力

影响成年人 [1]。 判断互动的标准有五条。一是

亲子之间是否相互理解。理解是互动的前提 ,在

理解的过程中,亲子之间在需求、情感、合作等方

面逐步走向一致。这对长期以来
“
严

”
字当头的

亲子关系是一种挑战 ,“ 严
”
字关系使亲子之间产

生的心理上的隔阂、拒绝成为亲子关系之中的主

要障碍。二是亲子之间是否相互宽容。在理解的

基础之上 ,宽容是建立和谐的亲子关系的主要条

件 ,特别是对处于发展中的子女来讲 ,父母对待其

失误或过错的态度对子女的人格健康有重要的作

用与意义。积极的宽容是父母高层次高水平的理

性行为。同样 ,子女在父母积极的宽容态度之下 ,

理解、认同父母的行为也才有可能。当然 ,宽容并

非纵容 ,宽容考虑的是个体的需要与社会价值判

断双重标准 ,而纵容则仅仅以个体的需求为导向。

三是亲子双方是否相互信任。相互信任意味着亲

子双方对各自的道德、行为、能力、责任心、进取心

的认同与赞许。当前 ,在亲子关系中普遍存在着

指责与猜疑的情况 ,特别是不少父母不愿意坦诚

地承认 自己的失误 ,而 同时又强化对子女失误的

惩戒。四是父母是否承认子女 日益发展的行为能

力。对子女行为能力的否认是亲子互动的又一重

要障碍 ,许多父母对子女的能力采取不信任或忽

视的态度。即使子女的建议是合理的 ,但父母仍

然不重视、不接纳 ,没有思考过从子女身上学点什

么的问题 ,而始终以父母权威论出发 ,不愿正视 自

身在对社会发展变化适应方面的无能。五是亲子

之间是否存在相互学习的行为。根据 M· 米德

的观点 ,我们认为当今社会基本处于文化互示社

会向文化后示社会转变的时期 ,亲 子之间在价值

观、生活方式、技术与知识方面应该有互相交流行

为的存在。

第三 ,从训诫型向询导型转变。传统的亲子

关系强调父母的权威 ,重视指示、命令等训诫性言

行对子女教育的作用。然而 ,在 转型社会 中这种

传统的亲子关系必然受到挑战。约伯格在讨论技

术先进的社会 中抚养儿童趋势时 ,建议
“
削弱家

长在哺育孩子上存在的命令意义 ,即 那些更有灵

活性的 ,在生活中更有选择性的双亲能哺育出对

另外集体人的更有忍耐性、更忠诚、善于进行内心

的反省、较少性抑制以及对立情绪很小的孩子
”

[3](367页 )。 可见 ,非命令主义的亲子关系对个

体成长的重要性。虽然我们倡导平等的、民主的、

互动的亲子关系 ,但是另一方面 ,在亲子关系中还

应认识到父母是起优势作用的一方 ,因 为父母在

心智成熟、生活经历、社会关系、社会角色方面均

比子女有优势。在
“
询导

”
中 ,我们特别强调

“
导

”

即父母科学指导对子女成长的作用。判断是否实

现由训诫型向询导型转变 ,主要有以下三条标准。

一是父母对子女的指导是否以咨询方式进行。咨

询是建立在平等、互信而咨询者具有一定优势的

基础上的新型关系 ,与传统的指令有本质的区别。

二是询导的内容是否与学校教育的内容有所区

分。询导的内容应该是以生活指导、品德形成指

导为主 ,学业指导主要应由学校承担。当然 ,家庭

也应涉及学业指导 ,但 重点应该在前两类指导。

三是是否强调了非权威化倾向。在询导中,父母

的角色不是权威者 ,而是关心者、支持者、帮助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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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必须改变那种惯于发号施令 的家庭教育方

式。

因此 ,亲 子关系的转型是全方位的。随着社

会转型进程的发展与逐渐终结以及社会现代化 目

标的逐渐实现 ,一种新型的、人本的、互动的、询导

的亲子关系必然成为亲子关系的未来走向。

要建立新型的亲子关系 ,需 要社会、家庭、学

校、儿童 自身等多方面的努力 ,将它们作为一项各

因素相互作用的系统工程来对待 ,单一因素的作

用难以改变亲子关系的不良现状。

第一 ,转变观念 ,树立科学的儿童观。许多父

母在社会转型时期一方面对事物的发展变化缺乏

反应能力 ,特别是对价值观的多样化和知识经济

的挑战感到普遍的失落与恐惧 ,另 一方面又极力

用固有的知识、观点去指导子女的生活。因此 ,解

放思想 ,转变观念对于父母来讲具有重要的现实

意义。它可以使父母在平等的基础上认识 自身 ,

认识子女 ,而且可以使亲子之间相互补充、相互协

调、相互促进 ,进人 良性互动。要做到这点 ,不仅

需要吸收新的价值观作为支持 ,同 时更需要勇气 ,

彻底地放弃传统的
“
父道

”
思想 ,实事求是地面对

社会的发展变化 ,承认 自己应该也可以向子女学

习一点什么。转变观念 ,更重要的是树立科学的

儿童观。正确认识儿童身心发展的规律与特点 ,

在处理子女的关系中按规律办事 ,摒弃传统的落

后的与社会发展不相适应的儿童观。儿童观包含

了众多内容 ,从宏观视野来看 ,主 要涉及 四个方

面。一是儿童是具有主体性的个体。儿童具有积

极成长的愿望与动力 ,儿童有 自己的想法 ,同 时 ,

儿童也是有个性的 ,儿童与儿童之间是有所区别

的。二是儿童需要尊重与信任。尊重与信任是个

体人格建构的重要因素 ,是 促进个体健康发展的

基础与动力。父母应承认子女行为的价值 ;父母

对子女的事务要多与子女商量。三是儿童的成长

需要充分的心理 自由。心理 自由是个体在没有外

界压力的情况下 自主地处理与个体相关事务的一

种`b理状态 ,它对个体的成长特别是创新能力与

实践能力的养成具有重要意义。从个体发展的历

程看 ,随着年龄的增长 ,个体对行为负有的责任越

来越大 ,年幼的儿童在年龄特征许可范围内 ,一切

失误与过失更多地应理解为对社会、对 自然、对他

人的一种尝试或探索性的行为 ,既要允许儿童的

失误存在 ,同 时又要教会儿童避免失误是父母的

双重职责。四是儿童具备可塑性。儿童具有多样

性发展的可能性 ,儿童行为的改变相对于成人而

言较容易 ,年龄越小 ,个体的可塑性越强。

第二 ,开设家长学校 ,优化家长的知识与能力

结构。就 目前学校教育的现状而言 ,学校对学生

的教育是双重的 ,既要
“
教学生

”
,又要

“
教家长

”
。

“
教家长

”
是学校教育的有效形式 ,可 以真正地将

影响儿童发展的两种重要 因素有机地结合在一

起。目前 ,有许多学校不重视家长学校的工作 ,认

为其可有可无 ,致使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之间严

重脱节。家长学校主要应向家长传授基本的教育

学、心理学、生理学知识 ,使家长对子女的发展有

较为正确的基本认识 ;要 向家长传授科学的家庭

教育方法 ,使家庭教育能真正具有调动儿童成长

成才的积极性 ;还要 向家长通报学校教育的重要

内容与措施 ,建立双方的反馈机制。另外 ,在条件

许可的情况下 ,要 引导家长研究家庭教育中存在

的一些问题。通过家长学校的工作 ,使 家长的知

识结构与能力结构 中增加
“
如何教育子女

”
这一

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三 ,建立各类咨询辅导机构 ,加 强对亲子关

系形成的指导。目前 ,我 国咨询业发展没有达到

与现代化要求相适应 的水平 ,家庭咨询更没有普

及。由于父母 自身不可能克服与拒绝的因素的影

响 ,在亲子关系的改善中父母难以把握主动权 ,需

要有专业人才对他们进行咨询、指导 ,使他们走出

教育子女的误区 ,以 积极的心态来改善亲子关系。

主要包括心理咨询、家庭教育咨询、青少年职业走

向咨询、子女发展状况诊断等 内容。咨询与辅导

的目的在于加强对亲子关系形成的指导 ,使亲子

关系在形成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与障碍能及时得到

处理 ,从而使亲子关系的发展始终具有一种健康

的态势。

第四 ,引 导儿童 ,促 使儿童
“
理解父母

”
。尽

管我们强调在亲子关系形成 中 ,父母是起优势作

用的一方 ,但在亲子互动之中 ,子女的作用是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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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视的。子女对父母的理解 ,甚 至
“
教父母

”
,是

亲子互动链条之中重要的一环。特别是现阶段父

母在生活压力、工作压力明显加重的情况下 ,强调

子女对父母的理解是促进亲子关系良性发展的重

要基础与条件。学校应加强子女
“
爱父母

”
的教

育。爱父母主要表现在两方面 ,一 方面要教育子

女正确认识父母的社会地位 ,不将父母 的社会地

位与其他人进行不恰当的比较。另一方面要教育

子女尽可能分担父母的压力 ,在家庭 中力尽所能

地处理一些 日常的生活事务。
“
理解父母

”
又反

过来成为父母
“
理解子女

”
的进一步动力。

在社会转型时期亲子关系的发展呈现的不 良

状况是社会转型过程 中的必然现象。同时 ,随着

社会转型的深入 ,亲子关系也必然朝人本化、互动

化、询导化方向发展。亲子关系直接影响到儿童

生长的第⊥环境 ,可 以说 ,关注亲子关系就是关注

儿童发展的未来 ,关注民族素质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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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re are more and more contradictions and connicts existing between parents and chil~

dren in the issues of Ⅱnutual understandings, emotions, ways of behaviour and others during the transfor-

mation period,showing an obviously unhealthy tendency。 The m耐 or causes he in the impact of transfor-

mastion upon the opti1η um of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the restrictions of the traditional child-raising

views on the m° dem concepts of the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as well as the parents’  lack of scienti丘 c

faΠlily education qualities。  While social development tends to be human, democratic and hitechnical,

new types of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should be of humanity, interaction and counsel。  This new type of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should adopt scientific chⅡd~raising viewpoints through changes of idea, parent

education school with the ahn of opthnizing the structure of the parents’  knowledge and capabilities, vari-

ous kinds of counselling and tutoring institutions for the purpose of strengthening the forrnation of parent-

child relationship, and learning to ‘‘
understand parents”  by giving guidance to the ki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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