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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学校与家庭教育对少年儿童品德培养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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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二胎生育政策的逐渐开放，家庭教育也变得尤为重要，长时间居家模式使得家长与孩子有了很长时间的交流与沟

通，同时也产生了许多的矛盾。无疑对家长的家庭教育提出了新要求。本文从家庭教育方式的角度出发，究其矛盾主体和起

因。从矛盾主体以及成因阶段考虑，并根据其问题提出相应解决方案与建议。为新时期家庭教育提供相应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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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gradual opening of the second child birth policy, family education has become particularly important. The 

long-time home-based model has made parents and children have a long time of communication and communication, but also 

produced many contradictions. Undoubtedly, it puts forward new requirements for parents' family educ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amily education, this paper studies the subject and causes of the contradiction. From the main body of the contradiction and the stage 

of its causes, and put forward corresponding solutions and suggestions according to its problems, so as to provide corresponding help 

for family education in the new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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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二胎政策全面开放的消息快速传播，不少家庭加

入了二胎家庭的行列，家庭教育也慢慢成为一个社会热点

问题。习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强调办好教育事业，家

庭、学校、政府、社会都有责任，家庭是人生的第一所学

校，家长要上好“人生第一课”。作为社会化的基本单位，

家庭应发挥其应有的影响作用，家庭作为构成社会的基本

单位，也是人生最长久的学校。习总书记多次强调要重视

家庭建设，注重家庭、家教、家风，注重弘扬中华民族传

统家庭美德。家教和家风是家庭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加

强家庭教育、营造优秀家风对于推进家庭建设和社会建设

十分重要。家长作为孩子的启蒙老师，家长正确的教育观

念及教育方式对子女的影响也是十分重要的，在家庭教育

中占据核心地位。将传统的家风建设和现代的家庭教育理

念、方式相结合开展家庭教育研究，尤其是社会工作的介

入研究，显得很有必要和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1 矛盾主体及起因分析 

1.1 矛盾主体 

第一，思想碰撞。 

快节奏的社会发展带给父母的压力。现如今祖国正处

于光速发展阶段，群众的思想也越来越开放，对于发展、

创新的追求也俨然成了一种新的社会风气，随着快生活节

奏的出现，人与人的关系也越来越复杂。青少年作为社会

中的独立群体之一，许多想法和做法会受到社会风气的影

响。以享乐为核心的消费观念逐步碰撞传统的道德观念和

价值体系，影响了许多家长的思想观、价值观和社会观，

从而导致他们对子女的教育方式也发生很大的变化。在现

如今的信息化时代，成长中的少年在面临鱼龙混杂的信息

时，缺乏自主分辨和自我控制的能力，很容易受到不良信

息的影响，在海量信息面前，他们很难分辨出什么对自己

有利，什么对自己不利，不正确的选择也会使他们造成对

道德品质的影响。这两者之间的碰撞实则是两种不同主流

价值观下两种思想方式的碰撞。 

第二，网络、媒体对孩子带来的负效应。 

随着手机、电视和互联网传媒的的普及化，传播学研

究者指出，在少年儿童可塑性最强的时期，电视、电脑等

媒介为他们提供了现实社会的实景和未来向往的模型，因

而电视媒介对幼儿发展的影响越来越受到人们地关注。家

家户户都有互联网更是一把双刃剑。互联网会给孩子的学

习生活带来许多便利，但同时网络信息良莠不齐，已给孩

子带来负面影响。丰富的网络信息往往能吸引孩子们的注

意，从而减少了家长与孩子沟通交流的机会、给孩子的社

交能力带来副作用；还有可能影响孩子的作息与生活，进

而影响学习成绩。 

第三，网络游戏对于孩子的吸引力以及防沉迷的失效

和家长的放纵式管理。除了疫情的影响外，2021 年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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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双减”政策也改变了现如今的教育形势，孩子外出补

课的时间变得更少了，相对而言在家的时间就更多了，养

成自觉性对于孩子之后的学习生活也变得更加重要，这时

候就更需要家长的家庭教育能力，在孩子需要沟通交流的

时候，如果因为家长自身的工作压力而让孩子拿着自己的

手机去消磨时间，解放自我，对于孩子的行为没有正确约

束，这种放纵式管理不利于孩子的家庭教育。 

1.2 成因 

1.2.1 精神教育匮乏 

随着我国社会的快速发展，教育体制的逐渐成熟，许

多家长非常注重子女的物质需求。原因在于许多孩子家长

小时候物质比较匮乏，在他们心里给孩子提供好的物质条

件很重要，会尽自己最大所能满足孩子的物质需要，对孩

子过分溺爱，甚至还有许多攀比现象，在看到比自己条件

好的孩子时，盲目跟风。这种行为同时也会影响到孩子，

助长了孩子的攀比心理。还有家长认为，物质满足是证明

自己实力的表现，盲目追求奢侈生活，从小溺爱孩子的行

为也并不少见，但现如今整体社会物质生活都更加丰富，

对孩子更重要的是精神上的满足，只给孩子提供物质需求

的满足，这样的教育不利于孩子的健康发展，也阻碍了孩

子个性的发挥。 

1.2.2 品德教育缺失 

教育可以分为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我国

的传统文化和家庭教育方式息息相通。自改革开放以来，

许多家长的思想也逐渐受西方观念的影响，对家庭教育的

重视程度逐渐降低，从对家庭教育以道德为核心，逐渐转

变为只把学科知识教育放到第一位，缺乏了对孩子的思想

品德教育，个人主义、竞争、努力、开放、平等，许许多

多的新理念注入人们心中。家庭教育的缺失和失位致使中

国许多家庭教育出现问题，道德品质教育和心理教育是家

庭教育中不可或缺的一环，但是对于激烈的教育竞争、不

均衡的教学资源威胁下，家长和学校往往把知识教育放在

第一位。然后这样忽视学生的个人品德教育会带来负向作

用，心理不健康的孩子也更难在学业上取得好成绩，对于

孩子的成长以及之后面对事物的处理都会带来消极负面

影响。 

1.2.3 骄纵溺爱成风 

习总书记曾说：“世间事，做于细，成于严。从严使

我们做好一切工作的重要保障。”部分家长对孩子的要求

无下限的满足，对于孩子宽容过度。还有一些家长时时刻

刻守护孩子，不让孩子受到任何委屈，这种行为会让孩子

过分依赖父母，无法独立自主，也影响了孩子形成正确的

价值观。对于本身价值观就存在问题的家长，教育出的子

女往往更加偏颇。家长对孩子学习上的管理应松弛有度，

有些家长过于管制子女的学习，反而会起到反作用，例如

孩子在闲暇时间应帮爸爸妈妈分担家务，一些家长却认为

省下的时间应该用来学习，这样孩子缺乏自由空间，很难

培养成自由独立的性格。美国哲学家弗洛姆曾指出：“教

育的对立面是操纵，它出于对孩子之潜能的生长缺乏信心，

认为只有成年人去指导孩子该做哪些事，不该做哪些事，

孩子才会获得正常的发展，然而这样的操纵是错的”。 每

个孩子都有独立的人格，对于孩子的管理，把握“度”很

重要。 

1.2.4 极度自我主义 

高职、高知、高薪“三高”人员对孩子的教育方式不

一定比低收入、低学历家长的教育更有成效。缺少对孩子

的德育工作的教育，培养出来的高学历、高能力的人，也

不一定是“人才”，因为缺少道德的约束教育，反而可能

作出出格之举。每个孩子都是不同的，不能完全通过成绩

的好坏来评价孩子，绝大多数家长对孩子的成绩期望都比

较高，给孩子太多的压力，容易让孩子感到焦虑，而没有

达到期望的父母往往会有挫败感，长此以往造成恶性循环。

对于孩子来说，应注重因材施教，把孩子培养成为身体健

康、人格健全、品质优秀的人才是家庭教育最基础也是最

关键的一步。 

高水平的家教方式的表象更多是鼓励式教育。然而许

多家长驾驭孩子水平较差，使用专制、惩罚等行为来教育

孩子，不跟孩子把道理讲清楚，这种偏执教育方式也会导

致孩子更加偏执。许多“三高”家长认为自己已经很优秀

了，对孩子的期望更高，希望孩子在各个领域都很优秀，

为了达成这样的目的，这些家长不在乎金钱投入，不惜代

价给孩子报名了许多补课班、特长班、在学校作业完成的

基础上，再给孩子加码。这种不正确的家庭教育方式不但

会增加孩子心理压力，还会让孩子出现厌学、逆反的心理， 

1.2.5 不够尊重孩子 

许多家长认为孩子是自己的私有财产，无论什么事都

要听从父母的，但在现如今，家庭中的少年儿童大多数为

独生子女，孩子自我中心意识较强。而 3-12 岁的孩子正

是在“前道德阶段”和“道德他律阶段”。家长对于大多

数事情都按照自己的想法思考，殊不知孩子和家长的想法

是不一样的，在意见有分歧时，许多家长会选择按照自己

的思路行事，没有顾及孩子的想法，长此以往对孩子，会

容易使孩子出现极端性格，孩子要么很叛逆，要么很懦弱。

比如家长经常因为小错误打骂孩子，后来孩子再犯错就选

择不回家来避免挨打，父母花了很长时间好不容易找到孩

子后，因为怕孩子再次离家出走不敢打孩子了，导致之后

每当有小错误出现的时候，孩子会用更大的错来掩饰自己

犯的小错误，形成叛逆性格。 

2 解决方案与建议 

高明的家长会倾听。换句话说，可以倾听孩子的心声，

也是家长的幸运。孩子愿意和家长沟通是出于对于家长的

信任，家长应该以尊重孩子的态度为前提，再为和孩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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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通创造好的条件。耐心聆听是前提，尽量让孩子多说，

非必要不要打断，选择合适的时机再给出想法与建议。要

多站在孩子的角度理解孩子，耐心倾听，在倾听时，尽可

能的换位思考，发自内心去关心孩子，有些鸡毛蒜皮的小

事对于家长来说可能不以为意，但是对于孩子来说可能是

建立人生观的重要节点。在孩子说话时，尽可能不要打断，

孩子们总是喜欢把自己的小情绪分享给父母，如果家长没

有做到耐心听完、听一半就不听了或者只听坏消息，不听

好消息，孩子会觉得父母并不真正关心自己的感受，说了

也没有用，进而变得沉默寡言。 

有心理学研究表明：一个信息的表达，语言占 7％，

声音占 38％，表情占 55％。所以说家长对于孩子的情绪

使用也非常重要，再好的教育可能毁于一声“吼”。在与

孩子沟通时，家长应多加注意讲话的语气，在和孩子说话

时，少用祈使句，更不要对孩子凶巴巴地讲话，不要摆出

一副高高在上到态度，要做孩子最知心、最可靠、最信赖

的朋友。要做到尊重孩子，一定不要伤害孩子的自尊。孩

子也是独立的个体，有着独立的意识和思想。在日常生活

中每个人都需要被尊重，孩子也不例外。家长和孩子的信

任是相互的，要给予孩子充分的信任，这样孩子在遇到问

题时，才会主动与家长沟通，及时解决问题；但同时家长

也要尊重孩子的隐私，给孩子保留充分的个人空间，这样

亲子之间才能进行有效的沟通。 

正确使用奖惩措施，会对教育孩子起到很好的辅助作

用。但奖惩应适度，方式也要得当。在对于少年的教育中，

对孩子说一些称赞鼓励的话，往往比批评孩子更能起到积

极的作用，有一种说法是好孩子是夸出来的，这句话就具

备一定的道理，但如果不分是非的夸赞孩子反而会让孩子变

得自负，这种时候就需要改变策略，否则容易适得其反。对

于大多数家长来说，给孩子奖励的目的也是为了让孩子们形

成良好的道德品质，增强孩子们的自信心，那么在肯定孩子

的表现的同时，让孩子形成良好的道德规范，进而提升孩子

的道德品质。但同时，给予孩子奖励的方式要得当，不能让

孩子为了得到奖励才好好表现，丧失了赏罚分明的初心。 

家庭为基石，理想家庭教育的根本来自与好的家庭状

态。在现如今的家庭教育中有一句这样的歇后语——家长

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这句话的意思是，要是想教育

好孩子，除了要更新学习教育孩子的方法外，还需要给孩

子提供一个健康、和谐家庭环境。一个稳定的婚姻状况和

和谐的家庭氛围才是孩子接受一切教育的前提和保障，在

重视家庭教育之前，首先要做好家庭建设，家庭是一个孩

子在成长道路上强相关的“微系统”，在现实生活中，许

多孩子出现的问题的根本就来源于原生家庭。美国社会学

家戈夫(W．Gove) 指出，家庭在青少年犯罪中扮演关键角

色是在对偏差、越轨行为研究中最瞩目和最经常重复的发

现；也有研究发现，存在严重行为问题的青少年往往也存

在着家庭教育环境差等问题，主要表现为父母感情不和、

经常吵架等等。由此可见，优秀的家庭环境有利于培养孩

子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 

俗话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这对于家长和孩子

来说就十分重要，对于年龄越小的孩子，榜样的力量就越

大。家长是陪伴孩子度过童年时间最多的人，家长的一举

一动都会对孩子耳濡目染，在孩子形成稳定三观之前，便经

常会效仿家长的种种行为。换句话说，在孩子面前做好自己

就可以使其树立心中的良好榜样，养成更好的行为习惯。 

家长和学校的正确配合，也有利于共同促成孩子的进

步。和学校教育差距最大之处就在于每个家庭对孩子的教

育方式不同，大多数家长没有教育经验，不知道如何教育

孩子才是对孩子最有利的方式。“家校合作”可以很好地

解决这个问题，它既要求家长参与学校教育，也要求学校

和老师对于家长的教育方式正确指引。随着网络技术的发

展，各类线上传播媒介也为家校合作提供了更多的可能。

相比家长，学校对于孩子在每个阶段出现的问题都更有经

验；相比学校，家长又对自己的孩子更加的了解。自疫情

以来，家长和学校、老师在线上沟通的机会越来越多了，许

多网络服务也为家长与学校和老师的沟通提供了许多技术

支持；从早期的可以线上发布家庭作业，到后面可以以上网

课的方式连麦沟通，都为家校合作提供了更多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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