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研究 
第 3 卷◆第 1 期◆版本 1.0◆2020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4686 

Copyright  c  This word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90 

Education research 

基于微观视角分析家长教育的问题与对策研究 
 
佟欣  邓小平 
赣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DOI:10.32629/er.v3i1.2359 
 
[摘  要] 家长是学生的第一任教师,家庭是儿童成长和成才的第一教育场所。苏霍姆林斯提出要实现家庭教育的科学化必须要对家长进行教育

和训练,以此提高家长作为教育者的素养。本研究通过分析有关家长教育的理论,从微观角度出发探讨我国家长教育在实施过程中家长主体存在

的问题,进而分析这些阻碍的影响,最后以实际可操作为目的提出完善我国家长教育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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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家长教育的相关概念 

家长教育这个专有名词理论上没有固定的概念,许多学者对其也做出

了不同的定义。杨宝忠(2003)认为家长教育是以家庭教育组织者为对象,

提供给他们教育未成年人的科学知识和技能,培养他们正确的教育态度和

观念,使其能更有效地了解并执行自己的职责,促进家庭关系的和谐,提高

家庭教育活动效率,实现家庭幸福的教育活动过程
[1]
。李俊(2008)认为,家

长教育是以家庭教育的责任者为对象,提供给他们教育未成年人的科学知

识和技能,培养他们正确的教育态度和观念,以使他们更好地承担在家庭

教育中的职责,从而提高家庭教育的效率,促进家庭关系和社会关系的和

谐,实现家庭幸福目标的教育与培训过程
[2]
。缪建东(2015)认为家长教育

是为人父母者通过提高使自己成为称职的、有效能的现代父母
[3]
。并且他

还指出家长教育是对成人的一种终身教育。总体上概括家长教育是指以家

长为研究对象,以提升自我素质、提高教育质量为主要内容,以促进学生身

心健康发展为目标对成年人进行的一种教育。 

2 家长教育与家庭教育的联系与区别 

研究中人们在使用“家长教育”一词的过程中经常会遇到与其相关的

家庭教育这一概念,家庭教育与家长教育是一对密切联系但又有所区别的

语汇。为了提高研究的准确性,首先需要理解家长教育与家庭教育的区别

与联系。两者存在的区别：第一,目标不同。家长教育的直接目的是提高

家长的教育胜任力,最终目的是改进家庭教育。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社

会教育并列,是家庭中以提高子女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身体心

理素质为目标的教育形式；家长教育是以提高父母家庭教育能力为主要目

标的成人教育。第二,主体与教育对象不同。家庭教育的主体是家长,对象

是家庭中的未成年人；家长教育的主体是进行家长教育培训的专业人员,

对象是家长。第三,内容不同。家庭教育主要是家长以自己的经验为基础

围绕日常生活教授孩子为人处事的社会规则与社会规范的教育；家长教育

的主要内容是怎样进行家庭教育以如何进行家庭教育等方面的知识技能。

家长教育是家庭教育的前提,高质量的家长教育是家庭教育的保障,这一

过程中家长在做好自身的同时耳濡目染促进家庭中子女的成长与发展。家

庭教育的良性进行反作用于家长教育,总的来说家长教育是家庭教育的前

提需要,家庭教育是开展家长教育的内在补充。 

3 家长自身存在的弊端 

3.1不合理的教育方式 

家长的不合理的方式包括“护犊子”的家长教育与“放羊”式教育管

理”。“护犊子”也就是保姆式的家长教育是说甘于做孩子的的保姆全身心

投入到为孩子服务的准备中,这与山区留守儿童相比是天壤之别。保姆式

家长在生活中过度保护孩子,过对服务于孩子,甚至有的家长辞去工作专

门照顾孩子,在失去自我的同时也给孩子一个负面的影响。保姆式家长是

错误的的范式,那些保姆式家长正值壮年和事业黄金期,却为了孩子放弃

自己的事业,如此家长希望孩子“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而灌输给学生的思

想却与自己的行为背道而驰。保姆式家长减缓了孩子成长的速度,削弱了

孩子抵抗压力挫折的能力,致使有的孩子在进入集体生活后,无法承受挫

折带来的苦难而严重影响其正常的心理健康发展。当代社会中在温室里成

长出来的啃老族不断增多,这就是家长不舍得断奶的后果。 

“放羊式”的教育则是指家长一味的把孩子交给学校,认为我把孩子

交给学校,学校就应该替我教育好学生。2018年12月1日起施行的《江西省

家庭教育促进条例》中也对家长提出了要求：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有履行

家庭教育能力而不履行家庭教育责任,或者因实施家庭暴力等不当家庭教

育方式,侵犯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由相关单位或者组织予以劝诫、批评教

育
[4]
。所以家长教育良性进行的前提是家长的积极与正确的育人态度。 

3.2家长焦虑 

调查发现,超半数家长会对孩子的学业感到焦虑。90后家长已开始为

孩子教育“未雨绸缪”；80后“二孩”焦虑处于较高水平；75%的家长为自

身发展感到高度焦虑。伴随家庭对教育的重视程度不断加强,家长的教育

焦虑也与日俱增,家长焦虑的原因有很多,第一,根深蒂固的应试教育思

想。从科举制到现代“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高考制度加上“望子成龙,

望女成凤”的思想,家长的心态就演变成了只有从高考中脱颖而出才有希

望成龙凤,学生成绩成为影响家长幸福感的最重要因素。第二,盲目跟风与

人际攀比,家长在孩子教育上普遍存在焦虑感,在各个方面都担心孩子落

后他人,从学前班到大学乃至更高的学位都不可以落后于他人。只要有时

间就奔波于社群、校外机构组织的讲座等,他们非常信赖有“权威与专家”

背景的信息,甚至于培训机构提出的考取优秀家长资格证,家长对此也是

乐此不疲。 

家长作为主要的教育要素,家长焦虑的问题得不到解决就会直接影响

到对家长的教育、家庭教育乃至整个教育生态的发展
[5]
。家长焦虑会产生

一系列的问题,第一,助长应试教育之风。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家长焦虑的产

生就是家长侧面向应试教育妥协的一种反应,这再次与素质教育背道而

驰。第二,产生的家长不合理期待,家长对于子女的教育首先是希望子女可

以获得在社会的成功,其次是带来的社会荣誉感与自豪感。有的家长会想

当然的认为我已经付出最大的投入孩子就应该获得成功。这也说明了家长

的不合理期待所带来的连锁反应,“教育无用功”思想的加剧,这在贫困地

区体现的更加明显,家长的教育投资不断减少,使学生失去了上学的机会

也就造成了穷人圈层的怪像“越穷的地方越穷”,更是加深了“寒门再难

出贵子”的刻板印象,造成了贫穷的代际循环。 

4 家长教育弊端的改进策略 

4.1转变教育观念,合理教育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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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树立正确育人观念。从成人的角度来说家长的过分溺爱是对孩

子的不尊重。学生有选择的权利更应该具有做出选择的能力,家长应当遵

循未成年人身心发展的规律,尊重未成年人人格尊严,保障未成年人合法

权益。针对上述情况家长可以通过参加亲子交流会,家长与孩子在平等,

彼此尊重的前提下交流沟通让家庭中的矛盾充分暴露在“阳光”下,这样

才有利于后期家庭教育的开展与进行。改变“放养式教育”中被动、冷漠

的态度,当与孩子观念不一致的时候,应采用平等对话而不是粗暴惩罚的

方式。 

第二,父亲与母亲在孩子成长过程中同等重要的地位,要求父母要更

多地把注意力集中在家庭生活中,在日常生活里与孩子多交流,这种教育

方式也被社会学家弗兰克弗·斯腾伯格称为“推进式教育策略”：在平等、

善意的环境里激发孩子的潜能。家长要摒弃学校就应该教育好学生的理念

而是要清楚孩子是自己的孩子,孩子的行为就是家长的复印版,所以首先

做好自己应该做的事情,树立端正的态度才是接收家长教育知识的前提。 

4.2理性审视,缓解焦虑 

第一,在教育观念这个层面上,家长首先会要改变“成绩论”的评判

标准。家长自动放弃了本该承担的主要功能——培养学生的健康完善的

人格,反而踏上了学校教育的后尘追逐学生的分数的后尘。家长应当看

到,每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都有自己的特长和天赋。家长要学会客观

看待孩子的缺点,发掘孩子独特的优点,在尊重教育规律、遵循孩子生理

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尊重学生的选择并在此基础上与学生一起选择适合

学生发展的道路。 

第二,习总书记强调家长要用正确行动孩子教育引导子女,要善于从

点滴小事中教育孩子欣赏真善美,远离假恶丑。在日常生活中家长应：以

身作则,言传身教。首先,家长要树立正确的育人观。教师应该指导家长去

转变思想。其次,家长焦虑也与大众风气有关。改革开放40周年,经济的发

展极大地丰富了教育资源的供应,但是公众对优质资源的竞争十分激烈,

这便是大众情绪的问题。家长之间争先恐后的争取优质资源的思想所产生

的情绪可能比真正的教育问题更容易刺激到家长敏锐的知觉。这种思想影

响家长的选择,影响整个教育生态。家长应主动通过社区家委会以及社会

机构树立良好的心态,学会缓解焦虑。 

第三,重视家校合作,助推合作育人。2017年9月份教育部颁发的《中

小学德育工作指南》里面也提出了“协同育人”的实施途径与要求
[6]
。家

长树立终身学习的理念,提高自身教育素养。首先,家长在配合学校老师的

同时,不断完善自己,学习关于学生发展规律的书籍,借助互联网提高自己

学习效率。其次,可以成立家长学习小组,互相解决彼此遇到的困难,取其

精华,不断改进自己的教育方式。学校老师支持家长形成家长教育研讨会,

统一组织家长学习家长教育知识,提高家长的自身水平。例如,在学校的支

持下,组织家长在寒暑假期间针对如何培养学生健康心理进行研学旅行,

研学旅行期间教师带领家长实际接触心理咨询案例,走出传统家长会教室,

避免家长在各种培训中产生厌恶感。在学习的过程中不仅可以提高家长的

教育水平还可以提高家长对学校对教师的认同感,最重要的是可以增强家

长与孩子之间的感情
[7]
。 

苏霍姆林斯提出要实现家庭教育的科学化必须要对家长进行教育和

训练,以此提高家长作为教育者的素养,斯托夫人曾言：“伟大始于家庭。”

由此可见,家长的重要性。家长教育仍然是一项任重而道远的工作,全方

位、多角度的教育会使家长跟上孩子成长的脚步。与孩子一同进步成长,

是家长教育开展的初衷,是父母追求的目标,也是教育发展的终极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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