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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加强家庭建设、养成良好家风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华传统美德的重要任务。

家庭教育是人生的起点，也是学校和社会教育的基础。近年来，许多父母未能履行教养职责，

导致教育困境。此外，受传统儒学影响，中国式家长在家庭教育中一意孤行，缺乏专业知识，

教养观念陈旧，施教方式粗暴，导致亲子关系紧张。家长式领导中的纪律性、权威性与仁慈性

在中国家庭教育中有相似表现。新时代呼唤新的家庭教育价值观，为家长提供教育思路的转变，

注入新的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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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trengthening family building and cultivating good family traditions are essential tasks in
promoting socialist core values and traditional Chinese virtues. Family education is the starting point of
life and serves as the foundation for school and social education. In recent years, many parents have failed
to fulfill their educational responsibilities, leading to various educational challenges. Additionally,
influenced by traditional Confucian values, Chinese parents often impose their educational beliefs
without considering their children's needs, lacking professional knowledge and relying on outdated and
rigid teaching methods, which exacerbates parent-child tension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arental
leadership—discipline, authority, and benevolence—also manifest in Chinese family education. The new
era calls for a renewed perspective on family education, offering parents new insights and approaches to
improve their educational practices.
Keywords: Family education; Chinese parents; Parental leadership;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Traditional Chinese family

引言

在家长式领导的视角下，中国传统家庭教育常以“居高

临下”的方式进行，导致父母与子女关系不对等，亲子关系

疏离，进而引发教育问题。父母往往以领导者的态度安排子

女的生活和人生规划，甚至将子女视为生命的延续，寄予过

高期望，这种教育观念忽视了孩子的个体能动性，剥夺了他

们选择生活的权利，导致责任与爱的迷失。许多家长未意识

到自己的义务与责任，造成父母付出与子女回应之间的错

位。责任与爱的失衡在家长式领导的影响下，使家庭教育问

题愈发严重。我们应直面这些问题，更新家庭教育理念，明

确爱与责任的边界，并在进步的时代中审视和改进教育方

式，避免重蹈旧式教育的覆辙，才能实现真正的教育进步。

一、家长式领导的内涵及特征

家长式领导体现了中国商业组织中的家长制传统，不仅

指导工作，还关心下属的私人生活。Farh和 Cheng将其定义

为一种结合强有力纪律与威权、父亲般仁慈及道德廉洁的领

导形式，主要包含威权领导、仁慈领导和道德领导三个维度。

威权领导强调权力和控制，要求下属无条件服从；仁慈领导

则关心下属的个人与家庭幸福；道德领导通过展现个人美德

获得下属尊重与支持。家长式领导的效能依赖于下属的反

应，如果下属不表现出顺从、感恩和效法，家长式领导的效

能将受到影响[2]。

家长式领导的基本特征包括纪律性、权威性和仁慈性。

纪律性指管理程序的规范和系统化；权威性则指管理者的独

裁倾向，策划和执行都处于主导地位；仁慈性则体现管理者

对下属的全面关怀，以及表现出个人美德、自律和无私等品

质。

二、中国传统家庭教育中的主要困境

（一）隔代教育问题

“中国式隔代抚育”指的是年轻父母因工作压力将抚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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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责转移给祖辈，这种现象在缓解育儿压力的同时，也引发

了代际矛盾，对儿童、家庭乃至社会关系产生了多方面的影

响。

随着信息社会的发展，许多家庭将教育责任交给祖辈。

然而，祖辈的教育理念往往简单粗暴，认为教育应从孩子入

学开始，这显然是不妥的。隔代抚育还可能导致孩子与父母

之间的亲疏嫌隙，在成长过程中缺失父母的陪伴，使孩子在

人格发育上出现问题，如敏感、自卑、怯懦等。隔代的爱无

法替代父母与子女之间的亲密关系，著名教育家裴斯泰洛齐

曾提到，孩子在道德培养中首先需要感受到对母亲的爱，才

能形成健全的道德观念。父母爱的缺失会在孩子心中留下难

以愈合的创伤。

（二）亲子交流时间少

亲子交流时间少的深层原因在于经济和文化因素。经济

方面，许多家长为了提供更好的物质条件和教育资源，牺牲

了陪伴孩子的时间，误以为这种付出能换来孩子的感激，殊

不知缺乏的亲子交流会在孩子心中留下疤痕。文化方面，尽

管父母在家，但他们常因疲劳而沉迷于手机、追剧、游戏，

忽视了与孩子的交流，甚至完全依赖智能工具进行情感沟通

和学习辅导，使家庭关系变得冷漠。

许多家长面临两难选择：一方面，他们必须为了孩子的

教育和生活条件努力赚钱，甚至外出打工；另一方面，孩子

在成长关键期需要更多的陪伴。家长往往忽视夫妻情感建设

和家庭功能，只关注孩子的教育和物质需求。家长应平衡家

庭经济功能与教育功能，既不能忽视孩子的教育，也要认识

到教育投入的收益有限，避免过度强调“再苦不能苦孩子，

再穷不能穷教育”的理念。

（三）父母的攀比心理

中国传统家庭教育中，家长的攀比心理尤为显著，特别

是在孩子的学习成绩和排名上。这种攀比心理多见于农民和

工人阶层，他们将孩子的教育视为阶层跨越的唯一途径，过

度关注成绩和排名。一旦孩子未达到预期，便开始与“别人

家的孩子”比较，这种教育方式往往导致孩子成年后出现自

卑、敏感、懦弱等问题。

许多家长将教育视为“生意”，以分数为衡量标准，甚

至用分数评价学校和教师。这种病态的育人理念和教育目

标，使家庭教育失去了真正教化的作用。近年来，我国的家

庭和学校教育都被统一的教育目标束缚，导致教育“千篇一

律”。然而，每个孩子都是独特的，教育的目的是促进生命

成长而非单纯追求成功。家庭教育应尊重个体差异，挖掘孩

子的独特性，提供个性化教育方案。教育更像农业，需要爱

与关怀，而无休止的比较则是有害的毒药。

（四）家长缺乏学习和反思的意识

随着时代的发展，教育方式也需要不断更新和进步。然

而，许多传统家长认为教育孩子只是依赖人生经验，不重视

科学的教育学和心理学知识。他们往往以旧时的教育方法对

待现代儿童，忽视了时代的变化。这种滞后的教育观念可能

带来严重后果，提醒家长应对教育持谨慎态度。

为了孩子的长足发展，家长应反思如何提升孩子的学业

和道德品质，并培养他们的反思意识和自我认知。不同学业

状况的学生需要不同的教育方法。对于中等生，家长应帮助

他们夯实基础、培养良好习惯，并给予情感激励。对于学困

生，家长应通过实践活动和多角度的鼓励，提升孩子的自信

心和自我效能感。家长应积极与学校和教师合作，及时更新

教育观念和方法，综合实施教育。杜威强调，教育应随着时

代的进步不断改造和适应，保守的教育方式不利于社会的进

步，教育的本质也应与时俱进。

（五）父教的缺失

父教指父亲在家庭教育中的责任与影响，涵盖了父亲应

承担的教育职责和对子女的教育活动。父教缺失并非指父亲

角色的完全缺乏，而是指父亲在家庭教育中作用的不足。良

好的家庭教育应是父母共同参与，而不是传统的“男主外女

主内”角色分工。然而，在中国传统家庭中，许多父亲将家

庭教育完全交给母亲，自己专注于外部事务，忽视了自身在

子女教育中的重要作用。这种根深蒂固的观念导致许多孩子

在成长过程中缺乏父教的引导。

三、家长式领导化的中国传统家庭教育

（一）纪律性的体现：“好孩子”的执念

家长式领导的纪律性与中国传统家长对“好孩子”的执

念相呼应。家长认为“好孩子”应吃苦耐劳、刻苦学习、尊

敬父母、乖巧听话。“懂事”的孩子常被家长和教师认可，

然而，这种“听话”教育却导致孩子失去自我、缺乏主见，

过早成熟。家长的急功近利导致孩子承受过大压力，尽管“双

减”政策减轻了学业负担，但隐形压力依然存在。部分家长

还热衷于让孩子参加各种家庭聚会，以教礼节为名，实则让

孩子过早接触成人社交，不视其为独立个体，这种教育理念

值得反思。

（二）权威性的体现：包办式的人生规划

包办式人生规划指父母为孩子安排终身计划，尽管父母

爱子心切，但这种规划往往成为孩子的枷锁。父母以权威压

制孩子，尤其在青春期冲突加剧，导致矛盾激化。理想的情

况是父母规划与孩子意愿一致，但这类情况极少见；多数情

况下，父母的规划与孩子的想法不一致，导致孩子失去自主

性，感到人生只是父母生命的延续。虽然父母出发点是基于

爱，但这种方式往往令孩子感到不被理解。孩子是独立的个

体，他们需要亲自经历成长的挑战，而非由父母替他们规划

人生。真正的成长来自孩子自己的探索，而不是被父母主导

的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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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仁慈性的体现：愧疚式教育与苦难教育的交织

愧疚是人类普遍的情感体验，表明一个人的道德感在发

挥作用。父母过于美化自己的牺牲，试图通过愧疚式教育让

孩子珍惜现有生活，但这种方式往往适得其反，导致孩子产

生自卑和怯懦，认为自己是父母不幸的根源。尤其是幼年儿

童，在道德判断能力尚未成熟时，过度使用愧疚教育可能带

来负面影响。

当孩子表达压力和痛苦时，中国家长常让他们感受到更

多的苦楚，试图通过这种方式教导孩子坚韧不拔。然而，这

种教育方式往往忽视了孩子的真实感受，用成年人的视角进

行道德批判，可能导致亲子关系的破裂。苦难教育对青少年

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以往“讲大道理”的方式在今天已显

得效果有限。真正的苦难教育不应仅是灌输忍耐和吃苦，更

应通过正确的方式帮助孩子认识生活的艰辛，而不是让他们

陷入愧疚和自责。

四、新式家庭教育的呼唤和展望

（一）纪律严明，首要以身作则

许多家长重视孩子习惯和品格的养成，但往往忽视了向

孩子传达这些行为的意义。杜威在《民主主义与教育》中指

出，如果任务仅仅是执行指令而不解释意义，这种活动便成

了任性行为。许多家长希望孩子在学校学习后回家仍能继续

学习，而不是只顾娱乐。然而，这种期望应建立在家庭氛围

的培养上。如果父母下班回家后只是放松休息，却要求孩子

勤奋学习，这种要求显然不切实际。家庭教育依赖环境熏陶，

家长应以身作则，而不是以成人的标准要求孩子。孩子的天

性是玩乐和散乱的，纪律性需要通过环境和教育逐步培养。

（二）权威独断，必须由心出发

权威独断的人生安排虽出于父母的良苦用心，但往往收

效甚微。原因在于家长在制定计划时忽视了孩子的意愿，将

他们视为未成熟的个体，不认为他们的意见值得倾听。这种

单方面的决定容易引发问题。孩子的想法虽然天真，但应被

尊重和纳入决策过程，而非父母一意孤行。孩子有权决定自

己的人生，并且这些想法应与社会利益相协调。作为家长，

应放低姿态，多倾听孩子的心声，这可能解开许多看似无解

的问题。

父母应明白，孩子并不是他们生命的延续，不需要继承

父母的意志。孩子借助父母来到这个世界，但不是为父母而

来。“望子成龙”固然重要，但也需顾及孩子的内在渴求。

人生如旷野，而非轨道。父母应发现孩子的特点和优势，帮

助他们扬长避短，而不是单纯地追求分数。教育的最终目的

是促进个体成长，而非单纯的成功。只有通过真心交流，家

长与孩子才能建立和谐美满的家庭氛围。

（三）仁慈教育，呼唤教育机智

在愧疚式教育和苦难教育上，家长需要更深入的认知。

首先，愧疚式教育不应仅是让孩子感到愧疚，而应通过积极

方式培养感恩和节俭。过度的负面愧疚感会使孩子胆怯懦

弱，认为父母的辛苦是自己的责任。苦难教育的目的在于让

孩子理解苦难的价值，而不是单纯地“为了吃苦而吃苦”。

其次，家庭教育应灵活运用教育机智，找到适合自身家庭的

平衡点，不应简单延续学校教育。优秀的家庭教育有其独特

价值，是学校教育无法替代的。

教育机智包括施教方式、场所和内容。施教方式应贴近

孩子的生活，在保持父母权威的同时，尽量与孩子成为朋友，

以便更好地解决问题。施教场所应选择私密环境，避免当众

教育，以维护孩子的自尊。施教内容不应局限于学校的智育

讨论，应全面涵盖德育、体育、美育和劳动教育，帮助孩子

理解这些教育的真正内涵，而非仅关注其表面形式。

五、结语

中国传统家庭教育在家长式领导的影响下，展现出明显

的纪律性、权威性和仁慈性特征，然而这些特质在现代家庭

教育中往往引发诸多问题。家长在教育过程中，需避免过度

依赖传统经验和权威独断，反而应更多倾听孩子的声音，尊

重其个性发展，并灵活运用教育机智。新时代的家庭教育应

摒弃旧有的教育观念，培养和谐的亲子关系，助力孩子在健

康、全面的环境中成长。这不仅是家庭教育的迫切需求，也

是社会进步的重要任务。新式家庭教育的理念和实践应在新

时代的土壤中开花结果，为每一个孩子的成长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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