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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道德教育新思路 

陈少峰 

      在谈及未成年人也就是少儿的道德教育问题时，自古以来，家庭教育就占有举足轻

重的地位。而今天，由于教育环境不断发生变化，特别是应试教育吸引了家庭教育的主

要注意力，家庭道德教育的地位更加突出。正如《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

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中指出的， “家庭教育在

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中具有特殊重要的作用。” 

    在今天实施家庭道德教育，我们既要吸收和借鉴以往德育的经验，也需要

有针对性地根据少儿成长环境和受教育特点的变化，研究现代家庭在塑造少儿

人格、培养道德品质方面的新的要求和特点，家庭道德教育必要的内容扩展和

功能转换，以及面向未来的家庭道德教育的完善等问题。 

少儿成长环境和受教育特点的变化 

    我国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和社会观念的演化，以及实行独生子女教育

以后，形成了新的少儿成长环境，对少儿道德教育带来了许多挑战。这些挑战

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少儿在家庭中缺乏完整的道德教育。少儿是两

代成年人所共同呵护的对象，物质条件的满足，个性化发展，缺乏劳动锻炼和

缺乏兄弟之间的竞争与 情谊，很容易造就他们自我中心主义的心理和唯我化

的人格。与此同时，家长们过于注重子女在考试上的成绩，也容易引起过于功

利化的价值取向。其二，就学校教育来说，主要定位于传播知识和追求升学

率，师生之间有关心理健康、个人价值信念和社会态度等方面的交流明显不

足。其三，少儿所吸纳的信息量明显增强，接触 各种文化娱乐作品和参与娱

乐活动的机会明显增加，需要培养有效的辨别好坏和做出是非判断的能力，而

无论是学校教育、家庭教育还是社会教育，都未能在一个互动的系统中完成可

持续的指导。 

    在学校教育转变为以知识传播为主，社会文化价值呈现多样性的今天，家

庭教育成为少儿伦理教育的核心和纽带。然而，尽管在家庭中有更多的成年人

关注少儿的成长，但也出现了一些冲突和困扰。如《意见》中指出的，随着人

员流动性加大，一些家庭放松了对子女的教育，一些家长在教育子女尤其是独

生子女的观念和方法上 存在误区，给未成年人教育带来新的问题。首先，是

家庭成年成员的教育观念和养育方法不一致，经常导致“众说纷纭”。其次，

家庭中没有把学习和道德品质培养的地位统一起来。再次，家庭中没有根据社

会环境和少儿的成长及时调整教育方法。此外，家庭教育的复杂性，使得分辨

是非的能力和伦理标准的掌握，受到家长自 身价值观念模糊和缺乏教育能力

的挑战。特别是家长的急功近利和行为准则的模糊，往往使少儿在家庭中所能

模仿的对象与学校的注重理想的教育之间出现严重脱节。 



    在对少儿道德品德产生深远影响的文化娱乐产品中，也出现了许多负面的

东西，健康的文化娱乐产品明显匮乏。即使是针对少儿的产品，也缺乏伦理的

关怀意识。这使家庭伦理教育缺乏可行的辅助手段，文化艺术作品作为促进家

庭教育的功能没有发挥出来。 

家庭道德教育内容的扩展和功能转换 

    现代家庭教育，尤其是道德教育，面临着内容的扩展和功能转换，也就是

要根据环境的变化做出调整。首先是明辨是非能力的培养。在注重有礼貌、勤

俭节约、互助互爱等传统美德培养，从小养成良好的习惯的同时，也要结合现

代的实际情况提出明辨是非的方法。例如，在培养孩子诚实的品德时，也要告

诉孩子如何应对欺诈和 诱拐。总之，少儿道德教育的核心，已经包括了明辨

是非的能力培养，而不仅仅是道德训条的灌输而已。 

    其次，心理教育已经具有重要的地位。特别是如何对待成功与失败，处理

压力，处理情感问题，已经和道德教育密不可分。例如，少年青春期的心理教

育，面对压力时期的心理调整方法，寻找合理的倾诉对象，是少年时期最重要

的人格教育内容之一。因此，从儿童阶段开始，父母需要与孩子保持一种有效

的沟通方式，使他们进 入少年时期能够主动和父母沟通。为此，父母需要取

得有效的信息，及时了解少儿发展的状况，但同时也要尊重他们的隐私，不要

因方式过于简单粗暴而使自己的孩子逆反或对立。实际上，孩子需要有大人朋

友作为倾诉的对象并指导他们。可以通过父母的朋友来和孩子进行有效的沟

通。 

    再次，关于价值观教育，在培养孩子上进心的过程中，不能仅仅看中学习

成绩，甚至不顾实际情况而以孩子的学习成绩作为评价他们是否优秀的准绳，

而是需要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成功观，重视少儿综合素质的培养。许多父母以

自己希望的功利目标去强制孩子，这是对少儿伦理教育乃至少儿健康成长的扭

曲。 

    此外，由于孩子成长的家庭条件限制，他们需要在成长的各个阶段能够顺

利处理人际关系，培养沟通能力，以及培养对文化娱乐产品的判断力。同时，

需要培养应对困难和危机的意识，具有丰富的社会常识包括法律常识、自我保

护的知识等等。由此，应当把未成年人的道德教育上升为真正的综合素质教

育。 

家庭道德教育要面向未来 

    显然，越是注重知识教育，越是需要关注少儿的健康成长和品质培养。同

时，需要结合中国社会的走向以及教育功能转化的特点，把家庭教育与社会教

育、学校教育紧密结合起来，对家庭道德教育予以系统思考。 

    对于家长们来说，首先是对传统的继承与发展。《三字经》说：“子不

教，父之过。”父母言传身教的责任是显而易见的。我国传统教育注重教育的

一贯性，从胎教到“习惯成自然”的品德培养，都是具有借鉴意义的。其次，

在家庭教育中，父母除了注重对未成年子女道德教育的一贯性以外，还需要针

对少儿成长的不同时期的 教育要求，抓住重点，因时制宜。如在儿童时期良

好习惯的培养，在少年时期加强沟通，塑造健康心理，培养明辨是非的能力等

等。再次，家庭应与学校在教育上进行有效互动，特别是学校（包括幼儿园时

期）的品德教育应与家庭密切合作，包括向家长们提供与学校教育同步、作为

家长了解学校品德教育内容和指导方向的家长 使用的配套教材。 

    教育管理部门应鼓励发展健康的家庭娱乐文化产品，使少儿在娱乐中领悟

做人的道理，培养正确的价值观。同时，应及时对中小学教师进行道德教育及



 

与家长沟通能力的培训。针对那些文化素质低的父母，应提供一种对低素质父

母的教育机会，或提供免费的教育方面的咨询。 

    面向未来的道德教育无疑应当重视综合素质的培养，但是，不要把素质教

育或家庭道德教育与应试教育对立起来，而是帮助父母认识到，仅仅关注学习

成绩是远远不够的，孩子们不仅应当努力学习，还需要具有独立的能力和健康

的心理，使其在人生各个阶段保持可持续的长久的竞争力。 

文章来源：http://chenshaofengpku.blogchina.com/252792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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