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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海燕 赵明 刘冬 薛宝生：独生子女及其家庭教育和培养的对策

    

    内容提要： 独生子女家庭教育和培养，是人口早期教育和整个人口素质提高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且具有

一定的特殊性和紧迫性，更需要家庭的重视和落实，从而不断地加以科学运作，进一步促进独生子女的健康成

长。  

   关键词：  独生子女 家庭教育和培养 问题与对策  

    20世纪70年代，国家为了控制人口快速增长的势头，减轻经济社会发展的沉重压力，号召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

于是，一批又一批独生子女逐步成长起来，由1979年的610万人发展到现今9000多万人，是我国一个庞大的、特殊的人

口群体，而且呈现出日益增多的发展趋势。独生子女的成长，事关家庭进步、经济社会发展的大事。关注独生子女成

长，是家庭和社会的共同责任。 

    2006年7月初，国家人口计生委在山东召开全国人口早期教育工作座谈会，对人口早期教育和独生子女培养工作做

出动员和部署。这是一项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工作，已经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毫无疑问，独生子女及其家庭教育和培

养，是人口早期教育和整个人口素质提高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且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和紧迫性，更需要家庭的重视和落

实，从而不断地加以科学运作，进一步促进独生子女的健康成长。  

    一、要正确认识独生子女  

     （一）独生子女是特殊背景下出生的孩子具有成长潜力和优势  

    1978年，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了。随之，全党工作的重心开始转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

改革开放春风吹遍大江南北。经济社会发展的提速，必然要求人口生产减速，控制人口增长问题于是摆到人们的面前。 

    1980年9月，国务院在全国人大会议上提出，今后二三十年内必须在人口问题上采取一个坚决的措施，除了人口稀

少的少数民族地区外，要普遍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把人口增长率尽快控制下来，争取全国总人口在本世纪末不

超过12亿。同年9月25日，党中央发布《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要求共产

党员、共青团员带头响应号召，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  

    在我国现行人口政策、生育政策里，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规定，已经坚持多年不变。经过近30年人口计生

工作和整个经济社会发展实践的影响，特别是生育成本越来越有增无减、生育价值取向越来越向着少生优生、优育优教

方面融合的影响，许多父母转变生育观念，主动响应国家号召，终身只生一个孩子。在这种情况下，独生子女作为控制

人口快速增长的制衡产物和新生育观引导的必然结果——一个特殊的人口群体逐步形成。独生子女也因为“独”而受到

家庭的厚待和社会的关注。由于只生一个，家庭无论是在吃、穿、用方面，还是在“学、教、做”方面，都是很有条件

的。因此，独生子女的教育和培养要比非独生子女的教育、培养更有优势。  

    而独生子女在成长方面，也具有自己营养好、身体好、读书条件好等优势，其潜力往往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好奇

感强，二是兴趣广泛，三是可塑性大。这些潜力和优势的存在，一般来说是非独生子女所不能比的。因此，需要因势利

导，充分挖掘潜力，强化优势，促进独生子女健康成长。  

    （二）独生子女作为一个人口群体有其发展的特点和规律  

    从人口学角度看，独生子女是推行计划生育政策的一个明显结果，也是我国人口再生产过程中出现的必然结局。  

    这种人口现象具有三个特点：一是出生人口性别无法选择，或独生儿，或独生女，父母是不能选择的，对于“儿女

双全”、“重男轻女”等陈旧生儿育女观是一个无情的挑战和改变；二是独生子女人口发展比例有增无减，成为社会主

流趋势不可阻挡；三是赡养老人人口增加，抚养新生代人口减少，家庭人口呈现出倒金字塔形，独生子女的负担将会越

来越重。  

   独生子女人口群体发展的基本规律是，不受人口政策、生育政策的过多干预，经济社会发展速度越快，生活水平越

高，受教育程度越高，父母选择独生子女的就越多，就越追求少生快富和养得了、养得好、能成才、未来对社会有用的

生育价值。而这种生育价值的定位必将促使许多夫妇理解和接受只生一个好的号召，并将其变成自己的一个生育选择，

成为一种自觉自愿的行动。  



    “提倡”变成“行动”，越来越有利于实现少生优生、优育优教的目标，对于提高人口素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具

有重大的影响作用。  

    （三）独生子女在成长中有喜有忧  

    独生子女在成长中的表现，可谓喜忧参半。 

    喜的是，独生子女人口群体的形成，为平抑人口低生育、高增长量的势头，减少家庭和经济社会众多负担的压力，

起到了十分明显的作用；独生子女本身所具有的好学、上进和家庭特有的养育优势，为推进家庭文明和经济社会的发

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忧的是，独生子女在成长中存在家庭教育、培养不到位、社会关注不到位、孩子自身发展不到位的问题，尤其是独

生子女社会性培养差距比较大，来自家庭的溺爱，使得独生子女不能获得全面、健康而又快乐成长的条件与机会，结果

造成“问题孩子”的出现。  

    可怕的是，独生子女长大成人之后，他们仍然要承担繁衍后代的责任，如果本身素质低下，岂能完成教育、培养好

新一代独生子女的工作？上梁不正下梁歪，人们担心进入独生子女成长的怪圈，形成恶性循环。  

    二、要注意发现独生子女的成长特点和规律  

    （一）目前出现的问题在家庭、在社会而不在独生子女  

    独生子女在婴幼儿期，与非独生子女没有什么不一样之处，其天性和童心完全处于一个水平线上。而且由于是独

生，家庭在养育方面无论是投入，还是精力，都是处于一种非常优越的地步，是那些非独生子女家庭难以相比的。只要

家庭教育、培养得当，独生子女成长的结果，肯定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容易成才是他们得天独厚的家庭优势所在。  

    问题是在他们咿呀学语之时发生了改变，在家庭大人的百般呵护下，他们处于娇生惯养之中。于是，脾气越来越

大，性格越来越差，能力越来越低，最后成为“问题孩子”。长大后，难教育，难成才，成为不工作、不劳动的“啃老

族”，依赖父母生活的“寄身族”，游手好闲的“阿混族”，入不敷出的“欠债族”。这是家庭为此付出的沉重代价。 

    从社会上看，由于社会保障机制尚未建立健全，使独生子女成长的环境多有不利，一些涉及就学、就业、就医的优

先优待政策缺乏兑现，甚至成为纸上谈兵，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在社会上的地位、待遇没有什么区别，其成长条件不

利，也是造成“问题孩子”出现的一个重要原因。  

    由于独生子女属于独苗生长，“霜打单根草”往往令独生子女家庭经受更高风险的考验，而独生子女也是处于这个

更高风险之中的人群，一旦夭折，都是无法补偿的重大损失。因此，在社会保障方面如果不能到位，这些孩子的切身利

益问题也就没有保障，将会加剧他们所面临种种风险的考验。  

    因此，问题在孩子，但家庭乃至社会要做检讨。因此，全社会，特别是家庭必须从独生子女存在的问题找到自己教

育、培养和保障等方面的不足，然后积极改善他们的生存、发展环境，规避一些风险的出现，让独生子女平安发育、健

康成长。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一个现实和需要认真回答的一个重要课题。  

    （二）未来独生子女将会成为社会主流其作用不可忽视  

    随着人口计生工作的深入开展，经济社会发展的步伐加快，城市父母选择独生子女的比例将会继续提高，农村父母

选择独生子女的，也会越来越多。因此，独生子女势必会成为社会的主流人口群体。  

    现在，独生子女参军、打工、经商、从艺、从政、从教、留学、输出劳务和务农的，不在少数；进入高层管理的，

也大有人在。在0—3岁生长、发育关键期接受过早期教育的独生子女，正在以聪慧、健康和比较完善的性格、比较强的

生存、发展能力等优势，在社会生活中脱颖而出，成为佼佼者的，也有可观的数量。这是重要的社会人力资源，也是不

可忽视的生产力中最为优秀的一部分力量。  

    但一些独生子女本身存在的依赖性大、自理能力差、社会性问题多的情况，不会因为独生子女人口的增加并成为社

会的主流而自动消失或减少，对他们的教育、培养仍然是家庭和社会的沉重话题。  

    （三）独生子女“独”而不“怪”  

    独，是独生子女的偏得，是数量概念。换言之，是一个孩子的概念。而一个孩子的概念，告诉人们的是夫妇只有这

一个后代。而这一个后代与20世纪70年代之前的那些独苗们相比，已经不能等同。  



    他们出生在一个政府推动计划生育的年代，是父母响应国家号召的一个选择产物；他们出生在一个改革开放的年

代，是人们思想活跃、行为跨度大的一个挑战对象；他们出生在一个社会转型、利益磨合、竞争激烈的年代，是与家

庭、与社会同行适者生存否则淘汰的一个社会成员。  

    正是这个“独”字，让独生子女这个庞大的、特殊的人口群体有了自己的定位，成为当今社会的一个重要的人力资

源。他们虽然“独”，但不是“怪”人，相当一些独生子女长大后，很要强，不甘人后。无论是在亲情、友情、爱情方

面，还是在独立人格、做人做事方面，都显现出“独”而不“怪”的特点。原来人们担心，他们会忘掉父母，会没有朋

友，会成为家庭、社会的累赘。现在看来，这些担心都是没有根据的。  

    有一年，某地夏威夷大酒店突然起火，一个年仅18岁的独生子女打工仔全力投入救火之中，被烟熏倒。他苏醒过来

问的第一句话就是：“酒店怎么样了，老板怎么样了，我的伙伴怎么样了？”让人感动。  

    一个出国留学刚刚开始独立谋生的孩子，听说姥姥生病了，主动将积攒的5000澳元留给姥姥看病用；听说堂侄子读

大学经济拮据，要汇款给他，尽兄长扶持之心；听说家里为支持自己求学、创业欠下银行和个人不少债务，竟然注意节

省，挤出钱来帮助父母偿还欠债。  

    一个在国外一边读书、一边打工的独生子女，想要购买小汽车用于发展，自己没有一意孤行，而是与母亲联系征求

意见后才下定决心，将事情办理得很稳妥。像这样的例子很多，说明独生子女的可爱。  

    （四）独生子女具有双重的压力  

    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社会阅历的丰富，独生子女逐步进入为人父母者的行列，他们既要承担父母养育、培养下一代人

的责任，又要承担赡养长辈、使老有所养的责任，可谓集双重压力于一身，比起非独生子女而言，他们对双重压力的付

出将会成倍增长，家庭负担更大，社会保障压力也更大。  

    （五）独生子女成长其社会性因素占据核心地位  

    独生子女成长中的问题可以有若干，但其社会性因素一直占据着核心地位。性格和心理适应性的强弱，思维和行为

习惯的优劣，觉悟和自律、自控、自省能力的有无，都决定着独生子女是否全面而又健康地成长，这是影响独生子女一

生成败的关键性因素。  

    所谓的社会性因素，指的就是独生子女的性格和心理适应性如何。而出现社会性问题的实质表现，在于越轨和犯

罪。越轨，是心理缺陷的后果，违反的是较低层次的规范，主要是由于婴幼儿、儿童关键期社会化失调所致。而犯罪，

是越轨的严重后果，违反的是较高层次的规范，即法律的规范。无论是越轨，还是犯罪，都是对他人、对社会造成危害

的行为。  

    在独生子女中存在的自私任性、想做就做、说干就干、胆大妄为、不计后果、动机简单、手段残忍、对抗父母、缺

乏人情味的现象，都是心理适应性、社会性差带来的麻烦。当独生子女呱呱坠地后，就开始了由“生物人”转化成“社

会人”的漫长成长过程。家庭是实现这个转化的“摇篮”，学校是实现这个转化的“宫殿”，邻里社会是实现这个转化

的“竞技场”。对此，要有充分的认识。  

    因此，独生子女的成长，始终在家庭、学校、社会的影响下逐渐成熟。而家庭的教育和培养，具有第一位的影响

力，对独生子女心理适应性的提高和社会性培养将会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  

    （六）父母接受教育的程度越高越有利于独生子女的成长  

    无论是农村，还是城市，大凡接受教育程度比较高的父母，他们所持有的“孕、生、养、育、教”态度与做法，都

是比较正确、比较稳妥的，而且具有用知识、用道理、用事实、用科学精神说话、做事，进而带给独生子女良性刺激的

特点，善于深入浅出、举一反三，不习惯采取居高临下、盛气凌人的姿态去管教孩子。这对于独生子女的成长十分有

利。  

    一般说来，这样的父母，本身就具有厚实的知识功底和良好的教养，他们再通过自己的生存、发展实践将成功的经

验复制给独生子女，独生子女在潜移默化之中受到感染，于是更能接近或超过父母的素质。  

    相反，父母教育程度低，则很难与独生子女沟通和交流，很难有说服力去感动独生子女。当然，不排除也有识字不

多的父母会教育孩子。不过，这只能是个案。就其多数父母而言，还是教育程度高者，能更好地承担起教育和培养独生

子女的重担。父母教育程度越高，越有利于独生子女成长。这是一般的规律，也是不争的事实。  



    （七）家庭和社会和谐 独生子女终身受用  

    和谐，对于独生子女成长而言至关重要。由于独生子女没有一奶同胞等直系血亲相伴，在学习、工作、生活等方面

常常扮演着单打独斗的角色，无依无靠很可能成为他们打造自己个性的一个理由，心理素质和行为素质也容易出现下滑

的现象。  

    因此，急需家庭和谐，社会和谐。如果家庭吵闹不止，社会风气日下，那么，独生子女成为不和谐音符的可能性要

大于其他孩子。所以，和谐对于独生子女成长将会起到改善、促进、提高的作用。  

    当前，构建和谐家庭、和谐社会对于独生子女的成长影响很大。和谐家庭对独生子女的品德行为教育，尤其是对社

会性培养更为关注。长春市城市社会经济调查队2006年上半年，在开展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情况问卷调查中发现，

90%的家庭更看重孩子品德教育，69.3%和62.3%的孩子，满意家庭和学校环境，60.7%的孩子经常进入图书馆。在这些孩

子中，独生子女居于绝大多数。  

    事实说明，独生子女生存、成长在和谐的家庭和社会，是他们的快乐，而且影响一生，终身受用。但也应看到孩子

们的满意率还不是很高，有30%左右的孩子或处于不满意状态，或处于等待家庭和社会救助的状态。这是需要重视和解

决的一个突出问题。  

    三、家庭要学会关爱和科学培养独生子女  

    （一）关爱而不溺爱  

    关爱，是一种更高层面的关心和爱护，理性强、情感深、导向正、方法对、效果好是其明显的特点。而溺爱，则是

单一的、很有局限性和缺乏理性的片面呵护，是“过”与“不及”的做法，其后果不堪设想。  

    对独生子女而言，偏重溺爱等于葬送前程。如果给予关爱，则会从根本上引导独生子女在科学养育的道路上发展、

成长，同时达到会学习、会生活、会自控、会沟通、会合作的“五会”程度，不至于成为显失社会性的“问题孩子”，

不至于成为“啃老族”、“寄身族”、“阿混族”、“欠债族”，不至于成为家庭和社会的包袱。  

    关爱，就要立足现实，着眼未来。应打破“含在嘴里怕化了、捧在手上怕摔了”、“只顾儿女眼前吃穿用、不顾儿

女一生前途”、“拼命为儿女挣钱、死后儿女啥样不管”等呵护有余、教育、培养不够的溺爱思想和举动。要从0—3岁

关键期抓起，在独生子女的早期教育方面多花费一些时间、精力和财力，切实奠定好独生子女的人生基础。  

    一个合格的家庭，一个有希望的社会，都必须从这样的角度去关爱独生子女，既要关爱婴幼儿期，又要关爱未成年

期、成年期，直至为他们奠定好未来的人生基础。  

    （二）融合而不游离  

    融合，是一种互动，是一种姿态，更是一种关爱和培养独生子女的良好选择。现在，有些家庭不重视融合。从表面

上看，与独生子女相依相伴，而从实质上看，并没有真正地融合进去。作为父母，以忙于工作为由，常常将孩子寄托给

爷爷家、姥姥家，甚至寄托给保姆、婴幼儿园（所）。本来亲情无阻，这么选择就等于远隔千山万水，早期教育没有机

会来搞，父母作为孩子第一任老师的角色因此而走下舞台，成为与孩子游离的忙碌之人。  

    其不知，这样的忙碌，你不仅丢掉了自己融合的亲情，你还丢掉了用融合的亲情去开发独生子女的潜能，去培养独

生子女全面发展的良机。事实证明，融合是与孩子一起学习、游戏、成长的最佳方法。而游离则是一种逃脱教育、培养

孩子责任的错误行为，对孩子有百害而无一例。  

    学会融合，其实是学会如何担当得起父母作为孩子首席责任老师的大事。要融合，就必须与孩子建立起寓亲情于教

育、培养之中的关系，在与孩子互动过程中多给予孩子更多的知识、经验和能力。当然，作为独生子女走向大舞台的社

会，也必须创造有利于融合的条件和环境，多给父母一些时间和办法，让他们从生活、娱乐、教育等诸多方面学会融

合，特别是父母所在的机关、单位，所在的村组、社区，等等，都要提供一些方便。 

    比如：可以适当照顾0—3岁婴幼儿期的父母实行弹性工作作息时间制度，照顾其回家与孩子互动；或创办村组、社

区人口学校、人口知识讲堂、人口文化大院等窗口，为0—3岁婴幼儿父母提供科学养育独生子女的讲座、座谈、报告等

学习机会；或有计划、有安排、有重点地组织独生子女父母进入人口早期教育示范区，接受培训和指导。诸如此类举

措，都可以作为平台来搭建，让独生子女父母有更多的便利履行教育和培养孩子的职责。  

    （三）信任而不纵容   



    独生子女的人格形成，主要来自于家庭的教育和培养，来自于父母和其他家庭成员以及亲戚朋友等周围人群举止言

行的影响。家庭教育、培养的关键环节，在于在这种影响之下而建立起的、稳定的相互信任的关系，特别是父母要在思

想、行为等方面给予独生子女更多的信任，而不是纵容。面对独生子女，家庭成员必须做出让独生子女信任的事情。通

过“信任”，博得独生子女的爱戴，有什么话愿意同大人说，有什么事愿意向大人求教、求助。如此下去，独生子女便

产生了信任感，从而养成理解、尊重家人的品性，对其人格力量的形成和增强将会是一个无形的促进。  

    因此，信任是独生子女家庭教育、培养的门槛，越过这道门槛，就会见到独生子女健康成长的曙光。反之，在门槛

外，就是纵容独生子女，从表面上看具有浓浓的亲情，孩子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对也是对，错也是对。而从实质上看，

则使孩子任意、任性，说话、做事不讲礼貌，不讲爱心。这样做的后果就是变相引导孩子走向反面，其人格欠缺，甚至

滋长社会性错误，成为不可驯服的野马。  

    由此可见，信任与纵容的结果明显不同。信任是“金”，纵容是“土”。“金”到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会闪闪发

光，具有自己本身的价值；而“土”则不然，遭遇雨水冲刷和大风袭击，就会流失成灾，毫无意义可言。所以，独生子

女家庭教育和培养，不可忽视“信任”，既要信任孩子，又要让孩子信任自己，在信任中树立良好形象，带领独生子女

求索和发展。  

    （四）帮助而不取代  

    目前，在许多家庭存在取代独生子女学习、生活、办事的不良现象，以至于独生子女长大后取代他们去相看对象，

取代他们看护孩子，可谓无所不取代。一个已经上学一二年级的独生子女，吃饭竟然不会使用筷子，因为一直依赖大人

动手喂饭，就连解手这样的事情也需要大人帮忙，因为不会使用手纸。类似这样的现象，还有许多。在对独生子女进行

家庭教育和培养的过程中，必须予以纠正。  

    要将独生子女发育、成长的着眼点，始终放在他们自己动脑、动手、动作“三动”上，从小培养和训练他们自己的

事情自己做，少给别人添麻烦，促使他们长大后形成“要化钱自己挣”、相对独立生存和自立、自强、自理等意识。尤

其是在0—3岁，至迟在6岁之前，要下这些“帮助”的功夫，通过早期教育实施科学养育，不仅使独生子女获得合理的

营养和健康的身心，而且还能获得“三动”的能力，彻底解决要“帮助”、不要“取代”的问题，以免耽误独生子女的

成长、成才，影响其终身发展，给家庭、给社会带来种种的累赘。  

    （五）疏导而不对抗  

    疏导，是开展独生子女家庭教育和培养工作的有效渠道之一。面对任何一个独生子女，包括那些具有较大偏执情

绪、性格不够完善、社会性差的独生子女，注重疏导都是十分必要和重要的态度与方法。  

    疏导的意义在于经常观察、了解、掌握独生子女的心理、生理变化，以及特点和规律，能够读懂他们的眼神，知道

他们的基本需求，然后针对问题加以思想情绪、行为主张的疏通和引导，使其有所顿悟、有所改进、有所提高和规范。

目前，在相当多的家庭明显存在着“对抗有余而疏导不够”的问题，随着独生子女“不服管、不让管”心理反抗情绪的

出现，家长也滋生出“越不服管、不让管越要管”的又一种心理反抗情绪，以“反抗”对“反抗”，恶性循环，甚至导

致家庭教育、培养“冷战”倾向的出现，不是打骂，就是不理，导致家长放弃、孩子出走等可怕问题的发生。这是对抗

的必然后果，也是古老的“棍棒教育”和“叫骂下出孝子”等错误理念带来的恶果。可谓教训深刻。  

    父母如果不吸取以往的教训，仍然我行我素，独生子女势必会成为一棵“歪脖树”，令你日后怎样“修理”也难以

成为对家庭、对社会有用的人。因此，我们要学会疏导，用疏导去教育和培养独生子女，而不是学会“生管硬教”，与

独生子女对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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