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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 

教育是培育人的一种社会行为和传递社会

文化经验的一种主要方式。家庭教育是所有教育

方式中 早期、 重要的一种，它在孩子的性格、

思维模式和世界观的形成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

角色。在民族地区，少数民族学生的信念源自于

自己的民族和家庭背景，持续受到出生后所有经

验的塑造，他们的态度和行为总是受到所生活的

家庭和社区潜移默化的影响。[1] 因为家庭是孩

子 初的社会化场域，学生的家庭环境、家庭教

育和家长的行为对他们在学校的表现产生了

直接、持续的影响。如果家庭亚文化与学校文化

不一致，就会影响并抵消学校教育的效果。 
家庭环境一般可分为物质环境、文化环境和

心理环境三个方面。西方有关家庭环境的研究成

果表明，家长的教育期望、家长的参与、家庭的

社会资本等均会影响学生的学习成绩和教育，[2] 

这提醒我们要重视家庭环境的建设和改进，尤其

是民族地区的教育和改革不应忽视家长这个重

要的教育资源。家庭教育对人一生影响至关重

要，亲子关系的研究是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学

三大学科都非常关注的问题。学生的素质提高和

发展离不开家庭教育，家长的观念和态度对学生

的教育作用不容小觑。一个家庭教育水平的高低

决定了孩子做人起点的高低，也为孩子的学校教

育和社会教育打下了不同的基础。一般来说，家

庭结构、家庭氛围、父母的人格、亲子沟通、父

母的行为、父母的期望以及家庭教育方式对孩子

的心理状态均有重要影响。调查分析民族地区家

庭中的亲子关系和教育情况是本次研究的目的。 
二、研究对象与方法 

本次研究选择了位于黎族地区的海南省农

垦实验中学、海南省民族技工学校、乐东黄流中

学、琼州学院附属中学、五指山思源学校和三亚

市第五中学，向其中的 45 名初、高中和中专学

生的家长发放了问卷。其中初中生和高中、中专

生的比例分别为 51.1%和 48.9%，填写问卷的学

生父亲和母亲分别为 55.6%和 44.4%，其中汉族

家长占 64.4%，黎族家长占 26.7%，另外 8.9%的

家长为苗族和其他民族。本研究所获得的数据运

用了 SPSS13.0 进行统计、整理与分析。 

三、调查结果与分析 

（一）家庭结构与亲子关系 

1．家庭结构 
本 次 参 与 调 查 的 家 长 职 业 分 别 是 农 民

（51.1%）、工人（22.2%）和商人（15.6%），

还有少部分为公务员和教师。他们的文化程度分

别为初中以下（53.3%）、高中（35.6%）、中

专以上（11.1%）。大多数家庭是由父母与子女

所构成的核心家庭（47.6%）或三代同堂的家庭

（42.9%），还有少量的家庭为四代同堂或其他

类型。涉及到教育的专业化程度，我们对家长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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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用正规教师所具备的专业水平来要求，因为

家长的生活经历不同，所具备的文化水平不同，

强求家长都具备教师的能力和水平，恐怕是不现

实的。 
然而，不同的家庭结构、气氛及父母的教育

方式等同样会对学生产生不同的影响。正常的家

庭结构有利于学生维持一种顺畅、和谐的心理状

态，可以满足孩子的心理归属需要。[3]  

问卷显示，在家中承担教育孩子工作的主要

是父亲（54.8%）、母亲（31%）和爷爷奶奶、

外公外婆（14.3%），也有部分家庭由其他长辈

参与孩子的教养。在较小规模的家庭中子女受到

的关注较多，对亲子关系会有积极的作用。祖父

母在性情上更接近儿童，他们对孙辈的爱更纯

粹，与父母更多的现实考虑不同，是父母所不能

给予的。由三代人组成的家庭代际完整，第三代

可以从父母和祖父母互相交流和扶持的过程中

学会与亲人相处，传承道德和生活智慧。很明显，

家庭规模变小、结构简单化，会使儿童在成长的

过程中失去了因祖父母在场而自然拥有的教育

因素。[4]当然，长辈抚养也有很多的劣势，如知

识更新滞后，溺爱孩子等弊端。 
2．家长对孩子的关注  

调查显示，有近 90%的家长对孩子的兴趣、

爱好、朋友圈等有所了解，对待子女的朋友像自

家人（29.5%），但也有家长对子女的好朋友不

关注，缺乏互动和接触（40%）。大部分父母关

心过孩子的心理（72.7%），然而随着孩子的成

长，家长感到对孩子的教育在渐渐失效（31.8%）。

有 56.8%的子女承认有心事不会和家长说，

54.5%的父母在子女心目中的形象只是家长而不

是朋友或知己。 
粗心的家庭教育通常是指父母缺乏责任心

照顾孩子，只注意孩子的身体健康而忽视了孩子

的心理健康。有些家庭对孩子采取放任的态度。

大人忙于工作或家务，很少关注学生在学校的表

现及学习情况，又忽视了孩子的社会交往，注意

不到孩子的阶段性变化。孩子由于缺乏家庭的管

束，逐渐养成了自由、放纵、游手好闲的不良习

气。由于孩子得不到父母的关爱和做人的正确引

导，导致思想感情脆弱，极易受不良行为的诱惑。 
人在成长的过程中，要经历多种关系，亲子

关系和朋友关系是人生早期 重要的两种关系，

朋友间的交往和互动对儿童的情感、智力、人格、

自我意识、社会理解力等都有重要的影响，有助

于儿童换位思考的发展、道德的成熟，并且让他

们学会与其他儿童进行交往。因此，朋友关系成

了亲子关系之外 重要的关系，家长应该加以

关注。 

调查发现，有 34.1%的家长每天都会和孩子

交流，了解孩子的想法和动态，其他大多数家长

一周内也会对孩子有所关注，但有个别家长却几

乎和孩子没有交流（6.8%）。家长和孩子沟通

的主要方式是闲聊（64.4%）、正式谈话（15.6%），

也有少数家长是通过做游戏和讲故事的方式影

响孩子，但个别家长却极为尴尬被动，无法直接

和孩子对话，他们教育孩子需要通过第三人传

达。没有共同时间的家庭是虚拟的家庭，没有共

同时间的亲子关系，便失去相互沟通、分享快乐

的土壤和阳光。 
有专家指出，家长与孩子的沟通缺失主要表

现在沟通的次数太少、沟通的时间太短、沟通的

主动性不够、沟通内容狭窄等方面。因此，父母

要经常和孩子交流，要为孩子创设一个温馨和谐

的家庭环境，要以平等的态度对待孩子，做孩子

的朋友。与孩子建立一种信任关系非常重要，只

有这样孩子才会把自己的疑惑向父母倾诉，父母

才能及时发现并解决孩子成长中出现的问题。 
3．亲子关系 
调查还发现，孩子和家人的关系较为密切，

有 77.8%的孩子能记住家长及家人生日。有

77.8%的家长在碰到困难时会和孩子商量，有

86.7% 孩 子碰 到 困 难 时会 向 家 长 求助 ， 还 有

13.3%的孩子选择自己解决。面对孩子出现的问

题，家长常常束手无策（15.9%），希望能得到

帮助（68.2%），有 62.8%的家长觉得和孩子有

代沟。儿童和父母的彼此了解、相互沟通是平等

亲子关系的前提条件。 

在生活中，父母和子女可以以朋友的身份进

行交流，这有助于彼此间感情的增进、沟通的顺

畅、了解的加深。可以通过换位思考促进相互理

解、加深情感联系。 

面对学生的学习效果和过程时，家长的表现

差异较大。当孩子成绩不理想时，家长大多会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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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分析原因（46.3%）、谈心鼓励（36.6%），

也有少数家长会打罚责骂（9.8%）、找老师

（2.4%）或干脆任其发展（4.9%）。对于老师

布置的家庭作业，只有 28.6%的家长能做到认真

督促或指导，而能经常花时间听听孩子声音，陪

陪孩子做功课的家长只有 11.9%，明确表示自己

没空管孩子的家长高达 23.8%。 

学习成绩并不代表一个人的未来，更不代表

一个人的全部，全面的能力、毅力、性格等才是

影响人一生的重要因素。从心理发展的角度来

看，正常的孩子对父母都有一种天然的亲近要

求，当他们需要支持和保护时，希望从父母那里

得到。这种依赖感在心理发展上起着重要作用，

而缺乏爱抚的孩子则导致他们总是远离大人，以

避免拒绝和失望。然而许多家长认为，只要孩子

衣食不缺就可以了，而教育的责任在老师、在学

校。当孩子有问题要问家长时，家长往往表现得

不耐烦，到了与孩子无话可说的地步，严重影响

了孩子的身心发展。 
（二）学生的学习状态和环境 

教育发展不均衡和教育的落后会影响学生

的学习成绩和过程。 
1．孩子的学习情绪 
调查显示，很多家长认为自己的孩子在学习

时精力难以集中或在学习时极其容易受到干扰

（83.7%）。在学习中能感到快乐的孩子只占

31.8%，不太快乐或很不快乐的孩子占 11.3%。

大部分家长对孩子的情绪自控能力表示比较满

意（75.6%），还有 59.1%的家长对孩子的学习

习惯和状况表示满意或较满意，认为他们的孩子

在家完成作业时的态度比较认真（68.2%）。然

而，也有一批学生做作业马虎（18.2%），一定

要 父 母 亲 自 督 促 （ 9.1% ） 或 者 干 脆 混 时 间

（4.5%）。有 22.7%家长发现自己的孩子有厌学

现象，58.1%的家长和孩子有由于孩子学习问题

所带来的困扰。 
厌学现象是民族地区学生的显著特点之一。

教育 根本的基础点在家庭，而在琼南民族地

区，家庭教育比较薄弱，相当多的家长对于教育

孩子的理念和方式与学校的教育大相径庭。在正

规教育方面，大部分民族学生没有上过幼儿园，

缺乏系统的教育和引导。在中小学学习过程中，

由于教学条件和环境的限制，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影响，再加上学习难度不断加

大，学习越来越被动或落后，厌学情绪也就越来

越大。建立良好的亲子关系，子女能经常感受到

父母的关爱，能保持积极的情绪，在学习和工作

中能集中精力，使得学习更有效率。 

2．家长对课外学习的态度 

问卷显示，81%的家长对小孩买书持全力支

持态度，或者会亲自帮孩子挑选，指导阅读

（11.9%），也有少数家长看不到孩子扩展学习

的重要性，认为买书是浪费而不愿投入金钱。

45.2%的家长在假期会给孩子请辅导，54.8%的

家长则不会为孩子的学习费心。孩子在家时，半

数以上的家长能够要求学生把空余时间用来学

习、看书、做作业（52.4%），也有些家长会指

派学生干家务（19%）或随他自由（28.6%），

使得学生不能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和充分利用

空余时间学习。当孩子不听话或犯了错误时，大

部分家长能进行耐心教育（78.6%），但有一部

分家长却采取了罚责打骂（11.9%）或不予理睬

（9.5%）的简单而不负责任的方式。在教育孩

子的问题上父母能够保持意见一致的为 70.5%，

也有个别的父母意见很不一致，有些父母还会经

常在孩子面前争吵（16.3%）。 

家庭教养方式对青少年自我概念和人格的

形成会产生深远影响。当子女遇到困难和挫折时

能得到父母的支持、信任、鼓励和帮助，子女独

立性较强，能力提高更快。父母的理解还能帮助

青少年形成积极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帮助青少年

形成较为完善的人格。缺乏父母情感关爱的青少

年容易产生焦虑、抑郁和敌对情绪，甚至出现情

绪障碍。拒绝否认、惩罚严厉、过度保护的家庭

教养方式均不利于子女的心理健康。[5]民主式家

庭会给孩子以自信和积极、健康的心态，而专制

式的家庭则会造成孩子孤僻、专横的性格。尊重

自己的孩子，尊重孩子的权利、孩子的人格、孩

子的意愿是现代父母在家庭教育过程中面临的

一个课题。 
父母之间的关系对青少年心理影响很大。家

庭氛围的好坏是儿童心理、行为健康的重要相关

因素。稳定的家庭、和睦融洽的家庭气氛，对孩

子的心理健康无疑有积极的影响。祖父母辈与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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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辈对孩子的教育也要协调配合，遵循整体一致

理念，保持教育影响一致性，切忌在孩子面前争

吵，致使有效的教育影响被抵消。 
家庭成员关系不和谐，特别是夫妻经常吵架

实际上是家长对孩子造成的一种心理虐待。在矛

盾众多的家庭环境中生活，学生的自尊极易受到

伤害，对学生的健康成长是极为不利的。战火不

断或经常冷战的家庭氛围很容易养成孩子粗暴、

胆小和怯懦的性格。 
可见，营造和谐的家庭环境，可以让学生在

碰到困难的时候更有信心，避免对孩子造成精神

创伤和心理障碍。 
（三）家长的导向和需求 

民族地区大部分家长对孩子的要求是量力

而行从不苛求，对孩子学习的期望值是各门功课

都达标（59.5%）即可，仅有 38.1%的家长要求

孩子每一门功课都达到优秀。至于读书的作用，

大多数家长认为是为了学知识明道理（59.5%）、

挣钱（14.3%）和学得一技之长（14.3%），还

有小部分家长认为读书仅仅是为了完成九年义

务教育（11.9%）。 

从调查中发现，农村家长的受教育水平与其

家庭经济收入并无必然的联系，对于农村家庭来

说，教育投入并不是作为一种教育投资来进行

的，而家长对于孩子受教育将带来的经济回报并

没有赋予更高期望。 

从调查结果看，现阶段，家长 关心的还是

子女的学习成绩（36.4%）和身体健康（29.5%），

其次是心智发展（18.2%）和情感动向（15.9%）。

与个性等学生自身特点相比，父母更为关注孩子

的品德（46.7%）和学习（40.0%）。与掌握技

能（7.1%）和热爱劳动（4.8%）相比，家长认

为孩子的思想好（50%）和成绩好（38.1%）更

为重要，高达 90.5%的家长认为孩子有健康的身

体、良好的情绪比学习还重要。 

调查显示，有 19%的孩子对自己的考试成绩

表示不在乎，而大多数家长则对孩子的未来表示

担忧（79.5%）。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家长感

到 缺乏的是知识方法（64.3%）和耐心（19%）。

我们还发现，有家长被动地认为学生学习是老师

和子女自己的事（19.1%），与家长无关。 

对于孩子在学校里的情况，家长往往了解不

多或不够全面，家校合作不够紧密。有 42.9%的

家长是通过与孩子谈论学校生活的方式了解孩

子的在校表现，其次为通过家长会（26.2%）、

主动与教师联系（23.8%）和家访等方式了解孩

子的情况。但只有 55.8%的家长表示愿意参加学

校组织的家长会，能主动与学校取得联系了解学

生情况的家长只有 31%，学校和教师对此感到十

分失望。不容忽视的是，还有一些家长对学生在

校的纪律和学习重视不够，不仅不能配合学校督

促学生养成良好的纪律观念和行为习惯，还经常

要求学生请假回家参与家里和村里的家族活动

（28.6%）。 

环境对人的思想行为的作用是决定性的，据

美国相关研究认为家长参与子女教育可以影响

子女的学习行为、学习结果及学校行政运作。传

统的家庭教育的特点之一，是重视对子女的行为

规范、道德品质教育。 
品行教育是许多少数民族家庭教育传统中

的重要一课，其中非常重视对子女进行做人教

育。家庭教育影响孩子的思维模式，而思维模式

又影响一个人的行为。在孩子良好习惯的形成以

及生理和心理成熟的过程中，家庭教育发挥着至

关重要的作用。有一些父母尚未认识到家庭教育

的重要性，把教育看成是老师的工作。 
许多研究指出，家长参与学校教育对于子女

的学业成就、学习态度、成就动机、对学校的态

度、自我能力与人格适应等方面有重要而显著的

影响。家长参与学校教育是在学校与家长之间所

进行的一种双向交流活动。在这种教育活动中，

学校能在教育学生方面得到更多的来自家庭方

面的支持，家长能在教育子女方面得到更多来自

学校的指导。父母与教师良好的关系与儿童的成

就有密切的联系，将增强教师的教学效能，积极

促进儿童的成长。[6] 多数家长过分依赖学校教

育，认为只要从经济上和生活上满足子女的需

要，就是尽到了家庭的责任和义务，家校之间没

有形成相互支持、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共育关

系，缺乏有计划、有深度的共育层面上的合作。 
家庭教育是孩子 基础教育，家长的受教育

程度是影响家校合作的主要因素。家长受教育程

度越高，他们所具备的教育知识就越丰富，在子

女的学习、生活方面就越能够把握规律，及时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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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问题，并能与教师进行有效沟通，进而主动参

与学校教育管理。 
绝大部分农民无暇顾及自身的素质提高，更

没有时间去关注孩子的全面健康发展，无法与教

师保持长期、有效的合作关系。农村家长的文化

程度普遍不高，再加上他们对家校合作的意义、

作用缺乏深刻的认识。这给家校合作带来了严重

的阻碍。青少年的教育仅靠学校单方面的力量是

难以完成的，需要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尤其是家

庭的全力合作。更好地发挥家庭和学校的优势，

互相弥补不足，让学校教育指导家庭教育， 终

使家庭教育再来支持和强化学校教育。 
四、结论 

综上所述，青少年心理健康和素质会受到家

庭教育环境诸方面的影响，其中家庭教养方

式、家庭背景和家庭关系等因素是 重要的三

个方面。 
1． 家庭教育是所有教育中 早期也是 重

要的一种教育形式，将影响一个人的一生，其作

用是任何教育所不能替代的，它对孩子的思维模

式和世界观的形成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2． 家长作为一个社会成员和子女的教育者

必须具备一种综合素质。家长的文化素质直接影

响家庭的教育方式、方法和效果，提高家长的综

合素质对于提高家长的教育能力和心理素质水

平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7]  

3． 家校合作已经成为世界各国教育研究和

学校教育改革的一个主题，是教育发展的一个趋

势。学校应采取各种措施来提高家长对创造良好

家庭环境重要性的认识，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来

提高家长在家庭教育方面的意识。加强家庭教育

指导，提高家庭教育水平和家长自身素质，是家

庭的需要、社会的需要和教育发展的需要，是提

高整个国民基本素质的需要。而家长素质的提

高，将促进家长教育子女的水平和能力，进而改

善家长对待子女的态度和家庭教育的态度，从而

实现提高家庭教育的效率和效果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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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and Education in Ethnic Areas 

CHEN H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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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uthor aims to discuss the impact of parents’ literacy and attitudes toward education upon children’s growth 
and behavior through an investigation and interview on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and education in ethnic areas. Thus, it is 
necessary to improve parents’ overall quality, strengthen home-school cooperation and advantageous complementarity to 
effectively promote the progress of education in minority a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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