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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好家风”浸润“00”后大学生家庭教育的困境
与路径刍议

周红梅

（广西科技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广西 来宾 546199）

摘要：以“爱国爱家、相亲相爱、向上向善、共建共享”的新时代“好家风”浸润“00”后大学生的家庭教育，使之形成正确的世界观、

人生观、价值观，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好家风”建设应有之义，也是将“00”后大学生培育成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

中坚接续力量的重要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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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好家风”的内涵

借 鉴学术界研究最新进展将“推动形成爱国爱家、相亲相爱、

向上向善、共建共享的社会主义家庭文明新风尚”，定义为新时

代中国家庭“好家风”。以爱为主导，宣扬向上向善，鼓励奉献

在先，享受在后的价值取向既与新时代精神文明建设要求具有高

度契合，又能够充分反映人们对幸福美好生活的向往，更从深层

次赋予新时代中国家庭“好家风”的科学阐释。

二、新时代“好家风”浸 润 “00”后大学生家庭教育的困境

“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实施公民道德建设工程，弘扬中华

传统美德，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推动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

提高人民道德水准和文明素养” ，这一关于家庭教教家风建设的

要求，充分说明了加强新时代家教家风建设的时代价值和重大作

用。“好家风”在青少年个体成长过程中教育作用重大，意义非凡。

但是近期出现的一系列“00”后大学生背离“好家风”的事件说

明部分家庭教育在厚植家国情怀教育、亲情教育等方面面临着困

境与挑战。

（一）责任感薄弱与爱国爱家的对立

“你是中国人吗？你爱中国吗？你愿意中国好吗？”八十多

年前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提出的三个问题既是爱国三问，也是灵

魂三问，在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处于

关键时期更加显示了这三问之重要的时代价值。

生活在新时代的“00”后大学生无疑是幸福的一代，然而他

们需要潜下心来认真学习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

中华民族史等每一个重大历史进程的青年一代。唯有通过不断学

习，才能使他们进一步认识中华民族发展进程中每一个重大成就

都是无数先辈用他们高度责任心使命感所拼搏和奋斗得来的，今

天中华民族所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和历史性变革实数来之不易。责

任意识淡薄会使家庭和学校培养“ 00”后大学生“爱国爱家”情感、

厚植家国情怀的路径不畅。

（二）亲情淡薄与相亲相爱的矛盾

“啃老族”和“新型啃老族”等热词的出现呈现了部分“00”

后大学生基本处于一个生活无忧的时代。近十年中国社会经济持

续高速发展取得了彪炳史册的历史性成就，人们的生活质量得到

极大提高，为“00”后大学生多彩多姿的校园生活提供了坚实的

物质前提。中国家庭长期以来形成的父母在物质和精神和层面供

养子女至成人的传统习俗始终被社会广泛认可，“望子成龙”“望

女成凤”，千千万万的父母们竭尽全力，宁可苦了自己，也要给

孩子更良好的物质基础和更好的教育；几乎所有家庭的核心目标

是希望孩子未来能够出人头地、光宗耀祖，致使部分“00”后大

学生认为父母的长期供养理所应当。但是“常回家看看”被写进

了《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并规定：“家庭成员应当关心老年人

的精神需求，不得忽视、冷落老年人”，说明了一部分青年人亲

情淡薄的社会存在明显滞后于当今经济社会突飞猛进的发展，这

些社会现实的出现与相亲相爱的“好家风”相矛盾。

（三）多元价值取向与向上向善和共建共享主导价值存在明

显差距

道德是运用社会舆论、传统习俗、内心信念等方式来约束人

们的思想和行为，人们的行为是思想道德的外在反应。人的思想

道德深受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而道德本身具有明显的层次性，

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价值多元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一

段时间以来，经济社会的发展日新月异，人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

方式发生了非常明显的变化使得人们的价值观呈现多样化和差异

化，这一社会环境必然会影响到 “00”后大学生的价值认同和价

值选择。一小部分“00”后大学生自身自律性偏弱也是客观存在。

他们无法对本身不合乎学习和生活要求的相关行为做出有效控制，

出现了上课游走于游戏和睡觉之间，下课后更容易放飞自我，久

而久之，专业学习必然不会收到成效。极少数“00”后大学生由

于缺乏对自身应有的控制力而走上违法犯罪道路，贪图一时享受

而盗窃他人财物、抱有侥幸心理而剽窃他人科研成果等触犯国家

法律法规现象也是时有发生，这些行为都与向上向善和共建共享

的新时代“好家风”存在明显的差距，因而他们的行为也必将会

受到国家法律法规应有的惩罚。

三、新时代“好家风”助力“00”后大学生家庭教育的策略

爱国主义是新时代“好家风”的科学内涵的主要理论内核，

是“爱国爱家”的理论渊源，用好新时代“好家风”浸润新时代

每一个家庭教育，以促进良好家风家教家训传承与弘扬，助力于

“00”后大学生成人成才，加快成长为“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

肯奋斗”的新时代好青年，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和全

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应有贡献。 

（一）传承爱国爱家好家风，厚植“00”后大学生家国情怀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

中华民族有史以来就是一个高度重视家国一体的民族，至今这些

优秀的家国传统理念深刻影响着中华民族的每一个炎黄子孙，家

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正如习近平对亿万家庭发出的号召：“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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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万户都好，国家才能好，民族才能好。国家好，民族好，家庭

才能好”。新时代家庭教育需要传承好爱国爱家为中心的家风家

教价值内核，“好家风”是以家国一体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当

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高度相融的价值认同的反应。家庭是“00

后”大学生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起始点，家庭教育观

念在这一过程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首先，家长对爱国爱家的价

值内核完全认同。家长的言行举止时刻都会成为“00 后”大学生

模仿的第一个榜样人物，在重大事件上和关键节点之时都要体现

出鲜明的立场、正确的价值取向，整体上与国家的核心利益和广

大人民的立场一致，这是确保一个家庭能够始终秉持爱国爱家优

良家风的根本。其次，千千万万个家庭风清气正，家道兴盛，国

家才能兴盛，国家康泰，小家才可幸福安康。国之不存，家将焉附？

这是用无数革命先烈坚守“革命理想高于天”崇高信仰而前赴后

继得出的真理。最后，家长可以在生活实践中用行动向“00 后”

大学生展示爱国爱家的情感和意志，在国家需要时乐于承担一份

责任，如在突发事件面前诸多的人民解放军战士、医护人员和社

会各界人士不计个人得失，敢于逆行，于关键时期保卫了国家的

安全和人民的健康。做到了“ 广大家庭都要把爱家和爱国统一起

来，把实现家庭梦融入民族梦之中，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

促使“00 后”在家国一体理念的影响下，家国情怀得以厚植。

（二）相亲相爱家庭氛围滋养“00”后大学生家庭责任感

相亲相爱的家庭氛围是多数人心之所向、情之所往，也是维

系和谐家庭关系的本源所在。“00”后大学生中，独生子女占有

一定数量，在家庭单位中处于比较核心地位。自孩提时代起，一

部分家庭的老、中、青三代人以一个孩子的生活学习和成长为中

心轴，这种家庭理念必然会在某种程度上使他们形成以自我为中

心的生活习惯，久而久之，就会对家庭成员缺少应有的关心与爱

护。家庭核心成员之间相亲相爱的家庭关系是“00”后大学生对

于家的概念认识和理解的发源地，必将对其未来恋爱观、婚姻观、

家庭观产生重要影响。父母显然是他们家庭观念最直接、最具有

深远影响的教育者。在大是大非面前，父母的观点务必要做到明

辨是非、善恶、美丑，以正确的家庭价值为导向；在困难面前，

父母要尽力做到相互扶持，家庭才能和谐稳定；相亲相爱着力点

在生活细微处。2018 年，广西南宁市上林县镇圩瑶族蓝连青荣获

第七届全国“孝老爱亲模范”和全国“最美家庭”荣誉称号。“她

的家庭是乡里有口皆碑的‘模范家庭’，她是乡亲们眼中孝老爱

亲的榜样”。蓝连青家庭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但是数十年

如一日坚持做到孝老爱亲却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她一直秉承“尊

老爱幼，互敬互爱，积极进取、乐于助人”的家教家风治家理念

成为她的家庭荣获“全国最美家庭”至高殊荣的根本所在。“全

国最美家庭”不仅为壮乡民族地区广大“00”后青年学生作出了

家风家教示范，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民族团结，社会的和谐与

稳定。

（三）向上向善引育“00”后大学生成为立鸿鹄之志的好青

年

“青年的理想信念关乎国家未来，青年理想远大、信念坚定，

是一个国家民族无坚不摧的前进动力 。” 向上原则是指引人们树

立远大理想信念，始终保持勇毅前行的强大精神动力。源于中华

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志存高远是各族人民熟知的优良家风。诸葛

亮早就在《诫外甥书》 告诫：“志当存高远”；嵇康在《家诫》

中警戒后来人：“人无志， 非人也”。“‘善’是指行为、品质

所体现的对他人与社会有利的，受到社会肯定的道德性质。”向

善是引导人们多做对社会和他人有用的、得到社会认可的事情。

但是人们所具备善的品质的道德性质则需要一个相对长期的成长

过程。故此，向上向善这一好家风的形成与弘扬也不是短时间内

就可以做到的。“00”后大学生要传承好自青少年起树立远大理

想抱负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优良家风，而父母理应成为“00”

后大学生能够立鸿鹄之志好青年的第一指引者。向上向善作为一

种始终保持昂扬奋进的精神状态，一种规范的道德行为，一种长

期形成的道德品质，体现在父母日常生活点点滴滴的积极行动之

中，凝练于千千万万向上向善家庭理想目标的自主构建。父母不

仅是向上向善家庭目标的构建者，也是这一目标实现者和维护者。

家庭目标构建，父母要有长远规划；主动向典型模范家庭学习，

贵在持之以恒，要落实于细微之处；久而久之，使“00”后大学

生就会树立向上向善的理想抱负，形成新时代中国青年的远大理

想。

（四）共建共享锻造“ 00”后大学生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

共建共享是新时代新发展理念里面非常重要的理念之一，倡

导各族人民只有先共同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付出，

然后才能共同享有社会主义辉煌成就。人类社会是一个存在密切

联系的系统而非单个的存在。每个家庭是社会系统的最小细胞，

小家的和谐稳定幸福依赖于国家的和谐和稳定。单独家庭的稳定

对社会系统稳定起到的作用是有限的，只有中国四亿多家庭的稳

定才能促使社会系统的和谐稳定，这需要全社会家庭成员共同行

动起来，共同努力建设好每一个最小的家庭。这就需要在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下，整体社会成员拥有共同的价值取向，才能

在社会范围内形成凝心聚力的一种高度认同家庭风尚。共建是共

享的前提，共享是共建的必然结果，只有人人共建，才能人人共

享。“ 00”后大学生对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的认同源自父母对于

社会肩负的责任和使命认同，有了这一基本价值取向的强大指引，

才能对他们的思想道德品质、日常生活行为产生规范性的约束力。

只有每一个家庭对社会共同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的高度认同，才能

从根本上转变部分“00”后大学生责任感淡薄、使命感不清晰的

思想状态，通过他们自己不懈的努力与奋斗后，真正体会到弘扬

共建共享家庭风尚后的获得感和幸福感；真正成长为堪当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有用之才；也才能真正为建设 “爱

国爱家、相亲相爱、向上向善、共建共享的社会主义家庭文明新

风尚” 新时代的“ 好家风”增添磅礴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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