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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农村家庭教育状况的调查与补救策略研究
鲁志云

（甘肃省兰州市永登县城关小学，甘肃 兰州 730000）

摘要：习近平总书记“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的

重要讲话精神旨在引导广大教育工作者务必加强家庭教育工作，

从国家层面对“家校合作共育”的高度重视。为此在本学期，我

对曾送教下乡的我县两所农村小学的二到五年级学生和家长进行

了深入地问卷调查，发出问卷 270 份，收回 201 份。学生和家长

对问卷内容进行了逐项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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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农村家庭因受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农村教育尤其农

村家庭教育始终处于新教育背景下的薄弱状态。这不仅表现在广

大农村家庭智力、物力、财力、精力等条件的不足，还表现在对

孩子教育观念的滞后、教育方法的欠缺、家庭氛围的不和谐以及

良好的家教环境的缺乏等方面，对此进行调查。

这次调查主要以问卷形式，调查要点有：

1. 你是不是留守儿童？

2. 父母受教育程度如何？

3. 爸爸妈妈对你考试成绩不好时是否进行体罚？

4. 你爸爸妈妈经常指导你的学习吗？

5. 爸爸妈妈在家庭中生活中能耐心跟你交流沟通吗？

6. 你参加课外兴趣班吗？

7. 爷爷奶奶比爸爸妈妈你更喜欢谁？

8. 你心目中的家长是怎样的？ ......

通过调查数据分析，家长的教育价值观念非常淡薄，家庭教育

行为失范，教育人文质量低下，使下一代成长的后劲严重不足。这

种现象在广大农村极为普遍，家庭教育的缺失最终导致的结果就是

“家风”不振。

一、调查对象

1. 家长职业：农民 190 占 94.5%，个体户 11 个占 5.5%，绝大

部分均从事农业和外出务工，均居住农村。

2. 父母受小学毕业教育的有 13 人占 6.47%，初中教育的 105

个占 52.2%，高中教育的 75 个占 22.4%，小学没有毕业的 8 人占

3.98%。

3. 家庭经济收入：来自务工收入的占 88.8%；收入较好的占

35.5%; 经济困难的占 13.5%; 特别困难的占 2.2%。

4. 家庭组成情况：原婚的占 89.2%；再婚的占 7.5%；单亲家

庭占 3.3%。

5. 家庭学习环境：参加问卷调查的家长，平时看书读报的占

10.5%；指导孩子学习的约占 63.75%。农村家庭没有良好的学习

氛围，能给孩子提供单独的学习场所、有桌椅、灯具、必须的学

习用品及图书资料，并能在平时购买少量的课外书籍等的占 17%

左右。

以上数据显示，大部分家长的职业、受教育程度、家庭的经

济状况和培养观念出现了问题。

二、家庭教育失衡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

1. 家庭文化素质偏低与新教育形式的要求失衡。“哀其不幸，

怒其不争”在他们身上是真实的存在。更严重的是给孩子简单的

学习用具都不会置办齐备，孩子身上体现出来的是一副稀里糊涂

的学习态度。孩子的性格也非常软弱，动不动就会哭。这样的家

庭没有目标和追求，更没有言传身教的榜样的力量。

2. 好高骛远的思想与教育规律的失衡。有部分家长急功近利

思想严重，望子成龙爱走极端，以成人的想法管理孩子的学习，

相当然地给孩子加过难、过重的课业负担。没能尊重孩子对知识

的认知规律，挫败了孩子学习的自信心，伤害了他们的学习的欲

望与动力，致使这类孩子从小产生了对学习的恐惧心理。

3. 家长粗暴的教育方法与人性化教育的失衡。他们不懂得“润

物细无声”的教育效果，大谈不切合实际的经验，完全不考虑自己

孩子的实际条件（智力和非智力的因素）。这种做法严重束缚了孩

子的个性，扼杀了他们的活力和天性，禁锢了孩子创新的欲望，也

无形中加剧了孩子的心理负担。

4. 留守儿童教育与和谐的家庭教育的失衡。本人调查问卷的

这所学校，相对来说经济条件不是太差，有一部分家庭只有单一

的农业收入，大部分年轻人都抛家离舍外出打工，留守儿童数量

居高不下。

5. 以身作则与严格要求的教育失衡。调查数据显示，有 75%

的家长对孩子要求严格，对自己的要求却很宽松，对孩子提出这

样那样的要求，而对自己的思想行为从不检点。一边教育孩子要

尊重老人，一边却不尽赡养父母的职责和义务；一边给孩子讲“好

好学习，天天向上”，一边自己却从不读书，这种家教下成长出

来的孩子，人生观、价值观混乱不堪，更不要说有什么良好的发

展了。

三、解决这些问题的策略

1. 面对竞争日益激烈的社会，农村家长首要解决的问题是教

孩子“学会做人”，家长要把自身素质的提高与孩子的成长看得

同等重要，要通过家长的言传身教，潜移默化、耳濡目染地去影

响孩子。

2. 家庭教育要密切配合学校教育，因为即便是素质较好的家

长也不一定掌握自己孩子的心理特征和学习特点，家长应该主动

到学校了解学生的情况。

3. 家长要创造一个良好的家庭环境。由于农村家长受传统家

长制教育方法的影响，对孩子的约束意识比较强，照理来说，家

长应该和蔼可亲，爱护、理解子女，应该耐心地教育孩子，少点

颐指气使和戾气，循循善诱地创造良好的家庭人文氛围。

4. 要提高家长对家庭教育的认知水平。提高家庭教育水平和

能力不是学校和教师所能完成的，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这是

全社会的事，其中县镇级教育主管部门尤为关键。上级主管部门

及教育工作者不但要教书育人，还要承担起协调校内外教育力量

的重任。本人认为当前可着重做好以下几项工作：

一是开办家长学校。学校要定人定时开办好家长培训班，找症

结，对症下药寻良方，让家长接受当前的先进教育意识、教育动态，

也是提高家庭教育水平的有效途径。

二是学校开设家长接待日。每月定时专门接待来访家长，让

家长全面了解学校的教育教学状况，调动家长参与学校事务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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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地理中环保意识的渗透与强化
马春华

（吉林省松原职业技术学院，吉林 松原 130000）

摘要：随着新课改在高职地理教学中的不断深入，学生核心

素养的培育成为重要教学目标。学生环保意识的培养是提升其人

文素养的重要途径，通过在地理教学中渗透环保意识，不仅能够

增强学生的地理学习兴趣，而且还能培养他们的环境观，使其关

注社会热点问题，提高他们的知识运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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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挖掘教材内容，树立学生的环境观

地理学科讲的是人与环境的关系，这就需要教师从文本内

容出发，深入挖掘地理教材中蕴含的环境因素，以此为基准，

树立学生的环境观。例如，在讲“人与自然”这一内容时，首

先让学生了解人类的生存是得益于大自然的馈赠，包括阳光、

空气、土地等这些都是人类生存的物质基础。自然资源的破坏

都必将为人类活动造成一定的伤害。之后，笔者引导学生分析

如今工业排放的废气、废水对河流和空气造成了什么的影响，

进而探究减少或避免环境污染现象发生的有效措施。

通过深入分析教材中的知识点，从中提炼关于环保方法的内

容，这对于学生环境观的树立具有积极作用。

二、设置探究性问题，强化学生的环保观念

高职生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分析能力，对事物也会有自己的

看法和见解。因此，教师可以在尊重学生主体地位的前提下，

为其提供发表个人观点的空间，鼓励他们勇于表达自己独到的

见解。探究性问题的设置，有助于激起学生的探究欲望，在思

维的碰撞中强化他们的环保观念。例如，在学习“新能源”这

部分知识时，笔者让学生关于开发核电的利与弊进行探究。

学生纷纷踊跃参与讨论，积极发表自己对核电的看法。在这

种具有探究性的问题面前，能够将学生的思维带入环保问题的思

考过程中，有助于其环保意识的强化。

三、组织实践活动，使学生养成环保习惯

在地理教学中培养学生的环保意识，应真正落实到实践中。

因此，教师应将课本学习到的环保知识与学生的实际生活建立联

系，以生活经验激发其情感共鸣强化他们的环保素养。例如，在

学习“地球上的大气”这一内容时，笔者首先让学生在网上查找

并搜集资料，总结台风、暴雨、沙尘暴等天气灾害发生的原因，

以及规避和补救这些天气灾害的措施。之后，笔者让学生深入实

践中，去调查社会上关于环境污染的问题，并从身边做起，养成

良好的环保习惯。

四、结语

总之，高职地理教学中渗透和强化环保意识，能够使学生在

潜移默化中规范自己的行为，引发他们对环境问题的深入思考，

有效提升他们的环境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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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积极性。

三是教师定期或不定期地进行家访，了解学生的家庭状况以及

在家的表现，与家长在教育学生上达成一致，从而因材施教。

四、结语

教育主管部门应该在家长脱离小农经济社会意识形态上下功

夫，开发《颜氏家训》《朱子治家格言》等文化作品的文化深度，

彰显充满正能量的家风，这是千秋之功德，是国之大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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