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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文化对当代家庭教育的影响
李  艳

（青海民族大学  青海西宁  810007）

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教育，在数以千年的教育实践中总
结出了丰富的教育理论和经验。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国传统
文化是我国家庭教育的根基和灵魂，其中蕴含着丰富的家庭教
育价值，并深刻影响着家庭教育的观念、内容与形式。随着智
能时代、网络时代的来临，人们获取的信息量无限扩大，多种
人生观、价值观和教育观涌入人们的视野，传统家庭教育的观
念、教育方式也受冲击。在新时代，如何深度挖掘儒家文化内
涵和教育价值，更好的丰富家庭教育理论，指导家庭教育实践，
提高家庭教育质量是时代的追求，也是传承和发扬中国优秀传
统文化的重要任务。

1、儒家教育思想

儒家作为中国最具影响力的文化流派创始于先秦 , 到东汉
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儒家思想得以极大的发
展。虽然由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 , 儒家学说影响力下降 ,
但由儒家学说倡导的封建社会伦理影响下 , 诞生了我国第一部
系统论述家庭教育的专著——《颜氏家训》，对文人士大夫的
“治家修身、求学处世”等问题进行了论述，为后世家庭教育
理论研究开创了先河。此后，关于家庭教育的文献越来越丰富，
在《古今图书集成》中就有《家范典》116 卷，涵盖先秦至清
初的家庭教育文献和资料，为后世了解和借鉴传统家庭教育提
供了依据。

2、儒家文化对当代中国家庭教育的影响

儒家文化中关于家庭教育的许多思想深刻而精辟，极具概
括性和普遍教育意义，是我国传统家庭教育思想的瑰宝，对现
代家庭教育依然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2.1  儒家文化思想给予后世家庭教育以积极影响
2.1.1  “知孝明悌”的家庭观
儒家文化强调“正家之道”，即关于理顺家庭中的父子、

同辈、夫妻关系的教育，其精髓是“知孝明悌”。“孝”即是
孝敬父母，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悌”指敬爱兄长，后泛指
兄弟姐妹之间的友爱。孔子认为“孝悌是”做人、做学问的根
本。《论语》中说：“父母亲而又尊，更要先之又先，必须孝敬。
兄长同胞，又先我生，必尽悌道。此是天经地义丝毫不许懈怠。”
同时儒家文化认为“知孝明悌”是人文精神的核心，是为人处
世的基本要领，但并不是死板的教条，并不只是单方面的顺从
或尊敬，重点是培养人性和谐的“爱”。这种“父慈子孝”、“兄
友弟恭”、“夫义妻贤”、“长幼有序”的家庭人际关系是构
建相互关爱、相互尊重 , 共建美好家庭、和谐家庭的深层次准则，
在任何时代的家庭中都具有指导意义，既是提高家庭教育有效
性的基础，也是家庭教育的主要内容。

儒家作为中国最具影响力的文化流派，蕴含着丰富的教育价值，在千百年的发展中深刻影响着我国社会、文化的发展，对

家庭教育的观念、内容与形式也生深远影响。我们在肯定儒家传统文化在创造辉煌民族文化、传承民族精神的同时，更要

去其糟粕，剔除不符合时代要求的内容，挖掘和梳理其精华，赋予其新的价值和意义，并在实践中不断充实与完善，更好

的为当代家庭教育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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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以身作则”的家长观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说过：家长是孩子的第一所学校，家长

是孩子的第一任教师。在一个家庭中，家长是未成年人的主要
监护人，主要承担着养育、教育孩子的职责。家长的一言一行
多会潜移默化的影响孩子，因此古人非常重视“身教”在家庭
教育中的作用。《颜氏家训·治家》中开篇就说：“夫风化者，
自上而行于下者也，自先而施与后者也。”即风化教育是由上
而下推行的，父母长辈要以身作则，身体力行，做好孩子的榜
样。司马光《涑水家仪》也指出：“凡为家长，必谨守礼法，
以御群子弟及家众。”认为家长只有严格要求自己，谨慎言行，
才能管教子女及家人员。这与《教育部关于加强家庭教育工作
的指导意见》第二部分“进一步明确家长在家庭教育中的主体
责任”中提出的“依法履行家庭教育职责”的要求一致，是符
合当前家庭教育实践的家长观。

2.1.3  “诚实守信”的道德观
诚实守信是儒家文化最重要的内容之一，也是家庭教育的

重要组成部分。《论语·为政》记载：“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
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 ?”着重强调诚实守信是
立身处世的基本准则，这是儒家传统伦理的准则之一，在《论语》
的《子张》、《阳货》、等多篇中都提到“信”这一道德品质。
其中“曾记杀猪教子”就是一个典型案例，一方面，曾子严格
教导孩子要诚实守信，另一方面，曾子也对自己严格要求，树
立好的榜样。现如今家庭教育的内容广泛，而诚实守信是必不
可少教育内容。随着孩子的成长，诚实守信不仅影响着他们对
他人的行为准则，也影响着他们的生活方式。诚实守信的孩子
其人生观也是非常积极的，真诚待人同时愿意相信别人的孩子，
在遇到困难时也会得到别人的帮助。而说谎的孩子在生活中总
是缺乏安全感，嫉妒、多疑和猜疑他人，在遇到困难时，自然
也不会得到别人的帮助。由此可见，诚实守信对现代家庭教育
的作用是十分重要的，一方面要加强对孩子这方面的教育，另
一方面要加强对孩子诚实可靠的灌输，加强父母的榜样作用。

2.1.4  “立志求学”的学习观
儒家强调“修身”，即修养身心，塑造品学兼优的良好品

格。《礼记·大学》中提到：“格物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
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
国治而后天下平”。强调“修己”是“治人”的前提，是为了
实现治国平天下的最终目的，说明治国平天下和个人道德修养
的一致性。而“修身”首先需要“立志”，明确了志向，才能
克服困难，勇往直前。诸葛亮在《诫子书》中就明确提出：“夫
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以通
俗易懂的语言明确阐述了立志与学习的关系。“读书”是落实“立
志”的具体行动。“学而优则仕”很好的体现了儒家对读书的
看法，除了认为读书有追求功名利禄的功利性以外，更认为通
过读书，学习圣贤的嘉言懿行，有提高个体精神境界、增强道
德修养、提高聪明才智，最终学以致用，大济苍生的更深层次
目的。在生产力高速发展的当今社会，家庭的物质条件越来越
丰富，孩子们更需要立志、读书求学的教育。作为家庭教育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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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内容，帮助孩子从小树立远大理想，学会自立自强，成为
有所作为的人，这既是当代年轻人适应社会的发展，满足个体
自我实现的需要，更是为社会贡献自己聪明才智，报效祖国的
前提和基础。

2.2  儒家文化中的消极因素
2.2.1  唯“古”是从，缺少创新精神
家庭教育是进行个体教育的主要阵地，同时传承和发展中

国优秀传统文化也是其内在必然的追求。但我们应该认识到，
儒家作为传统文化的核心，是在封建统社会中形成和发展起来
的，其目的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不可避免的存在一些不合
理的内容，如男尊女卑、愚忠愚孝等。我们用批判的眼光和持
续发展理念看待儒家文化，避免形成“唯古是从”的意识，将
其和新时期的新要求相结合，形成新的理解和，创造新的内容，
使其能在新时代再续辉煌。

2.2.2  中庸思想，竞争意识薄弱
庸是儒家的道德标准，通常指不偏不倚，折中调和的处世

态度，更深层次是追求个人修养的最高境界：至诚或至德，而
不是表面肤浅的中立和平庸。人们对其的片面理解，往往容易
导致生活或工作中消极等待，不思进取，缺少竞争意识等问题。
我们应扭转这种错误思想，辩证对待与人友善和积极进取，培
养孩子正确的学习观和职业观。

2.3  儒家文化对当代家庭的教育方式的影响
因材施教、循序渐进、宽严相济、榜样示范、启发诱导、

内省慎重等，都是儒家提倡的儒家家庭教育原则和方法，是儒
家家庭教育实践智慧的结晶，符合个体身心发展规律，对当代
家庭教育依然有着积极的指导作用。

2.3.1  提高孩子“内省自觉”的习惯和意识，提高自我教育
能力。如今很多家庭教育的问题不是家长“不说”或“说得太少”，
而是“说的太多”，错误的将“唠叨”等同于“教育”，孩子缺乏内省、
思考的时间和空间，不仅没有到达教育效果，还影响亲子关系，
甚至产生对立。我们应将说理和自省相结合，培养孩子独立思考、
自我批评和教育的能力，同时提高其责任感和担当意识。

2.3.2  遵循“宽严相济”的教育原则，增进亲子关系。儒家
文化强调对孩子的教育要宽严相济，这是因为孩子身心发展不
完善，社会经验不足，考虑问题不够全面，必然会出现各种错误。
对待孩子的错误，家长要清楚的意识到，“宽与严”不是对立，
而是相辅相成，寻求平衡的。家长要努力做到严中有宽、宽以济
严，宽中有严、严以济宽，使孩子在接受教育中，能感受到父母的
殷殷嘱托和浓浓的爱意，这既能他们保证身心健康发展，也是
保持良好家庭关系的基本准则。

3、儒家文化给当代家庭教育的启示

儒家文化中的家庭教育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
分，它浓缩了古代众多学者对家庭、个体成长、家国情怀和民
族精神的理解和丰富的人生感悟，其内涵丰富，包罗万象，饱
含拳拳爱子之心，对当代家庭教育有着极强的指导意义。随着
时代的变化，社会对个体提出了不同的要求。同时，信息化时代、
智能时代的来临，多种价值观、人生观、教育观和人才观的冲
击下，我们在肯定儒家传统文化在创造辉煌民族文化、传承民
族精神的同时，更要去其糟粕，剔除不符合时代要求的内容，
挖掘和梳理其精华，赋予其新的价值和意义，并在实践中不断
充实与完善，更好的为当代家庭教育服务。

4、结束语

综上所述，儒家文化历史悠久，内涵丰富，通过对家庭伦
理道德等问题的一系列思考，形成了许多理论特质明显、思想
脉络清晰的传统家庭教育理性认识，构成传统家庭教育的理论
基础。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我们应该认真总结经验，汲取教训，
剔除“糟粕”，传承精华，使这个中华民族的精神瑰宝更好的
为家庭教育、民族团结和社会和谐贡献更大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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