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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儿习俗是民族人民文化基因、原始意识、民族传统的

深刻体现。传统的民族民间育儿观念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现

当代的育儿习俗,与此同时，当今育儿习俗也在民族民间育儿

观念的基础上不断延续、改变、发展着。

1  民族民间育儿习俗的研究价值

育儿习俗研究对于保存和传承民族文化有着极为重要的

意义；对于民族教育学及民俗学知识体系的建构和完善,也具

有相当重要的理论意义；对民族的振兴与发展有着内在的实

践意义。

1.1 民族文化的保存与传承

各民族在其漫长的迁徙融合过程中，形成了属于本民族

的独特精神文化。在此过程中，各族人民形成了自己的育儿

习俗，是本民族生命和文化的延续。许多偏远少数民族地区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正规化的幼儿早期教育机构，幼儿的保教

完全依靠家庭和社会，由父母或长辈通过口口相传，进行知

识传授，实现初步的道德和社会教育。民族育儿习俗是对民

族历史的记录和文化的传承，通过对民族育儿习俗的研究有

助于更好地保存和弘扬民族文化。

1.2 民族教育研究的丰富

基于各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积累的许多独具地

域特色、优良的婴幼儿保教经验，经过科学、系统地挖掘、利

用，这些优秀的文化遗产仍然可以在我们当今的教育活动中

发挥积极作用。然而，这些独具特色的婴幼儿保教经验缺乏

系统的文字记录，也未有专门的著作记载。如果能将这些经

验做进一步的挖掘、整理和研究，那么对于我们现代的民族

幼儿教育发展则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与此同时，还可以编

订专门的适合民族地区使用的民族幼儿保教教材，以期真正

地实现它所具有的民族性，这对于民族地区的幼儿保教事业

将具有非常重要的实践指导意义，有助于更有效地挖掘、整

理和研究民族特色保教经验。

1.3 民俗学研究的补充

民俗学研究最早开始关注育儿习俗研究，但相关研究主

要集中在孕育前和孕育过程的描述和阐释，比如对孕育观念、

孕育信仰和孕育行为等方面。民族民间育儿习俗的研究对于

发掘各民族的风俗习惯有巨大的参考意义，无论在理论方面

还是在实践方面都具有很大的研究价值。

1.4 民族的振兴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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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民间育儿习俗研究是在研究传统育儿风俗基础上探

索其时代意义，既肯定了民族地区人民的智慧与文化，也在

传统与创新方面不断使之结合，使得传统精华、优秀的育儿

习俗急需传承发扬，同时也在各民族的原有传统风俗基础上

吸收更多先进外来育儿观念，以此达到更科学、更有效的育

儿，将这些先进的育儿习俗应用于民族地区实践中，无论是

对于发展学前教育事业还是振兴民族发展都有不可忽视的作

用。

2  民族民间育儿习俗中传统与现代的断裂与衔接

2.1 民族民间育儿习俗中传统与现代的断裂

在经济全球化的当下，文化冲击愈发严峻，尤其在面对

主流文化的话语霸权下，民族育儿习俗却迷失了前行的方向，

脱离了本民族文化与生活现实的根基，处境可谓是进退两难、

举步维艰。然而，一个无视人自身幸福生活、丢掉本民族优

秀文化遗产的教育价值取向是没有根基、没有前途的。

依靠着独有的、与特定的时空和历史文化不断适应的方

式，民族地区多年来的文化一路传承下来。但随着外来文化

的冲击，有的地区开始崇尚外来文化，盲目追赶“先进文明”

的育儿习俗，完全抛弃了本民族的优良传统，忽视本地区生

活实际，这不利于结合民族实际开展育儿活动。民族传统文

化之所以能相对完好地传承至今，说明这其中一定有着某种

适宜的、原生态的、内生式的育儿活动，制约民族地区育儿

发展水平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外来育儿观与传统育儿观出现

断裂，缺乏对接点。

无论是完全摒弃本民族育儿传统，盲目推崇外来的育儿

习俗；亦或是保守传统陈旧育儿习俗不愿意接受先进的外来

育儿习俗，这两者都是不利于民族发展的。当我们看到在民

族民间育儿习俗中的传统与现代产生断裂时，我们需要思考

的是如何将两者融合与衔接。

2.2 民族民间育儿习俗中传统与现代的衔接

随着现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各民族的社会生活也发生了

巨大变迁，但作为民族传统文化不可或缺的育儿习俗变迁不

可能一蹴而就。民族民间育儿习俗作为一种具有浓厚地域特

点的民俗表现之一，一经形成便具有了相对的稳定性和持久

性，这种特征在偏远乡村地区表现得尤为明显，基本上沿袭

了下来。而民俗的变化性又使得育儿习俗需要根据当代社会

的发展特点做出相适应的调整，那么一些合理、适宜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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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势就随之而来。由此可见，当代的育儿习俗仍然以传统育

儿观念为主体，并受其支配下的育儿行为直接或间接地影响、

延续、改变、发展着。

2.2.1 民族传统文化从封闭走向开放

当下的社会文化关系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昔日静态、

封闭与一元的文化迈向了动态、开放与多元的文化。这其中

的文化间关系也由封闭、隔离与疏远走向了沟通、互动与开

放,这些巨大改变强烈冲击了一直以来习惯于本民族自在状态

下的育儿习俗。民族地区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积累了不可或

缺的、具有珍贵价值的育儿文化。而民族地区的幼儿在本地

区孕育、生长，形成了独特的民族心理，要想真正促进民族

地区幼儿教育的发展，就必须对于本民族传统文化进行深度

挖掘，摸索适合于民族地区幼儿心理的早期教育模式。

民族传统文化在封闭的环境中以其自身独有的方式传递

着古老的文明。民族育儿习俗基于本地文化场域形成、发展，

在新时代受到外来文化的强大冲击后，改变了其原有面貌。

主流文化并没有忽视民族文化的闪光点，与此同时，民族文

化也不需要完全被主流文化替代。将民族文化融入主流文化

中，在主流文化中不断更新、发展才是民族文化在大时代背

景下的发展趋势。

2.2.2 民族育儿风俗从传统走向现代

从本质上来说，经过历史的洗涤还能流传下来的民族育

儿风俗习惯，是能够与时代相适应的，并且还能继续发挥很

好的社会作用；相反，凡是对社会发展起着阻碍作用并且与

时代不相适应的育儿风俗习惯，久而久之，也会被逐步淘汰。

基于此，我们要找出能够促进儿童健康成长的、与时代相适

应的育儿习俗，并将其继承与发扬；与此同时，剔除那些不

利于儿童健康成长、与时代发展不相适应的育儿习俗。民俗

文化积淀尤为深厚的广大农村地区在社会文化变迁的过程中

受到的影响较小,因此基本上保存了原生态的传统育儿习俗。

现代的育儿习俗从内容到形式上，都发生了巨大变化。这

是由于传统的育儿方式在遇到现代科技的冲击时，大量地失

去了原有的能够支撑它存在的基础，因此，只有吸纳了现代

的科学文化内容以补充不足，才能达到传统与现代的融合。

2.2.3 民族育儿模式从单一走向多元

社会的不断进步与逐步开化，使得外来多元文化持续涌

入各民族人民的生活。原先由于家庭教养者对幼儿教育观念

的缺失以及自身工作区域较小，人们适应了长期在家中抚养

幼儿。这个时期的民族地区幼儿在小范围的民族文化圈及家

庭环境中成长。随着经济飞速发展致使民族地区也出现了大

规模的人口流动，特别是传统民族家庭中负责婴幼儿养育的

女性也开始远离家庭，外出工作。家庭教养者工作范围的不

断扩大，幼儿教育的观念也不断改变，使得幼儿教育方式的

选择呈现出多层次。因此，民族地区育儿模式也随之由单一

的家庭教养，发展成为公共幼儿教育机构的逐步完善，并逐

渐走向多元化。

现代公共幼儿教育机构的成立和发展，也在逐步满足各

民族不同情况家庭的多层次需求。而正处于民族文化与外来

文化交融区域的公共幼儿教育机构，其自身的文化内涵也变

得更加多元。由此，它的教育模式必须与其他城市里的现代

公共幼儿教育机构加以区分，纯粹的照搬和单一的效仿是无

法满足民族地区幼儿的需求的。鉴于民族幼儿教育的独特文

化精神，民族幼儿教育的模式也需要进一步走上多元化的发

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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