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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儿童阳刚性发展缺失的现状
当前，男性儿童阳刚性素质的缺失和培养不仅成为社会热议

的话题，也成为素质教育必须应对的现实问题。
1.1我国儿童阳刚性气概娇弱
我国儿童存在整体娇弱的现状。就目前国情而言，儿童普

遍存在娇弱、体能低下、心理脆弱等脆弱品质。无论是上流社会
还是普通家庭，儿童在生理、心理等多个方面都是娇弱的。并且
部分男性儿童具有过度女性化倾向。目前，男女儿童均有异性化
倾向，其中男性儿童女性化倾向最为突出。对大众人群的调查显
示，66%的人认为男性儿童的女性化倾向愈演愈烈，也有人认同

“阴盛阳衰”、“青春少年无血性”的观点。对男性儿童模仿女性行
为、走路姿势、语气、着装等情况的调查显示。进入21世纪以来，
男性儿童女性化比率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5倍之多[1]。虽然基
数不大，但增幅非常惊人。客观地讲，相当规模的儿童确实削弱
了阳刚气，缺少了勇敢刚毅的品性。一些蹒跚学步的男性儿童似
乎既没有“男子气质”，也没有“男子气概”；他们既不勇武，也
不敢“冒险”，特别是缺乏男性应有的责任和担当。部分学者认为
今天的“真汉子”竟成为社会的稀缺资源。“教育应该把男人变成
男人，把女人变成女人。”虽然这是一种嘲弄，但其中蕴含的儿童
阳刚性教育无疑是儿童健康素质不可或缺的一部分[2]。

1.2我国儿童缺乏独立人格
儿童缺乏独立人格同时意味着缺乏独立意识、独立精神和独

立批判的能力。与此同时带来影响则是无法用自身独特的视角去
观察世界、适应世界，不能用特定的视角和思维去评判；儿童将
会变得盲目跟风、唯唯诺诺；如果社会上充斥着缺乏主体意识
的儿童，那么当缺乏主体意识的儿童长大成材以后，将为未来
我国高层次人才和领导人的主体意识和创新性思维埋下深厚伏笔，
造成不可估量的影响。

1.3我国儿童的表现力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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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儿童表现力不佳表现在羞于人际沟通对话，不敢或不愿
说什么，不敢或不愿提意见，不流露或不愿流露情感，有能力流露
或不愿流露，把一切都塞进心里。在我国，儿童的表演欲望非常强
烈；但是在初中及以后，表演欲望逐渐衰退，外国学者也注意到了
这一问题，并多次建议中国学生在不同场合善于和勇于表达自己。
我们国家的教育理念，倡导“阳光教育”，培养“阳光宝宝”，就是
要鼓励孩子们直言不讳、抒发情感、敢于表达不同的观点。

2　我国儿童阳刚性缺失的原因分析
男性儿童阳刚性的缺失是多种原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些原

因具有普遍性和持久性，成为我国儿童阳刚性形成的深层羁绊。
2.1社会层面的大潮流、大趋势影响
影视文化对儿童成长具有强大的引领功效，它已经成为现代

养成教育可资利用的最有效平台、载体和手段，时下儿童的很多
行为都带有明显的影视文化的影子。从儿童的习性变迁中我们可
以清晰地感受到“中性崇拜”、反串做派和“韩流”影视的品味。

2.2男教师严重短缺
师范院校男女比例失衡。此前，权威调查显示，全国师范

院校男女生差距明显加大，其中女生占65.4%，男生占34.6%。而
在学前教育领域，男生更是稀缺，其中幼儿园男教师占比不到5%。
这可能与所谓的“家有五斗粮，不做孩子之王”的传统观念是一
致的。此外，男性报考师范院校在某些方面成为次优选择。男性
儿童阳刚性缺失与当前教师性别比例存在一定关系[3]。

2.3家园共育中“父爱缺位”
2.3.1 家庭共育中出现了“父亲缺位”的现象
在我国当前的家园共育环境下，大多数家庭都面临着“教

育依托母亲、接送依托爷爷奶奶、父亲缺位”的现实问题。父
亲参加家长会的情况非常罕见。对儿童的学习和成长知之甚少。

“同时，家园共育中的父亲主要是被动参与的形式，参与的积极
性很低，主要是在幼儿园在主动与儿童的父亲沟通，对儿童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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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和发展都有很严重的不利影响；同时，父亲在家庭中的参与方
式也主要是被动参与，减低比率的父亲能得到促进和鼓励[4]。

2.3.2父亲对教育观念存在偏差
著名教育家Spencer曾经说过：“父亲是孩子通往外部世界

的引路人。”尤其是对于学龄前儿童来说，无论是在儿童的品格培
养上。或者在儿童的情感教育中，父亲会对儿童起到很强大的示
范作用。在我国社会发展过程中，在普通的家庭里“男主外、女
主内”的现象屡见不鲜。父亲一般肩负着撑起家庭的主要责任，因
此将大部分精力投入到工作中，往往容易忽视对子女的教育[4]。

2.3.3父亲对家园共育活动的重视程度不足
在当前家园共育活动的推动下，父亲参与亲子活动的频次逐

年增多，但仍然处于比较低的层次。不少幼儿园教师表示，在
当前家园共育儿童教育发展的大环境下。他们对父亲参与家园共
育活动的重视不够。其中，幼儿园作为家庭共育活动的组织
者，对父亲参与家庭共育活动的策划重视不够。对父亲没有相
应的父子活动，这使得在家上学活动更像是妈妈们的单独活动，
父亲往往以工作忙、没有时间为托辞，规避参加在家上学活
动，相当规模的父亲认为在家上学活动只是陪孩子玩耍，有母
亲就够了，这导致了父亲缺位现象越来越严重。

3　家园共育视角下儿童阳刚性缺失的对策
3.1社会层面的应对策略
3.1.1国家层面对家园教育提出新要求
我国《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指出:“建立良好的常

规，避免不必要的管理行为，逐步引导儿童学习自我管理。”其实
质是在引导儿童实现自我管理，而幼儿园是培养儿童良好生活常
规的最佳时机。儿童易出现极度不适应幼儿园、强烈的分离焦虑
等情况，而良好常规教育能够帮助儿童克服问题、养成良好的习
惯、提高社会适应能力[5]。通过调查研究，对教师在课堂中开
展良好的生活常规下的家庭教育提出合理建议，从而为教师培养
儿童生活常规提供方法和借鉴。而家庭和幼儿园合作共育是一种
平等、双向的活动，是共同合作教育的一种实践。家园共育的目
的是促进学龄前儿童的健康成长，为儿童提供完善的、发展的教
育环境。在家园共育中，儿童教师可以引导家长形成正确的教育
目标，在这一过程中，教师的专业素养可以得到提升，家长的教
育观念也得以向更好的方向转变。价值取向是多元文化背景下进
行家园共育路径选择的认知前提。

3.1.2幼儿教师队伍性别比例要健全完善
幼儿园是实现儿童社会化的极其重要的地方,性别角色认同是

个体社会化的重要内容。“刚柔相济”才可以促进儿童的心理、人
格等的全面发展。男性幼儿教师果敢刚强的性格和简约有力的教
学风格,相较于女性幼儿教师温婉型的教学风格形成了鲜明对比。
因此在女性幼儿教师长期潜移默化的影响下,儿童会不经意地继承
女性的温柔和细腻,进而缺乏阳刚的男子汉气概。男性幼儿教师的
性格和生理特点,如个性刚毅、喜爱运动、胆大粗犷等等这些都是
女性幼儿教师不可替代的。

3.2 家园共育中“父亲缺位”的应对策略
3.2.1有效提高父亲对家园共育的重视程度，要从根本上解

决家园共育中“父亲缺位”的现象困境，
首要任务是要从心理上改变父亲对家园共育的观念，提高其

对家园共育的重视程度，令其充分认识到家园共育对儿童教育的
重要意义，从而将更多时间与精力投入儿童教育活动，打破现
有教育观念的禁锢，结合儿童现阶段的成长与教育现状，有针
对性地开展教育活动，进行适当的教育干预，积极参与家园共
育活动。除此之外，父亲要合理地安排好自己的工作与生活时
间，在繁重的工作压力下要尽量找到休养的空间，将一定的业余
时间留给自己的子女，不能以工作的繁忙作为缺席家园共育活动
的借口。

3.2.2积极参与家庭互动活动

儿童最喜欢做的就是把幼儿园的所见所闻告诉父母，记忆力
不如成年人。儿童经常在放学后第一时间告诉父母幼儿园发生的
事情。父母可以从孩子的叙述中直观清晰地了解孩子一天中发生
了什么，这可以帮助父母理解孩子的现实想法。它也有助于父
母和孩子之间的沟通。父亲要做好本职工作，充分发挥父亲职
责，为儿童成长发展作出努力。

3.3家园共育层面的应对策略
3.3.1双方均使用良好的态度和沟通方法
任何交流都必须在平等的状态下进行才能有效，这也是家园

共育工作的基础。作为教师，虽然对儿童教育理论有更深的理解，
但更重要的是让家长认同阳刚性教育理念，支持幼儿园工作，让
家长接受专业指导，教育儿童更有针对性地培养男性气概。

3.3.2要了解家长的出发点
当老师和家长有不同的顾虑时，为他人着想很容易理解。

作为父母，他们希望孩子越来越好，所以选择了关爱，但长辈
和年幼孩子的父母并没有意识到过度关爱的严重后果。若家长的
意见合理，可以直接采纳，但若有不恰当的地方，需要老师及
时明确的指出来，让家园之间的方向能够一致，那就是努力让
儿童变得坚毅、顽强、优秀。

3.3.3提升幼儿教师的对男性儿童阳刚性教学的专业素养
专业的教师会让人更信服。如果要做好家园共育工作，就需

要教师正确了解儿童，掌握到儿童行为背后的原因，并提供多种
家庭教育方法来为家长答疑解惑。专业素养不能仅仅靠经验来堆
积，而是需要教师的不断学习。在网络时代，教师的学习比以往
来得更方便，只要是主动学习，都能够让自己的专业素养提升，专
业素质提升以后，得到家长的信任，然后在对儿童进行阳刚性教
育的过程中的专业性底气才会更足。

3.3.4要求老师和幼儿园及家长方面及时沟通
教师要利用多渠道和家长保持及时沟通。比如利用网络进行

交流，能够让家长多方面了解孩子的情况，这样会让家园互动更
加密切。其次，教师还要重视对环境的创设，教育环境对于儿童
来说非常重要。进行优美的环境创设，可以让家长在这种气氛下
对幼儿园产生信任。通过物质环境创设，家长能够随时随地地了
解园区动态。当教师能够说得清楚、说得及时，相信家长会更加
愿意去配合儿童的阳刚性教育工作。

4　结语
儿童阳刚性教育是为我国人才资源储备提供的助力和基础推

动教育领域之一。在学前教育阶段的阳刚性教育研究中，国家与幼
儿园和家庭均应及时转变观念，加强对儿童阳刚性教育的重视程
度。国家层面出台对应儿童阳刚性教育政策、幼儿园层面不断改善
阳刚性教育的模块、家庭层面加强与多方的配合协作。形成良好的
国、园、家共育分为，推动儿童全方面的和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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