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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向教育在家庭教育领域的探索研究——正向心
理学视域下的家庭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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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正向的教育有利于孩子人格健康发展 ,这是当前家庭教育要为之努力的方面。尤其对学前儿童而言 ,更
有利于孩子的健康快乐成长 ,不当“挑剔父母”,不否定、不挑剔孩子；不利用父母权威；不刻意提醒孩子缺点；而
应关注孩子优点、淡化孩子问题；关注孩子优秀的一面；学会使用正强化 ,正向的语言 ,积极暗示等教育方式来教育 3-6
岁的学前儿童 ,这对于 3-6岁儿童的家庭教育来说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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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何为正向教育？正向教育就是利用正面的思想、

思维方式、方法和手段来培养孩子。换言之 , 就是从正

向的方面 , 用积极的观点看待问题 , 从正向来进行教育 ,

实现在家庭中让孩子感受到温暖 , 有利于孩子自信子的

培养目的 , 使孩子的人格得到健康发展。

《负爸爸 , 正爸爸》一书的作者郭中平老师说到 ,

在家庭教育中无非是用两种教育手段 , 一是正向的 , 包

括表扬、赏识、激励、赞美、夸奖、嘉许、激励、奖励……

为主 , 传递正面的信息 , 使孩子产生愉悦、高兴、激昂、

向上等正向的情绪。另一种是负向的 , 如批评、训诫、

警告、指责、抱怨、贬低、惩罚……为主 , 传递负向信息 ,

使孩子产生沮丧、不快、消沉等负向的情绪。一正一负

就是我们教育孩子的两手抓。但是我们不能两手都一样 ,

而应有所侧重。什么是 3-6 岁儿童家庭教育的重点？从

正向心理学角度而言 , 侧重点就是应该在正向手段上。

在孩子的教育中 , 正向的手段应该占总量的 80% 以上 ,

而负向的手段应该控制在 20% 以下。换言之 , 教育 3-6

岁孩子应该以表扬、激励、赞美、夸奖、欣赏等正向手

段为主 , 负向手段为辅的策略。这也是我们经常赞赏的

一个家庭教育的做法：大拇指下面培育积极乐观而成功

的孩子 , 食指下面批评出消极悲观而失败的孩子。

对于增进儿童幸福而言 , 正向心理学介入是一个有

希望的办法。正向心理学介入的目的不是直接关注减少

的负向症状 , 而是旨在增加正向情绪、生活意义和参与

过程 , 这可以为 3-6 岁儿童家长提供一个明确的教育方

向和强有力的策略指导 , 让家庭教育在积极、乐观、和

谐的氛围下进行。

2 家庭教育领域中“正向心理学”的理解
正向心理学研究的目的就是通过对前人的文献进行

归纳和梳理 , 结合现如今家庭教育的实际情况 , 找出对

3-6 岁儿童的身心、智力、个性等发展方面有教育意义

的干预措施 , 通过正向心理学的介入 , 帮助 3-6 岁儿童

消退和克服不良情绪 , 提升儿童的心理健康。本研究以

文献计量方法 , 访谈法、观察法为主要方法 , 回顾正向

心理学的研究趋势及认知结构 , 分析正向心理学介入对

家庭教育中关于儿童幸福成长的效果。最后 , 依据研究

结果 , 提供未来研究正向的家庭教育提供建议及参考。

以下就本文的研究目的与问题 , 叙述如下：

2.1 梳理正向心理学及正向心理学介入相关文献

为了解正向心理学及正向心理学介入研究领域的发

展趋势及研究成果 , 本研究以文献计量分析方法 , 分析

正向心理学及正向心理学介入文献知识交流及传播的情

形 , 包括文献来源的应用、资料收集 , 以及文献资料的

图谱分析。分析正向心理学及正向心理学介入研究领域 ,

在时间、作者、国家、机构以及所有参考文献的相关情况 ,

并以知识图谱的方式 , 呈现研究结果及说明 , 为正向心

理学介入研究领域 , 呈现更完整的样貌 , 以供后续研究

提供清晰的系统性概念。

2.2 提出正向心理学视域下的正向家庭教育 , 提升儿童

幸福感

根据正向心理学理论 , 为了更好的解决儿童的心理

问题 , 家长在日常的言传身教中应该积极地改变传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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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方法 , 培养儿童积极健康的心理品质。在家庭教育

中 , 引入了正向教育 , 正向教育 , 也称为幸福教育或积

极教育。正向教育有别于传统的教育方式 , 不只是教导

儿童如何去学习 , 去成才 , 也教导儿童体味快乐和幸福 ,

获得积极健康的人生。正向教育应用正向心理学的理念

于家庭教育的环境中 , 是一种积极教育典范 , 强调发展

儿童个人的长处和正向性 , 注重儿童的潜质 , 家长应该

为每个儿童量身定制人生的目标 , 并积极激发儿童的心

理动机 , 以适应孩子健康快乐的发展。

3 正向心理学介入家庭教育之研究
正向心理学介入依据正向心理学的理论基础 , 透过

活动方案的训练、练习 , 使用正向情绪和长处 , 以提高

参与者的正向感觉、认知或行为 , 最终增进参与者的幸

福感。目前研究者所进行的正向心理学介入方案类型有

如下方面：感恩、宽恕、品味、长处、意义导向、与同

理心有关的、幽默、投入和心流、正念和静坐冥想、敬

畏等介入。在家庭教育中 , 作为家长应该结合每个家庭

教育的实际情况 , 结合儿童的先天个性和潜质 , 有针对

性的开展正向的教育。

4 家庭教育中 , 家长容易出现的几个问题：
4.1 否定和挑剔孩子

几乎所有的孩子都是在“犯错误”的过程中 , 逐渐

成长和长大 , 作为家长及时停止孩子的犯错误行为 , 这

是在帮助帮助孩子快速提升自己 , 纠正错误 , 学习进步

的好手段。但是 , 作为家长若是不断挑错、指责孩子 ,

这反映出家长在家庭教育中的一个传统理念：家长心中 ,

孩子犯了错误 , 家长有义务、有责任提醒孩子 , 否则孩

子不知道自己的问题所在；家长不在孩子犯错误时及时

批评孩子 , 孩子就不懂事 , 就不会按照家长的指示去做。

而这个问题的实质是：孩子在家庭生活中出现的负面情

绪对孩子们积极快乐健康的成长有着深刻的影响。家长

们对孩子的挑错和指责 , 这已经严重干扰了孩子们的健

康成长 , 并且造成了使孩子产生消极、烦躁的负面情绪。

因此 , 孩子在成长过程中缺少自信 , 并在行为和心理上

表现出抵触家长的行为。孩子长期生活在这种状态下 ,

无法拥有良好的情绪状态 , 孩子往往认为自己没有优点 ,

从而丧失了自信心 , 反而使得自卑感增强。孩子就像小

树苗 , 它成长的过程中一定会有很多枝杈 , 园丁需要修

剪才能把小树苗培育成参天大树 , 而并非把树苗说有的

枝杈都剪掉。孩子也一样 , 家长要用专业的家庭教育知

识 , 用爱去培育孩子 , 孩子才能茁壮成长 , 而并非把孩

子全部问题都立刻砍掉 , 孩子就成才了。实际上 , 孩子

的成长是一个过程。因此 , 在家庭教育过程中 , 家长不

要目光都集中在孩子的缺点上 , 应该更多的关注孩子的

优点。

4.2 刻意提醒孩子缺点

有这样一个案例 , 有一个小男孩求助心理医生 , 原

因是他在观看了电视中的口吃节目后 , 他自主模仿 , 结

果他自己也变得说话结巴了 , 每当孩子说话有问题时 ,

爸爸都会提示他：“儿子 , 你说话又结巴了。”

这个案例的问题在于 , 当孩子出现说话结巴时 , 爸

爸特意去提醒 , 言外之意是：你现在结巴了 , 不要再结

巴！而偏偏这种有意的提醒 , 反而强化了孩子的口吃意

识 , 起了负强化作用。孩子在说话过程中 , 原本没有意

识到自己说话不连贯 , 字词有重复 , 结果被爸爸一提醒 ,

孩子明白了：哦 , 我在结巴。导致爸爸越想纠正 , 问题

越大。孩子成长过程中 , 类似于这种出露端倪的小问题 ,

如果不去管它 , 或许会随着时间的流逝渐渐淡化 , 甚至

消失。

4.3 过多关注孩子问题、忽略孩子好的方面

在家庭教育中 , 不难发现在很多家长眼中 , 孩子身

上到处是缺点：学习上 , 态度不认真 , 课堂上不注意听

讲 , 回家写作业拖拉；生活中 , 不懂立礼貌 , 不会主动

和大人打招呼；和他人交往 , 不主动 , 不积极；做事情

时 , 三心二意 , 不动脑分析问题；与家长相处 , 叛逆心强 ,

不听话等。

为什么在家长眼里看到的都是孩子身上存在的问

题？这是由于大部分家长习惯了以挑孩子身上的问题 ,

来帮助孩子成长的思维方式。现如今 , 很多家长虽然也

在学习家庭教育知识 , 但是还不够系统和全面 , 有的家

长对孩子成长中出现的问题一知半解。而且 , 家长往往

把教育孩子问题分门别类的进行细化 , 导致家长的过度

关注。孩子的很多问题 , 本可以随着年龄的增长自行解

决和消失 , 结果在成长过程中 , 都成了家长眼中不可饶

恕的问题所在。

家长这种负面取向的教育方式 , 往往使得孩子的问

题越来越多 , 而且越来越严重。有心理专家指出 , 家长

要想改掉孩子身上的各种问题 , 最好的办法之一是忽略

问题；家长要想培养孩子好行为 , 最好的办法之一是关

注好行为。作为家长应该改变只关注不好方面 , 而忽略

良好行为的思维方式。孩子的成长是动态的 , 当下的缺

点 , 明天也许开始逐渐改正。所以 , 家长要用积极的心

态 , 用正向的思维 , 从正面的角度看孩子 , 还给孩子自由 ,

这样才能培养出自立自强 , 能够掌控自己未来的孩子。

5 采用正向的教育方式
5.1 运用正强化改变孩子的不良行为

家庭教育中的“正强化”是指当孩子出现一个行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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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不良行为之后 , 家长应该从正面的、积极的角度

给予孩子某种刺激 , 达到孩子淡化不良行为 , 使良好行

为再次出现。在强化优点的过程中 , 孩子的内心被引向

积极正向的一面 , 从而摒弃身上不好的东西 , 让自己变

得越来越好。

5.2 运用正面的语言教导孩子

当孩子出现某些小毛病小缺点时 , 家长如果用打骂、

嘲笑、讽刺等高压手段对待孩子的问题 , 这并不是明智

之举 , 反而激起孩子逆反的心理 , 这对孩子未来青春期

的健康成长也留下了隐患。即使孩子在父母的负面语言

管教下 , 孩子立刻停止了不良语言和行为 , 由于这并非

是孩子从实践中深刻反省自己后的做法 , 因此也不能永

远印刻在孩子内心 , 最后将问题彻底的变成了顽疾。若

是家长换了另一种阳光、积极、乐观的语言来教育孩子 ,

结果也家长们想象不到的美好。

5.3 运用积极的、正面的暗示教育孩子

暗示是用含蓄的语言或行为、间接的方式使人领会

意图的方法。积极正面的暗示 , 是通过间接含蓄的方式 ,

运用夸奖、表扬、鼓励、期待等正向的教育手段 , 使孩

子们朝向家长指明的方向发展 , 在孩子的心中形成一种

“我可以”的信心和“我能做”的动力。我国教育家陈

鹤琴说：“小孩子的成长离不暗示 , 家长应该运用积极

的暗示 , 来使儿童自然而然接受父母的教诲 , 达到不伤

孩子的内心的目的 , 同样这可以调动儿童在受教育中的

主动性……对于教育小孩子 , 父母最好用积极的暗示 ,

不要有消极的命令。”

6 结束语
综上 , 正向心理学应用于家庭教育可以帮助幼儿正

向发展 , 能够提升幼儿的幸福度 , 促进幼儿未来发展。

家长可以在了解幼儿心理发展情况的基础上 , 有效利用

正向心理学对幼儿进行针对性引导。由于正向教育具体

实施存在一定的难度 , 因此家长需要学习正向心理学的

相关理论 , 在家庭教育中不断进行实践 , 做到学以致用 ,

培养孩子健康快乐地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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