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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早期家庭教育现状及解决对策
孙冬瑾

（山东外国语职业技术大学，山东 日照 276800）

摘要：早期家庭教育是儿童终身教育的重要阶段，对儿童一生的发展起到极为重要作用。本文就早期家庭教育当前存在的问题展开

研究，围绕家庭内部与外部两大环境分析问题。针对家庭内部问题和外部影响研究解决对策，探寻解决当前家庭教育问题的对策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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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二孩”“三孩”生育政策相继颁布后，幼儿相关服务呈

现出百花齐放的态势，其中家庭教育也逐步进入大众视野内。早

期的家庭教育作为儿童教育的起点和开端，是儿童终身教育的重

要阶段，早期家庭教育对儿童一生的发展起到极为重要作用。自

2021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颁布后，我国首次就

家庭教育进行了专门立法。全社会对家庭教育的支持呈上升趋势，

政府动员全社会力量关心支持家庭教育的立法方向和重心进一步

突出，对于我国家庭教育事业具有里程碑意义。

随着大众对家庭教育愈加重视，我国早期的家庭教育现存的

问题也逐步显露，本文就早期家庭教育的现状及解决对策展开研

究与探讨。

一、早期家庭教育的现状

“二孩”“三孩”政策颁布后，部分群众积极响应，很多家

庭由“421”模式转变为“422”模式甚至是“423”模式。根据民

政部公布的历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对 2005 年以来历年结婚

年龄结构的变化统计梳理发现，40 岁以下人群占结婚登记人数比

重持续下降，自 2005 年的 96.1% 降低至 2020 年的 82.1%，但该

部分人群仍在各年龄段结婚比率中占比巨大。除此之外，国家统

计局每年的抽样调查数据显示，自 2007 年至 2021 年，在 15 岁至

49 岁的被调查女性人口中，20-29 岁女性的生育率虽逐年有所下

降，但较其他年龄段女性而言仍居高不下。通过数据比较可以看出，

在我国结婚与生育年龄的高峰在 30 岁前后，而这一年龄段绝大部

分夫妻或父母正处于工作上升期，需要通过工作获得经济来源与

社会地位，从而缺少时间和精力投入在家庭教育中。

（一）家庭内部现状

1. 家庭教育理念缺乏

大多数家庭的年轻夫妻在上一代父母的言传身教中学习家庭

教育理念，抑或通过网络热点、热播电视等媒体渠道获取家庭教

育理念。在非系统性的知识来源影响下，当部分年轻父母的家庭

教育理念存在缺失、落后、片面等问题。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错误的儿童观，不尊重儿童的成长规律，拔苗助长。有

的父母只按照自己的意愿去教育孩子，不考虑孩子内心的真实想

法和需求，忽视了家庭环境及家长自身言行给孩子带来的影响。

部分家长只看学习成绩忽视其他方面，他们经常把“你只管

学习，其他不用管”这句话挂在嘴边，认为只要学习成绩好，就

是好孩子。这类父母在孩子成长过程中只关注分数和结果，却忽

视了过程与孩子的内心想法。当孩子取得了好成绩，便对孩子笑

脸相迎、关怀备至，一旦孩子成绩不理想，便会批评孩子。这样

不仅不利于孩子正向发展，甚至会让孩子产生抵触心理厌烦学习。

二是错误的教育观，自 1999 年素质教育提出至今，仍有大量

父母重文化课考试成绩轻德、体、美、劳的教育。经常表现出成

绩过问多，心理关注少；期望要求多，精神关爱少；成绩攀比多，

启发引导少等。而这样长大的孩子，往往呈现出自理能力低下，

家庭与社会责任感缺乏等现象。

大部分父母对自己的子女抱有望子成龙的期待，这种期待随

着孩子成长愈加强烈。这类父母认为孩子掌握的理论知识越多越

好，对于“早起的鸟儿有虫吃”“笨鸟先飞”等话表示非常认同，

他们认为开始学习的时间越早，孩子就越能赢在起跑线上。除此

之外，部分家长在攀比与比较这条路上越走越远，他们频繁将自

己孩子与别的孩子做比较，揪住自己孩子的缺点不足与其他孩子

的优点与长处做比较。这在很大程度上会打击孩子的自信心与自

尊，通过比较让孩子内心变得自卑脆弱，长此以往还会让孩子产

生极端心理，形成讨好型人格，甚至对未来失去希望。

三是错误的养育观，随着生活水平的提升，溺爱型父母不在

少数。过度娇宠、溺爱孩子，容易忽视孩子自主、自理、自立能

力的养成。溺爱型父母全方位地照顾着孩子的物质生活及生理健

康，他们节衣缩食为孩子奉献一切，却不知道孩子在情感上到底

需要什么。

有的家长过分溺爱孩子，在家庭中不能对孩子起到言传身教

的作用，同样也忽视了良好家庭学习环境的创造。这类家长面对

孩子的要求从不加以分辨就一概满足，忽视了科学家庭教育对孩

子的影响，也忽视了家庭教育对孩子身心发展的重要性。因此，

这类家庭中的孩子在情感意志、劳动审美、移情思考等方面发展

存在严重偏差。

2. 家庭教育方法不足

家庭教育的方法过于简单、落后，重养轻教，想教育却无从

下手。部分家长追求给孩子制定一个又一个的目标，却不教育孩

子如何实现目标；有的家长非常爱孩子，却不知道如何表达与沟通；

甚至有的家长只追求给孩子创造优越的物质条件，却忽视了陪伴

与引导。

（二）家庭外部现状

1. 家校沟通不畅

目前在家校沟通的问题中存在两个极端现象，一个是沟通过

度频繁，该类家长过分关注儿童在园内的表现，与教师沟通过程

中往往出现沟通次数过多、沟通时间过长等问题。另一方面是沟

通极度缺乏，这类家长几乎不与教师沟通，甚至以“工作忙、没

时间”为借口避免与教师沟通。另外，部分家长容易忽略一个问

题，教师工作时间需要上课，下班时间需要回归家庭，可能无法

及时回复消息或电话。部分家长可能因此缠上焦虑、愤怒等情绪，

造成家校关系紧张。

2. 社区早期家庭教育问题

社区家庭教育中普遍存在三大问题，一是社区教育的资源不

足，社区内教育设施条件差，资源老旧甚至资源闲置等现象常见。

这导致家长不能够通过社区内现有的资源教育引导孩子，由此可

见社区资源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早期家庭教育的开展和实施。

二是社区内专业的家庭教育宣传人员、辅导人员及专业人才

数量不足，这导致社区内无法定期开展家庭教育宣讲，更无法及

时解决社区内发生的家庭教育问题。

三是社区家庭教育宣传工作形式化严重，部分社区为了完成

评估目标或上级领导检查进行“摆拍”，实际上并没有开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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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家庭教育宣传指导活动。

二、早期家庭教育的问题解决对策

（一）科学的早期家庭教育理念

当代家长陷入早期家庭教育存在问题的主要原因是错误的早

期教育理念，而理念是问题发生的源头，因此解决早期家庭教育

问题的关键是树立科学正确的家庭教育理念。一方面，家长要尊

重幼儿。虽然幼儿年龄尚小，各方面还不够成熟，但幼儿是独立

发展的个体。因此，应尊重幼儿的人格，给儿童自由选择的机会。

另一方面，家长要树立科学的儿童观。每个幼儿都具有个体差异

性和独特性，这就要求家长不能以固定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孩子，“因

材施教”是家庭教育的关键点。最后，和睦的家庭氛围是影响幼

儿身心成长的关键因素。父母应避免在孩子面前争吵，夫妻双方

教育孩子的理念应保持协调一致。

和睦的家庭是帮助孩子健全成长的保障，和睦的家庭氛围有

助于孩子心理健康发展。作为父母应当为孩子营造一个适合身心

成长的健康环境，注意自己在日常生活中的言传身教和生活细节，

让孩子在每日生活中切身感受父母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与人生理

念，让孩子在愉悦、轻松、和谐的家庭氛围中成长，培养孩子积

极乐观、活泼开朗、勇于探索、乐于助人的性格。在家庭中让孩

子承担起力所能及的家务，有助于培养孩子的责任感和自理能力。

在夫妻相处过程中即便遇到分歧也要注意解决问题的方式，让孩

子看在眼里听在耳中感受在心里，培养孩子互相尊重、宽容大度、

换位思考、善于倾听的社交习惯。因此，家长应在家庭教育中不

断提高自身素质，营造和谐美好的家庭环境，对孩子起到言传身

教的作用。

（二）合适的早期家庭教育方法

家庭教育方法是否合适，对家庭教育理念的体现与家庭教育

内容的实施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家长除了不断学习家庭教育方

式方法，还需要注意学习的来源与途径。除了了解 0 到 6 岁幼儿

身心发展的规律与特点外，还需筛选科学的学习方式。比如，避

免通过电视剧、非专业认证的自媒体等途径学习家庭教育方法，

可以通过 MOOC、社区家庭教育培训、已出版的家庭教育相关书

籍来学习合适的方法。

（三）畅通的家校沟通渠道

家校融合是一直以来的目标，只有家庭与学校拧成一股绳，

心往一处使，我们的素质教育才能有效发挥其作用。因此，学校

可以利用家长会、家长开放日等活动引导家长的教育方向，有针

对性的指导家长的教育手段，实现真正的“因材施教”。除了传

统的家校沟通方式外，教师还需与时俱进，通过电话、短信、互

联网等方式与家长进行沟通，丰富家校沟通模式。

随着智能互联技术的进步，微信、QQ、电子邮件或智能电话

等方式使家校沟通变得更加高效便捷。但技术往往只提供沟通的

渠道，如何有效沟通还离不开沟通的技巧，这就要求家长与教师

在沟通时注意讲话的方式方法，注意言辞与声调，将语言艺术的

魅力最大化地发挥出来。除了视频电话，其他类型的远程沟通都

看不到对方的表情，所有的印象与情感都是通过电话中的语音和

屏幕上的文字传递。因此，不论家长还是教师，在沟通时应学会

控制自己的情绪，以亲切自然、温和流畅的语调耐心地与对方交流。

除了利用智能手段进行沟通，教师仍然可以通过传统的家访、

家长会等形式拉近家长与学校的关系。在家访过程中，教师与家

长近距离交流。家访内容具有针对性、时效性，针对该儿童的特

点与问题与家长共同分析，积极寻求相应的解决办法。在家访期

间，建议教师采用谈心的方式与家长沟通，减少命令、抱怨等语气。

通过交流了解家长的性格特征，文化素养、生活环境等，从而全

方位的分析适合该儿童的教育方法。家长会是每个园区家校沟通

的必备环节，而新时代的家长会也应顺应当代年轻父母的人群特

点，创新家长会的举办形式。除了向家长汇报儿童园内的日常表现，

还可以融入亲子活动、家长建议、家长开放日等活动方式，定期

组织家长到园内参观，随班听课，针对教师与园区建设提出多角

度的意见和建议。

与家长沟通时要着重注意三大问题，第一是“信任”，在埃

里克森提出的人格发展理论中，第一个阶段就是“基本信任对基

本不信任”。信任孩子就是信任自己，在信任的关系的构建过程中，

孩子对周围环境产生信任，对未来产生期望，有助于孩子乐观自

信性格的形成。

第二是“鼓励”，鼓励孩子而不是比较。美国著名心理学家

斯金纳的强化理论中强调过强化能够影响人的行为，其中积极强

化可以运用在家庭教育中，通过积极强化能够塑造孩子的新行为，

矫正孩子的部分行为或是引导孩子学习掌握知识与经验。幼儿面

对世界充满了好奇，因此探索是他们的天性。在探索过程中可能

会有“破坏”，可能会有“难关”，而我们能做的就是不剥夺他

们的权力。鼓励他们做的一切努力，鼓励他们取得的一切进步，

鼓励他们面对失败勇敢迈过。

第三是“兴趣”，游戏是孩子最喜欢的活动，孩子的兴趣来

源于能带给他们快乐的事物。家长在日常生活中可以以节日为契

机，展开有趣丰富的家庭主题活动。比如，春天开展“我爱春游”

外出郊游活动；六一儿童节开展“爱唱歌的小动物”的户外观察

活动；“中秋节”“端午节”开展“相亲相爱一家人”的绘画剪

纸活动或体育活动等，以游戏为纽带，充分调动孩子对未知探索

的兴趣。

（四）针对前文提到的社区教育问题，有以下三点建议可供

参考

其一，政府可成立一支专业性强的家庭教育服务队伍，面向

不同社区定期开展活动。活动类型主要以家庭娱乐、亲子活动为

主，将宣讲、家庭教育常识、家庭教育的常见问题等融入活动中，

提升活动参与度，达到寓教于乐的目的。其二，开展线上线下相

融合的家庭教育辅导方式，如微信公众号平台、专门的社区服务

APP 等。摆脱“活动过后难联系，宣讲之后无回应”的现状。在

平台上可以开通“答疑解惑”“心理咨询”“教育妙招”等模块，

便于家长利用空余时间学习家庭教育知识，在专业人士的指导下

解决家庭教育问题。其三，不断完善社区教育资源，构建良好的

社区教育环境。社区可与社区内幼儿园、托育园、早教机构等进

行联系，同时也需要听取不同家庭的建设意见。将社区打造成为

“家”“园”“区”三位一体的家园系统，建成投资有用，建设有效，

居民认同的社区。

家庭教育在当今生活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家庭内部和

谐环境的创设离不开家庭教育的引导，学校素质教育实施的成败

离不开家庭教育的辅助，社会环境革新需要家庭教育提供动力。

由此，为解决当前家庭教育存在的系列问题，家长、学校与社区

须共同发力，让家庭教育未来充满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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