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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虽然“二孩”政策已经全面放开，但仍然有很多人选择只要一个孩子，在独生子女家庭中，孩子在家中并无其它同伴，

因此，孩子与家长间拥有良好的亲子关系尤为重要，但是并非所有的父母都具备家庭教育的基本常识，通过适当的方式对家长进行

家庭教育指导是小学教师的职责之一。独生子女家庭的亲子关系存在着父母过度关注以及亲子间沟通障碍等问题，教师可以通过加

强家庭伦理教育、组织形式多样的亲子活动、加强对家长的教育培训力度等途径，帮助家长与孩子建立良好的亲子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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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亲子关系的重要性 

从遗传学角度分析，亲子关系是亲代与子代之间的生物血缘关

系。从社会学角度来看，亲子关系是家庭环境情况的重要内容，对

子女的成长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家庭对于子女的影响在子女刚

出生时就开始了，在亲子关系的作用下，子女的世界观、人生观、

价值观，个人性格以及个人情商等都受到了亲子关系和父母的影

响。同时，良好的、和睦的亲子关系又有利于社会的平稳健康发展

和国家的长治久安。 

总而言之，可以将亲子关系概括为以下三点：首先，亲子关系

的前提和基础是血缘关系，没有血缘关系亲子关系则无从谈起。亲

代对子代的抚养教育以及子代对亲代的反哺照顾，也都是建立在血

缘关系之上的。其次，社会性是亲子关系的一大属性。在社会中，

亲子关系更多的体现在制度、法律关系中，因此亲子关系最本质的

特征就是社会关系。最后，在亲代和子代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之下

形成亲子关系，亲代与子代互为主导。综上所述，可以将亲子关系

界定为：“以血缘和共同生活为基础的父母与子女之间相互作用所

构成的、亲子双维行为体系的自然关系和社会关系的统一体。” 

亲子关系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产物，对孩子的成长、家庭的和

睦、社会的安定都有很大的影响。生活在和谐亲子关系中的孩子，

其性格更开朗活泼，反之，生活在紧张的亲子关系中，孩子往往缺

乏安全感，脾气暴躁，易怒；亲子间缺少沟通和互动，亲子冲突激

烈，独生子女就会惧怕与别人交流，缺乏人际交往的技巧，影响社

会交往能力的发展。加之父母的过度溺爱，使独生子女在家中变成

“小公主”“小皇帝”，衣来伸手饭来张口，也会使孩子越来越懒惰、

自私、自理能力差。 

2.独生子女家庭亲子关系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由于独生子女家庭中，一对夫妻只有一个孩子，孩子在家中并

无其它同伴，多数家庭中六个长辈紧紧围绕在这唯一的孩子身边，

亲子关系居于家庭中的核心地位，超越了夫妻关系。而这些问题关

系到每一个家庭的和谐稳定，也关系到每一个孩子的健康成长。 

2.1 亲子关系错位 

在调查中，一题为“您经常让孩子做家务或是其他的劳动吗？”

经常让孩子做家务或是其他劳动的仅占 25.45%，而偶尔让孩子做家

务和从来不让孩子做家务的分别占 70.91%和 3.64%。在大多数独生

子女家庭中，六个长辈紧紧围绕一个孩子，孩子成了家中的“王”，

往往家长对孩子格外重视，对孩子言听计从。“小公主”“小皇帝”

们在家里只手遮天，父母的过度关注，过度溺爱，也使得这些孩子

们目无尊长，骄傲自大，任性妄为，长期如此，必然会对这些孩子

的性格造成负面影响。同时，父母的过度关注，过度包办，也使独

生子女本该自己完成的事由他人代劳。不难发现，绝大部分独生子

女家庭的家长存在大包大揽的现象，长期如此，则会造成孩子的懒

惰与无能，自理能力低下，不能担当重任。 

2.2 亲子间沟通障碍严重 

由于父辈与子辈性格的差异，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不同，

以及一些家长缺乏足够的经验，工作忙，很少有机会陪伴孩子，导

致亲子间存在很严重的沟通障碍，父母不知道该如何与孩子沟通，

久而久之，亲子间越来越陌生，亲子关系逐渐疏远。在调查中发现，

家长“完全了解孩子的表现”占比仅为 14.55%，“基本了解孩子在

学校中表现”占比 76.3%，“不了解孩子的表现”占比 9.09%。除此

之外，29.09%的家长认为与孩子交流中，最大的困难是“很多道理

讲不清，”40%的家长认为“孩子不愿意接受父母的意见，”27.27%

的家长认为“不了解孩子心里想什么”。 

随着社会节奏加快，家长们倾注了大量时间在工作上，而忽略

了对孩子的陪伴，忽略了与孩子的沟通。缺少每天与孩子必要的交

流，不知道该怎样与孩子交流，在与孩子交流时没有耐心，不愿意

倾听孩子的心声，长期如此，亲子间的隔阂越来越多，亲子矛盾亲

子冲突不断，不仅不利于家庭生活的和谐，还会对独生子女的身心

健康产生负面影响，更严重的亲子冲突则会导致独生子女对父母产

生报复心理。 

3.独生子女家庭亲子关系维护的指导策略 

通过适当的方式对家长进行家庭教育指导，是小学教师的职责

之一。教师每天有大量的时间与孩子一起生活学习，并且拥有教育

学、心理学的专业知识做理论支撑，他们在维护独生子女家庭亲子

关系方面发挥着独特的作用，只有家长与教师同心协力，形成合力，

才能更好地解决独生子女家庭的亲子关系问题。 

3.1 学校加强家庭伦理教育 

家庭伦理教育即指在家庭中，父母或其他成年人对未成年子女

进行的有关礼仪规范、道德修养、行为准则的教育。无论古今，中

华民族都非常重视对子女的家庭伦理教育，认为在家庭中尊卑有

序，长幼分明。独生子女家庭中亲子关系地位往往高于夫妻关系，

孩子在家庭中说一不二，因此，加强家庭伦理教育以改善这样的家

庭关系非常必要。孩子每天接受教育、获取知识，大部分时间是在

学校中度过的，因此，在学校教育中增加家庭伦理教育的内容，以

强化独生子女的礼仪规范、行为准则尤为重要。 

3.1.1 增设国学相关的校本课程 

在调查时，关于“您认为学校帮助家长改善与孩子的关系，应

进行哪些方面的指导”，有家长认为“学校应多加强传统文化的教

育，”还有家长认为，“应多加强对孩子思想品德方面的教育”。在

现在的学校教育中，教给学生的多是语数英等学科知识，而对孩子

个人品德、行为习惯的培养相对不足。增添国学课，让孩子感受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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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的魅力，感受中华文化源远流长，无疑不是对孩子个人品德的培

养。在国学课中，可以增添关于家庭伦理教育的内容，如《论语》

《弟子规》等经典著作的学习，让孩子了解中国古代关于长幼尊卑

教育的精华部分，以及其他优秀的中国古代教育内容，并且效仿古

代去做。这样不仅有利于改善独生子女在家庭中“至高无上”的情

况，也有利于培养良好的亲子关系。因此，我们发现，增添国学课

程，让家庭伦理教育走进课堂势在必行。 

3.1.2 开设中华文化小讲堂 

学校设立中华文化月，开展中华文化小讲堂活动，在规定时间

内，每班每天推选一名同学讲中华文化的小故事，在月底时进行校

内评比活动，每班推举优秀同学参赛，校内比赛选取优胜者。通过

竞赛的形式让每个同学都能参与到讲中华文化故事的活动中，让学

生在讲故事的过程中体会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学习中华传统美

德，久而久之，孩子在耳濡目染中也会将故事中的传统美德应用于

家庭生活，不仅可以丰富学生的课余生活，还可以帮助改善独生子

女家庭中独生子女的个人缺点，感受中华文化的力量，体会中华文

化的魅力。 

3.2 组织形式多样的亲子活动 

在调查时发现，有家长希望学校能“请家长参加学校的一些活

动，”有家长希望学校能“组织孩子们和家长共同参加社会实践体

验，”还有家长希望学校能“组织亲子活动或者感恩活动”。从中不

难看出，大部分家长都希望依靠学校组织的亲子活动来改善亲子关

系，对于学校来说，组织亲子活动虽然工作量很大，但是成果很明

显。 

3.2.1 举行亲子运动会 

亲子运动会，即父母与孩子共同参加的运动会。有条件的学校，

可以每学期举办一次亲子运动会，开设亲子运动会，不仅可以将父

母和孩子从繁重的工作、学习中解放出来，抽出更多时间参加体育

运动，以达到强身健体的目的。而且在体育活动中，可以拉近独生

子女与父母的距离，加强亲子沟通，使亲子间配合更默契，亲子间

互动性更强。 

3.2.2 组织亲子共游活动 

学校可以组织亲子共游活动以改善亲子关系。在每年的春季或

秋季，学校可以组织亲子共游活动，在学校的组织下，由父母带领

孩子去旅行，不仅可以放松父母与孩子的心情，而且还可以一起感

受祖国的大好河山，在旅行中，父母与子女可以合作完成任务，也

可以相互谈心加强沟通，减少冲突与摩擦，拉近亲子间距离，从而

改善亲子关系。 

3.2.3 设立家长开放日 

在调查中发现，仅有 14.55%的家长对孩子在学校的表现了如指

掌，76.36%的家长基本了解孩子在学校的表现，9.09%的家长不了

解孩子在学校的表现。因此，学校可以设立家长开放日，在开放日

时，家长可以到校与孩子一起学习，与老师交谈，这样既可以充分

了解孩子在学校的表现，而且还可以增加亲子间交谈的话题，同时，

也为家长提供了了解学校教育的机会。 

3.3 学校加强对家长的教育培训力度 

3.3.1 举办家庭教育讲座 

在调查中发现，独生子女家庭中父母具有本科以上学历的均占

27.27%，可见，大部分独生子女的父母知识水平不高。同时，有

27.27%的家长在与孩子交流时觉得“不了解孩子心里想什么”，有

29.09%的家长觉得“跟孩子很多道理讲不清”。因此，学校可以聘

请教育学、心理学方面的专家定期举行教育讲座和咨询服务，为家

长普及教育学和儿童心理学方面的知识，全面学习家庭教育的知

识，提高家庭教育的水平，帮助独生子女的家长更好地了解儿童心

理，掌握与孩子沟通的方法与技巧，更好地教育引导孩子，从而减

少亲子冲突，拉近亲子距离，只有家长了解了独生子女心里所想，

才能有针对性地开展教育，孩子才能更容易接受父母的意见。 

3.3.2 借力家长委员会 

家庭委员会在宣传家庭教育知识，加强学校、家庭、社会的联

系方面发挥着很大的作用，近年来，国家和社会也越来越重视各学

校家长委员会的设立与开展活动情况。现在一个学校基本上只有一

个家长委员会，不同学龄的学生家长聚集在一起学习家庭教育知

识，探讨家庭教育的方法。但由于各阶段孩子的问题不同，各阶段

的家庭教育方法也不同，因此，这样的家长委员会针对性不强，家

庭教育的效果也不够明显。 

为了解决以上的问题，学校可以每个年级设立一个家长委员

会，学校在本年级的老师中选举出一个负责人，家长再推举出一个

家长代表。由负责老师和家长代表定期组织家长委员会的活动，邀

请教育专家以及优秀学生父母组成专业教育团，分享家庭教育的经

验，并且帮助其他家长解决问题。不仅如此，还可以深入到家庭中，

进行家庭教育指导的实践活动。家长们分享的经验教训，更有针对

性更贴合生活实际，能更有效的进行家庭教育。 

发挥学校和教师的作用，为家长提供更专业、更科学、更有效

的方法以改善亲子关系。除了学校方面做出的努力，在家庭方面，

父母也要更新思想观念，与时俱进，多与孩子进行沟通交流，多花

时间陪孩子一起成长。在社会方面，健全相关的法律法规，给予未

成年人法律保护；以积极的舆论导向作为引导，多宣传正面的亲子

关系，坚决抵制负面亲子关系，为社会营造一个积极向上的氛围。 

亲子间的关系是双向的，只有父母与孩子同时接受教育，同时

改正之前的问题，亲子关系才能真正得以改善。家庭教育指导者要

树立为家长服务的观念，听取家长的困惑与想法，帮助家长解决教

育问题，并为家长传授家庭教育的知识，要充分发挥家长的作用，

引导家长更好的与子女沟通，掌握更多家庭教育知识，改善亲子关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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