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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家庭教育的重要性 
姚昕泽 

（吉林大学珠海学院  广东珠海  519000） 

摘要：家庭教育曾经是中国文化的优势资源,孝文化、君子文化都是中国式家庭教育的正面结果。在转型期的当代中国,成年人的
价值观发生巨变,家庭教育的支柱正在崩塌,其中过去以道德为核心的价值观遭到破坏,重智轻德成为家庭教育的普遍趋向,造成的严
重问题亟待引起重视。 

关键词：原生家庭成长教育 
 
一、引言 
人的一生要经历三大教育，即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

而家庭教育对一个人来说，既是启蒙教育，也是终身教育，因为家
庭是孩子的天然学校，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位老师。人们常说：孩子
是家长的影子，家长是孩子的镜子，就是这个道理。可见，家庭教
育对儿童的健康成长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为此，家长了解家庭教
育的重要性是十分必要的。 

家庭教育一般是指家庭中的父母及其成年人对未成年孩子进
行教育的过程。其教育目标应是：在孩子进入社会接受集体教育（幼
儿园、学校教育）之前保证孩子身心健康地发展，为接受幼儿园、
学校的教育打好基础。在孩子入园、入校后，配合幼儿园、学校使
其德、智、体、美、劳诸方面得到全面发展。家庭教育由于发生在
家庭之中，与幼儿园、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相比较，具有早期性、
连续性、权威性、感染性、及时性特点，这些特点使家庭教育成为
教育人的起点与基点，具有其他教育所没有的优势。而现代教育的
发展要求家长“不仅仅是人类发展的传承者，还是孩子健康发展的
维护者，更是孩子心灵火花的点燃者。” 

二、原生家庭对一个人的影响 
李玫瑾教授说过，其实教育的起点是在家庭。许多心理学研究

早已证明:早期生活经历，特别是原生家庭对个人心理起着至关重要
的作用，对个人的生活产生长期且深远的影响，甚至会决定一个人
一生的幸福，而大多时候这种影响可能本人并没有意识到。 

所谓原生家庭是指自己出生、成长的家庭，也就是有父母照顾
的家，一般由父母和兄弟姐妹等家庭成员组成。原生家庭是我们每
个人的第一个家，从小便在这个家庭中长大，对于我们而言自然是
有很深的影响。原生家庭塑造人的个性，影响人格形成和管理情绪
的能力，为个人成长后人际互动的模式定型。人在原生家庭里形成
的情感习惯和思维模式称为“原生情结”。每个人都是带着原生家
庭的心理烙印开始自己的成长历程的。成长背景无形中灌输给我们
很多信念，这些信念不但牢不可破，而且不断影响着我们。可以说，
原生家庭是最早影响我们的，也是持续性最久的环境系统。可能我
们自己也没有发现如今我们的家庭相处模式很大一部分会受到我
们原生家庭的影响。 

美国著名“家庭治疗大师”萨提亚认为,一个人和他的原生家庭
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这种联系有可能影响他的一生。原生家庭
对孩子的心理有着极大的影响,是因为通常父母尤其是父母关系对
个人的影响最大，最长久。 

美国的精神科医生亨利·马西和他的同事内森·塞恩伯格共同
撰写了一本书《情感依附》，副标题是为何家会影响我的一生，这
本书是作者向读者报告了一项关于纵向 30 年母婴研究的结果，书
中向我们如实呈现了这项纵向跟踪研究的被试者们，每一个孩子的
成长有且仅有一个特有的故事，书里面分别描绘了优良养育的家庭
和不良养育的家庭对孩子成长的影响，不良的养育环境下，有的孩
子是向外表现他的痛苦，也有的孩子是向内攻击自我，还有相当一
部分孩子是超出预期的，这些超出预期的和好的成长环境下的孩子
一样发展成为成功者们。书中最经典的一句话精炼了他们最有价值
的科学发现：孩子不是由父母培养大的,不是父母教给他们如何成
长，而是孩子自己从父母那里“捕捉”了成长所需的东西。 

著名的奥地利心理学家阿尔弗蕾德·阿德勒曾说过：“幸运的
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阿德勒将有关思
想凝结在《儿童教育心理学》这本书中，书中说道，人一生的基调
和毕生的追求，形成于童年，尤其形成于 2-3 岁时期。这个人生基
调与追求，并不是形成于真实世界或者环境，而是形成于儿童对世
界的基本认知。 

当一个人的童年，拥有家庭无条件的爱与接纳（无条件的爱不
是无原则、无底线的溺爱），拥有一个良好的生长背景、有爱的家

庭环境、和谐的父母关系，他就能发展出健全的人格，健全的人格
也即健全的认知，进而拥有良好的处理任何事物的能力、以及强大
的心理素质和抗压能力。他往后的人生，无论遇到什么艰难险阻，
他都能从中找到力量、信心和希望。而当一个人的童年，长期处在
一个缺爱、压抑或放纵的环境，他就难以长出健全的灵魂，他往后
的一生都会用努力去修复和治愈自己。健康家庭的父母种下的是
爱、尊重、独立，有毒家庭种下的是恐惧、责任或负罪感。 

原生家庭缺爱的人很难过好这一生,像电影《被嫌弃的松子的一
生》中的松子,由于缺失父爱,整个人生都陷入,追求被爱的死循环,却
不懂的爱自己，并不是这种人不想好好生活,而是童年的创伤，使他
们认知错乱，缺爱是人的本能，当理智无法控制本能就会没有自我。 

苏珊��福沃德在《原生家庭》一书中说到：“很多成年人极端
的性格都可以追溯到不健康的家庭体系。”不健康的家庭体系，就
像高速公路上的连环追尾，其恶劣影响会代代相传。 

《接纳你的父母》中写到，孩童时代，我们尚未建立自我意识，
主要是追随父母的价值观。比如他们会告诉你什么东西不可以碰，
什么是美什么是恶，而父母不可能绝对客观公正。大多数的孩子在
早年容易接受并适应父母的期望和管教标准，并将他们内化为自己
的期望和规则系统。这样当他们进入同龄人的世界是，就会发现新
环境中的要求和规则与他们在家庭中习得的行为模式有所出入。如
果这两种要求间的冲突十分严重，则会使之陷入进退两难、无所适
从的境地，从而导致行为问题或者发展障碍。 

三、原生家庭影响下的亲子关系 
如今，随着独生子女一代渐渐长大，亲子关系早已成为了热门

话题，大多数的家庭都有着这样那样的问题，正所谓“家家都有本
难念的经”，貌似每个家庭里面都有一个叛逆的孩子和不理解孩子
的父母，每段亲子关系中都夹着一个“别人家的孩子”。今年的疫
情来势汹汹，随之暴露的问题也更是值得我们深思。“要常回家看
看，但不能在家里呆太久”一句话说破亲子关系的现况。 

被读者誉为“极具思想性的家庭关系指导书”“内心成长的一
本好书，和谐家庭的圣经”由武志红所著的《为何家会伤人》中提
到， 

家庭是传递爱的载体，从父母传给孩子，再由孩子向下传递。
我们的文化，喜欢好孩子，经典的好孩子，在家里听父母的话，依
赖父母，在学校听老师的话，依赖老师。这样一来，这个孩子的独
立空间就会受到挤压，他会觉得不是为自己而活，于是就缺乏动力。
他可能会出色地完成老师和家长交给他的任务，但却表现得比较麻
木，对很多事情都缺乏欲望和追求，也是抑郁的一种体现。 

这样的好孩子上学期间可能会得到比较多的赞扬和喜爱，可是
等到进入社会后开始自己独立生活时很容易失去人生的方向，没有
自己的喜好，甚至发现自己以前所坚持的“喜好”只是延续的父母
的喜好和期望而已，为了顺应社会发展和父母的期望，这些喜好也
变得逐渐“假”“大”“空”。可是很多人可能根本不会意识到这个
问题，只是麻木的执行被别人规划好的人生轨迹。意识到其中缘由
的孩子可能会因为种种原因如不会表达自己的想法而选择错误的
极端的方式反抗，使得与父母的关系僵化。这样的例子在当今社会
中比比皆是。 

武志红还在书中说过这样的话，“为什么家长们的忘性这么大。
他们难道忘了自己在童年时的愿望、感受？他们难道忘了被父母控
制一切使得郁闷和痛苦。为什么现在他们做了父母，给孩子的压力
更大？” 

其实他们没有忘记，除了极少数特殊情况外，绝大多数的父母
都是特别爱自己的子女的，希望孩子可以有一个更好的未来，他们
的初心从来都是好的，可能有时候采用的方式方法不被孩子所接
受。我们常常可以听到这样一些话“你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我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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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可能不疼你”“你是爸爸妈妈的命”“我是你妈妈，我会害你吗？”

等等。在中国的文化里，我们不习惯把“爱”这个字挂在嘴边，很

多人是说不出这个字的，他们把自己对这个字的理解全部都融进了

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可是有时候语言表达就是这么重要，不擅表达

就会导致误会的产生。 

“家庭，有时候会是一个以爱的名义设置的牢笼。其恐怖在于，

门上无锁，你却不敢推门而出，只能咆哮的接受一切爱的安排。直

到最后溺亡其中，或是被时间所离散。”孩子也没有怀疑过父母对

自己的爱和在乎，只是有些爱的表达太过沉重，压的他们喘不过气

来，越是懂事的孩子越是选择自己独自承受而变得越来越压抑；稍

叛逆一点的孩子总是想着用自己的方式进行反抗。最近热播的电视

剧《以家人之名》中齐明月就是很好的例子，为了追求自己当记者

的梦想，她选择高考故意少涂一张答题卡如此错误的做法来反抗母

亲让她上政法大学，最后自己也十分的后悔。孩子与父母之间的这

场“战争”中，要么是“刀光剑影”般的激烈要么是无声的反抗，

不过永远不会存在胜出方，好的结果是双方和解或者一方选择妥

协，不好的结果可能就是断送了亲子关系。 

四、结言 
家庭是人的第一所学校，是对孩子进行启蒙教育的最主要场

所。父母的家庭教育对孩子在德、智、体各方面的发展与形成，都

是至关重要的。不断发展的社会要求我们为人父母者要认真思考这

一问题，从根本上彻底认识到家庭教育对子女健康成长中潜移默化

的重要性。“育人”不是养育人，而是教育人。它从来都不只是学

校教育的责任，家庭教育应该挺起自身的腰杆，敢于向传统的家教

说不，还孩子一个健康而理性的成长环境，任重而道远，走好每一

步，离不开全社会的努力，而父母们更应深思而后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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