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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科研 

浅谈当前幼儿家庭教育的误区 
◆高丽萍 

（曲阜师范大学幼儿园  273165） 

 
“家庭者，人生最初学校也”，家庭是培养儿童良好性格和

早期智力开发的摇篮。家庭教育即指父母或家庭成员中的其他年
长者在家庭范围之内自觉地、有意识地对子女进行的教育。近些
年来，家庭教育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和重视，但由于各方面的
原因，家庭教育仍然存在一定的误区。 

一、粗暴对待幼儿的好奇心和玩耍天性 
3-6 岁的幼儿有很强的好奇心，对周围环境有广泛的兴趣，

常常提出问题要求成人解答，这是儿童思维发展的标志。这一心
理过程如果能得到充分合理的引导，会对幼儿的认知和创造性的
发展有极大的推动作用。但是在很多家长心目中，幼儿的好奇心
被当作一种令人厌恶的行为而遭到指责、约束、冷漠或讥笑，这
往往会打击幼儿的积极性，打消孩子的求知欲。因此，家长应以
积极的态度对待幼儿的问题，要耐心、认真的倾听幼儿的提问，
谨慎正确解答幼儿的问题，万万不可随便的应付，轻率地甚至错
误地作答；也不可低估幼儿的知识和能力，不予回答，一切推脱
到上学后再去求知。 

玩是儿童的天性，对年幼的孩子来说,他们的主要活动除了
吃、睡之外就应该是玩，那些不爱玩、不会玩的孩子才是令人担
心的。3-6 岁的幼儿更是热衷于玩，在玩耍中他们得以认识各种
事物，同时形成初步的人际关系的概念。但有很多家长却不能认
识到玩的意义，带领孩子穿梭于各类特长班、补习班，把孩子的
时间安排的满满的，惟独不留玩的时间，一发现孩子在玩就批评。
“儿童有权拥有欢乐自由的童年”，家长应抽出一定的时间陪幼
儿玩耍，在玩的过程中解答幼儿的疑问，并告诉他们应注意的安
全问题，以及一些社会行为规范，爱护公物、保护环境等，在玩
的过程中教幼儿这些比单纯的说教效果要好的多，并且也有利于
家长与孩子的情感交流。 

二、忽视劳动教育 
现在的家长往往花费大量的财力和精力在孩子的智能开发

和才能培养上，很少关注对孩子的劳动教育。他们不让孩子参加
劳动，以孩子年龄小、怕累坏等种种借口把孩子与劳动隔绝，甚
至把属于孩子自理的劳动也接手过来。 

其实，劳动教育不仅仅是让孩子学会劳动，它对于培养孩子
的动手能力，适应社会的能力，经受挫折的能力以及增强责任感
和增强体格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前苏联著名教育家苏霍姆林斯
基曾告诫家长“不要把孩子保护起来不让他们劳动，也不要怕孩
子的双手会磨出硬茧，要让孩子知道面包来之不易，这种劳动对
孩子来说是真正的快乐。通过劳动，不仅可以认识世界，而且可
以更好的了解自己。劳动是最关心、最忠诚的保姆。”很多孩子
在童年时，看到家长整理房间，洗衣服，洗菜做饭，有一种神奇
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愿意模仿家长做这些家务活，家长要给
他们一定的机会。否则当孩子的年龄大了，有能力干这些家务活
儿时，他们却没有兴趣干这类事了。 

父母要有这样一种意识，凡是儿童自己会做的事父母不包
办；凡是儿童能自己解决的问题，父母不代替。要培养孩子的劳
动意识，特别是自理自立能力，教他们从小就要自己的事情自己
做。并且如果孩子从小自己洗脸、刷牙、穿衣、饮食、自动收拾
整理房间、烧煮一些简单的食物、洗手帕、小衣服等，可增强自
信心、独立性、忍耐性，养成做事井然有序、负责任、守纪律、
爱清洁的习惯。 

三、忽略亲子间情感交流 
当今社会，绝大多数的家庭都是以孩子为中心，从孩子出生

之日起，家长就提供给他们优越的生活环境，吃穿用都是最好的，
这使他们在物质生活方面毫不匮乏。但家长们忙于工作，与孩子
在一起的时间很少，“父母缺席”越来越普遍。 

四、漠视心理健康教育 
孩子的健康是父母关注的焦点，随着生活条件的改善，父母

们越来越重视孩子的身体健康，但往往忽略了孩子的心理健康。 
在幼儿的家庭教育中，父母要有正确的教育方式，家长的教

育方式可以分为积极的（理智型）和消极的（期待型、保护型、
溺爱型、权威型、严厉型、放任型）两种，积极的教育方式是关
心爱护孩子，给孩子以适当的限制，它使孩子的自尊心、自信心
等各种心理得以健康发展，增强生活适应能力。消极的教育方式
是对孩子过分严格要求、拒绝或溺爱、放任，会对孩子的心理发
展产生不良影响，不利于孩子良好品德的形成。如保护型的家庭
教育方式，使孩子缺乏闯劲，社会竞争能力差，怕吃苦，贪图安
逸和舒适，生活和工作上惰性较大。权威型的教育使有的孩子变
得依赖、无能，倾向于受人控制，遇事缺乏主见，有的会变得粗
暴，越轨行为频繁，不接受纪律和社会行为准则的约束，因此给
孩子身心带来不良影响。 

五、言行不一致，不重视以身示范 
在生活中我们经常发现孩子的性格、习惯、脾气与父母的很

相象，特别是父母的一些坏习惯、缺点，孩子“继承”的很好，
其实这些不是父母有意教的，而是孩子自己学来的。卢梭指出：
“家庭生活本身就是一种教育。”家庭是儿童社会化的最早执行
者和基本执行者，父母的道德水准、心理素质、文化修养乃至生
活习惯，无不或多或少的反映在孩子身上。有些父母意识到自己
的言行对孩子的影响，但还有很多父母意识不到，从而导致孩子
学得自己一身的坏毛病，这是对孩子的成长极为不利的。 

父母是孩子的启蒙老师，亦是孩子最初的模仿对象。孩子对
社会的认识，对人际关系的最初了解都是直接或间接从家长身上
获得的。孩子没有辨别事物好坏、美丑的正确标准，他们只能通
过观察与他们最接近的人的言行来形成自己的标准。苏联教育家
马卡连柯曾告诫家长说：“不要以为只有你们同孩子谈话，或教
导孩子、命令孩子的时候，才是在教育孩子。在你们生活的每一
瞬间，甚至当你们不在家的时候，都在教育着孩子，你们怎样穿
衣服，怎样跟别人谈话，怎样议论其他的人，你们怎样表示欢欣
和不快，怎样对待朋友和仇敌，怎样笑，怎样读报——所有这些
对儿童都有很大的意义”。我班上有一个小女孩，今年 5 岁，长
的非常漂亮也很聪明，但有一点很不招人喜欢，就是骂人。无论
是对她的同龄人还是长辈，她不时的就会在说话时带出骂人的字
眼，她并不认为骂人有什么不好，因为“妈妈说话时就是这样”。
小孩子在耳濡目染中就得到妈妈的“真传”，这种不良的习惯对
孩子以后的发展是极为不利的。 

父母在日常生活中，特别是在孩子面前要特别慎重自己的言
行，鲁迅先生说过“父母的缺点，便是子孙灭亡的伏线，生命的
危机”，我们要尽量避免孩子养成父母的缺点，要努力为孩子营
造健康的生活环境，让孩子从小养成诚实、讲卫生、懂礼貌、节
约、爱护环境和财物的好习惯。在对孩子严格要求的同时，父母
要作好表率，要以身作则，父母的举动往往比单纯的说教效果要
好的多。比如在教孩子讲卫生时，父母首先要讲卫生，这样孩子
就有讲卫生的意识，即使父母不在身边的时候他也会自觉按父母
的要求去做。 

在影响幼儿成长的诸多因素中，家庭是非常重要的，是幼儿
的社会关系中出现的最早和最持久的一种因素，家庭教育自然的
具有基础和定向作用。我们每个家庭、每个父母都要正视在教育
幼儿方面存在的问题，用科学的观点和方法教育幼儿，使他们健
康、愉快、全面的发展，从而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