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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科研 

论家庭环境和氛围在早期教育中的作用 
◆夏淑敏 

（巨鹿县直属第二幼儿园  河北邢台  054000） 

 
摘要：家庭是孩子的第一课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存在于家庭

环境中的人、物、事都是无声的教科书，或物质的、或精神的、或隐性

的、或显性的，无时无刻都在影响着孩子，因此良好的家庭环境与氛围

对于身心均未成熟的孩子的成长有决定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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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美国一名著名的犯罪心理学家为了研究早期教育对人
一生的影响，做了一个有趣的实验。他在全美选出 50 名成功人
士，同时又选出 50 个有犯罪纪录的人，请他们谈谈母亲的教育
对自己的影响。半个月后，心理学家收到大量回信，其中的两封
信很有意思，都是讲述母亲小时候给他们分苹果的故事。 

来自监狱的囚犯在信中这样写道：“小时候，有一次妈妈拿
来几个苹果，大小各不相同。我一眼就看见中间那个又红又大的
苹果，而且非常想要它。这时，妈妈却把苹果放在桌上，问我和
弟弟：你们想要哪一个？我刚想说自己想要那个大苹果，这时约
翰却抢先说出了我想说的话。妈妈听了，瞪了他一眼，责备他说：
好孩子要学会把好东西让给别人，不能总想着自己。”于是，为
了得到妈妈的表扬，我灵机一动，改口说：‘妈妈，我想要那个

小的，把大苹果留给弟弟吧！’妈妈听了，果然非常高兴，把
那个又红又大的苹果奖励给了我，弟弟却只拿到一个小苹果。从
此以后，为了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我会伪装自己内心真实的想
法，不断说谎。上中学时，为了得到想要的东西，满足自己的私
欲，我会不择手段，之后又学会打架、偷窃、吸毒、抢劫、杀人，
直到现在，我被关进监狱终身监禁。” 

成功的著名人士是这样写的：“小时候，父亲过生日，妈妈
拿来几个苹果。我和弟弟们都争着要大的，妈妈却把那个 大
红的苹果举在手中说：“很好，孩子们，你们都说了真心话，这
个苹果 大 红也 好吃，谁都想得到它。可这个大苹果只有一
个，让我们来做个比赛吧，我把门前的草坪分成三块，你们每人
一块，负责把它修剪好，谁干得 快 好，谁就有资格得到它！”
结果，我通过自己的努力，赢得了那个 大的苹果。我非常感谢
妈妈，她让我明白了一个 简单也 重要的道理：你想得到什么，
就必须为此付出努力和代价！” 

同样是分苹果，一位母亲让孩子用说谎来伪装自己，从而使
其一步步滑向深渊；另一位母亲让孩子说出真实的想法，引导他
做一个诚实努力的人。一个不经意的举动，改变了孩子的一生。
因此家庭教育对孩子的成长有着深远的意义。 

一、家庭环境对孩子行为习惯的影响 
家庭是幼儿成长的摇篮，是人生的奠基石，是行为习惯养成

的主要场所，可塑性很强。每个孩子出生时就像一张白纸，他对
周围的充满了好奇，他会小猴学样的去模仿。“孟母三迁，择邻
而居”，一个传颂了数千年的历史典故反映了环境对人影响。一
个勤快的母亲，把家里收拾的干净整洁而温馨，孩子也不会邋遢
到哪里去，有一次我跟同事说我女儿起床后不叠被子，衣服乱扔，
同事没有直接回应我的话，而是说他的一个亲戚无论多忙，每天
早早起来把家里收拾的干干净净，亲戚的女儿 12 岁了，现在寄
宿制学校上学，每次上学走时，都是自己收拾自己的东西，而且
有条不紊，同事说家长是孩子的镜子，孩子是家长的影子，如果
你自己把家里收拾干净了，东西摆放有序，犹如破窗效应，孩子
就会不令则行。 

二、家庭环境对孩子思想品格的影响 
品质是一个人个性的道德侧面。孩子长期置身于某种道德氛

围中，可能产生与家庭同样的道德心理。这是因为孩子小，知识
少，缺乏道德评价能力，往往服从父母的权威，以父母的判断为
自己的判断，并在道德情感的推动下，内化为自身的道德观念，
表现出一定的品德行为。古代“岳母刺字”成就了一代英雄。一
则公益公告《给妈妈洗脚》不知感动了对少人。在和谐的家庭中，
孩子感受到家庭的温暖，父母的教导，有助于形成独立、乐观、

自信的个性，使孩子在被爱中学会爱人，在暴力家庭中成长的孩
子容易产生自卑、冷酷、暴躁等不良性格。有些父母脾气暴躁，
性格乖僻。开口便骂，举手便打。对长期生活、成长在自己身边
的子女，影响甚深。心理学家认为，孩子的坏脾气和坏性格与其
说是从父母那里“传”来的，不如说是从父母那里学来的。 

三、家庭环境对孩子心理健康的影响。 
孩子的情感是脆弱而多变的，他（她）需要父母的爱护和关

怀，在孩子不安、恐惧时，表示安慰；在孩子进步时，表示称赞
和鼓励；在孩子痛苦时，表示安慰和同情。总之，在家庭中，通
过父母的音容笑貌、亲切话语所创造的对孩子充满爱的氛围，会
使他们的身心得到放松，心情舒畅地感受父母关爱的幸福。贵州
毕节四留守儿童自杀事件充分说明了孩子真正需要的是什么，事
发后，舆论场上弥漫着一股愤怒情绪，这并不让人意外。毕竟，
这不是第一起发生在毕节的留守儿童悲剧，甚至很可能也不是
后一起。人们批评毕节市政府“口惠而实不至”，没有把关爱儿
童落到实处。还有人把根源归结为城乡二元化的户籍制度，认为
只有取消户籍制度，才能杜绝悲剧的重演。这些观点很可能都是
对的，但是，它们“有用”吗？警方披露，自杀儿童中的老大张
启刚留下了一封遗书。其中说到：“我曾经发誓活不过 15 岁，死
亡是我多年的梦想，今天清零了。”语言那么简单，想法却超越
了年龄。相信很多人读到这些句子，都会被其中深深的绝望所震
撼，都会为之感到莫名的悲伤。一个十多岁的孩子承担着他远远
无法承受的生活重担，他被压垮了。在长期无人应答的处境中，
他的精神世界早就与快乐绝缘了，活着也因此成了彻底的劳役。
他不是死于贫穷，而是死于孤独。无论多么强大的政府，总会在
某些领域失灵。政府能够让张启刚快乐吗？我觉得做不到。毕节
市长无论多么勤政，他的手也摸不到留守儿童的精神世界。 

福禄贝尔说过：“国家的命运与其说是掌握在当权者的手中，
倒不如说是掌握在父母的手中。”这句话很有哲理性，它深刻地
挑明了家长在教育子女中所起到的作用。21 世纪需要的是具有
良好的高尚的道德情操、健全的心理品质、积极与他人合作的精
神、较强的应变能力、吃苦耐劳的全面发展的一代高素质新人，
而良好的家庭教育正是培养高素质人的必备条件。所以，良好的
家庭教育对孩子的成长发育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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