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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的话

纵观人类教育发展史，始终不变的是：父母是儿女的第一任老

师，更是终身的老师；家庭是人生的第一学堂，也是终生学堂。

中学阶段是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形成的重要阶段，也是一

个人性格、习惯、品质养成的重要时期。伴随着青春期的到来，孩

子的独立意识、逆反心理、偏激行为明显增强，若不能及时给予疏

导与调节，就会对个人成长、家庭幸福、社会和谐带来一定的负面

影响。如何让孩子青春不烦恼，平安走过“危险期”，已成为家长

和老师必须面对的现实课题。

近年来，社会各界对家庭教育越来越重视，学校作为和家庭

沟通的重要平台，对家庭教育更要格外重视。为进一步深化家庭教

育工作，全面推进学校内涵发展，学校多次举办家庭教育讲座，和

家长共同探讨交流，家校合作效果喜人。为了使学校和家长能更好

的沟通，组织部分在家庭教育方面有一定经验和特长的教师合作编

写了这本家教读物。希望家长用实际行动助推孩子健康成长，让家

长在家庭教育中体验亲子快乐，提高爱的质量，发掘孩子潜能，让

孩子在阳光家教中快乐成长、成人、成才。这样，家庭教育与学校

教育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使孩子们能在中学这个关键时期健康成

长，放飞梦想！也希望孩子们看到这本书，从中受到启发和教育，

知道该怎样选择和坚持自己的人生道路！

在本书编写过程中，多次召开编委会会议，研究指导写作中存

在的问题，编者也根据自己的特长分工协作，梁正文、侯秀红、刘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002 忠、王雪梅、方向明、海克梅、高天荣等老师参与了本书的编写工

作。作为中学生家庭教育的普通读本，内容大多是根据编者的教育

感悟，借鉴家庭教育的一些成功案例，咨询同行们的成功经验，摘

录学生的作文日记，就中学生常见的心理及行为问题，结合我们在

和孩子交往过程中出现的一些具体事例，分析原因、寻找方法，为

家长提供具有实践性和可操作性的教育建议。另外，由于本书选材

都是发生在我们生活中的真人真事，贴近孩子们的生活实际，所以

具有很强的可读性。鉴于编者水平能力所限，缺点错误在所难免，

希望各位家长及读者朋友在阅读和交流过程中批评指正。

 2013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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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是家庭的希望，是家庭的未来，怎样把孩子教育好，培

养成才，是每位做父母的都必须面对和思考的问题，人的成长离

不开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而家庭教育是整个教育的

基石，在人的一生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家庭教育的成败直接

影响孩子今后发展的高度和生活的质量。

蔡元培先生说：“家庭是人生的第一学校。”父母是孩子的

第一任老师，也是终身老师，教育子女是父母的天职，而且这种

教育任何人无法替代。孩子的性格、习惯、兴趣爱好及人生观、

价值观、审美观等的形成都与家庭教育密切相关，从这个意义上

说家庭教育的质量和水准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孩子的未来。

虽然当下许多父母的知识背景与接受新知识、新事物的能

力均已超过了我们的父辈，但是，社会的快速发展需要我们做父

母的更要不断学习，与时俱进。鲁迅先生曾说：“育孩子如同育

花，精心浇花，施肥，呵护，方能成功，但事实上并不是所有

人都能够养好花。不懂得就要向别人请教，学习养花的经验和艺

术。”对孩子的教育要针对孩子的年龄特点和年级特点，选择最

好的教育手段，如果孩子在这一时期从你的家庭教育中获得了健

康的人格，可以独立自主地解决困难，自信地面对挑战，自觉地

远离恶习，主动地承担责任，热情地投入生活，与同学友善相

处……那么他一定会一帆风顺地走向成功的明天。

初中阶段和小学阶段相比较，孩子会遇到两方面大的问题，



004 一方面学习的课程门类逐渐增加，内容逐渐加深，学习成绩分化

日趋严重，学生学习呈现自觉性和依赖性、主动性和被动性相

互并存的现象，这就需要家长在孩子的学习过程中，能引导孩子

因“科”制宜，制定不同的方法，合理安排时间，正确处理好主

与次、玩与学、发展兴趣与打好基础的关系。另一方面，到了初

中，学生无论在生理还是在心理方面都处于特殊时期，表现出种

种心理冲突和矛盾，诸如反抗性与依赖性、封闭性与开放性、勇

敢与懦弱、骄傲与自卑、否定童年与眷恋童年等一系列心理发展

的矛盾性特点，这是这个年龄的孩子即成熟又幼稚的基本特征。

我们家长在教育过程中要很好地掌握孩子的心理特点和规律，引

导孩子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做孩子的朋友，及时疏导孩子的情

绪，帮助孩子保持健康乐观的心态，以便应对成长中遇到的诸多

问题。

一线教师在教育教学过程中，针对初中阶段学生学业特点和

学生年级特点的不同，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在实践中积累了

许多宝贵的经验，现在我们将这些凝结着教师心血和智慧的经验

编辑出版，提供给家长和学生，希望能够在家庭教育中为家长提

供帮助，让孩子在初中阶段健康快乐地学习、进步、成长。

让我们共同用行动为孩子实现梦想导航！

李国勤

2013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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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中国家庭教育概说

家是生命的摇篮，是人生的发源地，是劳动者的栖息所，

是享受天伦的乐园，是培养人际关系的苗圃，是生命衰弱时的

安慰和依托，是构筑社会的细胞，是教育发展的原点和基地，

是人生自始至终的学校，是需文化和教育灌溉的精神花园，是

需道德和爱心维护的生命驿站。她的存在和发展，与每个人的

命运息息相关。

家—— 一种至浓至厚的情结

家，作为一个让我们深切呼唤的名词，从历史发展的深远背

景中观照，可能没有任何一个民族能像中华民族那样对她有着至

浓至厚的民族情结！因此，从古到今，无数的文艺作品如涓涓溪

流流淌着中国人的乡土之情，各种节日（如气氛最浓的春节等）

在纪念传统文化习俗的同时，也使亲人的关系更紧更亲，这样，

就使家的观念及其承载的教育内涵便在人们的意识深处沉潜下来

并传承下去。

在这方面表现最为突出的，却并非文艺和节日的纪念，而

是仅为世界所独有的中国家庭教育的独特教材：祠堂、家谱、

家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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祠堂  家谱  家训

祠堂 祠堂即为供奉祖宗灵位的建筑场所，也兼教育

和家政的职能。在中国人的心目中，祖先是不死的，是值得

永远感恩和纪念的，祖先优秀的传统是要传承给后代的，这

就是孔子所说的“慎终追远”。同时，祠堂也是凝聚家庭成

员精神的象征，因此，重要的祭祀或重大的家族活动都要在

祠堂隆重举行，这样就使族亲们更加团结、和谐，而且进一

步为家族的统一发展做好了铺垫。祠堂始于上古，贯穿整个

古代社会，形成了中国历史家庭教育的一种特有的固定的形

式——祠堂教育。

家谱 家谱即家族的历史。她也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

文化现象，是一种特殊的私家历史书籍，她与国家的官方历

史一道，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众彩纷呈的历史文化现象。她

不但保留了家族历史的档案，还弥补了官方历史的缺漏，此

其作用之一；同时，家谱记载家族亲情血统关系的传承，又

把弘扬家道、光宗耀祖的精神灌输其中，尤其是家族史上取

得良好社会地位和声誉的成员，自然成了后代子孙效法的榜

样，当然这些人的个人价值是通过社会认可而被家族成员所

肯定的，这样，他们便成了家族史上的丰碑，个人形象便变

为一种精神的载体并不断在家族发展史上闪耀着光芒，激励

着下一代为之奋进。从此意义上讲，家谱文化中潜藏着凝聚

民族精神的教育，融化着爱国主义的教育。可见，家谱教育

功能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至今，中国民间仍流传着许多家

谱史料，一些著名的历史人物如孔子、范仲淹等家谱史料尤

为举世瞩目，有的家谱历史可追溯到上古时代，可见中国家

庭教育的源远流长。

独特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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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训 家训是对子孙立身处世、持家治业的教诲，还规

定了对典范优秀成员的奖励及对不肖子孙的惩罚。家训是中

国古代家庭教育的“家常便饭”，家训体现了以“孝”为核

心的中国文化价值观，几乎每个家庭和家族的家训都有与其

自身发展相适应的丰富内容。如北宋著名爱国将领杨家将的

一支后裔世居山西代县，数百年来，他们一直遵守祖先流传

下来的家风家规，培养了正直、善良、勤劳、勇敢的群体风

尚，创造了亲密祥和的生活气氛，约束了家族内部成员的不

良行为，维护了优良的家庭传统教育。再如宋代《白苎朱氏

谱》卷二，《奉先公家规》，明代的《了凡四训》《朱子治

家格言》，著名的《郑氏规范》，清代咸丰年间制订的《湘

阴狄氏家规》等，都有着适合本家族的规定。

中国人重视历史，重视文化继承，家训有着久远的历

史，祠堂也是这种文化的物化形式。有的家训形诸文字记

载，有的则以口传心授或其他方式传承，如岳母为岳飞刺于

背上的“精忠报国”四字，就是一种特殊的家训。由此可

见，古代中国，下自平民百姓，上至帝王将相，都被熏陶在

浓郁的家训文化教育之中，家训具有浓厚的教育气息。

家庭教育与传统文化

从中华民族的“家业”能传承几千年的强大生命来看，她一

定有黏合民族凝聚力的被“固化”的共同的精神实体，这个精神

实体就是我们常说的中国传统文化，因此，丰富多彩的家训家规

中都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

根据这种实际情况，又从方便国家教育的目的出发，便有

编写家庭教育公共教课书的必要，于是，智慧的教育家便审时度

势，顺应时代需要，为民族利益和国家教育着想，着手规范家庭

教育，便有了宋代朱熹编的《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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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精神的家庭教育的公共教材，是每个家庭教育孩子的必教课

程，当然，也是家长身体力行所要示范给孩子的标准。

清代教育家李毓秀发现《小学》里一些规定已不适应清代人

的生活情况，因此，他又依据《论语·学而第一》里的“子曰：

‘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

则以学文’”的精神，结合当时家庭教育的实际需要，编写了

《弟子规》。

如今，《弟子规》已成为传播海内外的家庭教育及中国传统

文化教育最基本最实用的教科书。从这里我们看出，从古到今，

随着家庭教育的逐步发展，家庭教育便从个体的家庭家族的狭小

范围走向广阔的社会天地，逐步具备了社会教育的功能，古老的

传统文化是家庭教育的宗旨，可见其根基之深，流布影响之广。

家庭教育与家庭结构

在古代，“家”是同姓宗族众多成员的聚合，所以家的成员

数量众多，像《红楼梦》中所描述的贾氏家族有二百多人，它只

是一个标准的家庭，并不是古代社会所说的“大家”，大多数家

庭有五六百人之众，而有的家族成员甚至超过千人。

被称为明代“天下第一家”的郑濂家族，他们全族合灶

共食，当时已有十一代之久，所以太守为他们题匾为“天下

第一家”，目的是鼓励他们，同时也影响邻里向他们学习。

明太祖知他治家有方，就出一道难题考验郑濂。一日，他把

郑濂召到京城，问答应对后，送他两个河南进贡的香梨。郑

濂拜谢，接受了梨子回到家里。太祖皇帝叫校尉暗地里跟他

去，看他有什么举动。哪里晓得，郑濂一到家里，就召集全

家一千多人，一齐出来谢恩。谢恩后，郑濂就叫人搬出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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