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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序

总 序

春临大地和风煦，巾帼发展谱新篇。“十二·五”开局

之年，出版农家女系列丛书，这是一份献给广大农村妇女

的礼物。

我省是农业大省，农村妇女占全省劳动力的60%。她

们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已经

成为农村生产和生活的主力军。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农

村妇女面临的生存压力和发展问题愈发严峻。不断提高

农村妇女的综合素质，帮助她们实现自身发展，既是妇联

组织义不容辞的职责，更是实现科学发展、构建和谐社会

的必然要求。

这套农家女系列丛书是在“农家女大讲堂”宣讲活动

基础上编写而成，共分十册，即《维权在线》、《和谐家庭》、

《家教良方》、《健康门诊》、《心理呵护》、《创业领航》、《女

性保健》、《致富明星》、《时尚生活》和《礼仪常识》。旨在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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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农村妇女需求，为农村妇女生产生活提供指导和服务。

它体现了新农村、新女性、新素养、新作为的理念，贴近实

际，贴近生活，内容丰富，语言通俗，案例生动，深入浅出，

必将得到广大农村妇女姐妹的喜爱。

由于编写时间所限，难免有所疏漏，敬请读者批评

指正。

黑龙江省妇女联合会

二○一一年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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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教育在一个人的成长和发展过程中起着重要的
作用，它是一个人教育的起点和基点，是学校教育和社会
教育的有益补充。家庭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是儿童成长
的摇篮，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教师，父母对子女的影响是
任何人都无法替代的。对家庭教育的关注和研究是培养
高素质人才的需求，也是我们的艰巨任务。
本书从家庭教育的方法、孩子的心理、生理发展等不

同角度，对家庭教育做了简要的介绍，并对家庭教育中常
见的问题提供了具体的解释和说明，为父母提供家庭教
育的有效策略和方法指导，以提高家庭教育的质量，为培
养高素质的人才打好基础。本书选材广泛，来源辗转，有
些参考文献未能与原作者取得联系，深表歉意。

前 言

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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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篇

家庭教育是在家庭生活中，由家长，特别是父母对其
子女实施的教育。而按照现代观念，家庭教育包括：生活
中家庭成员尤其是父母和子女之间相互的影响和教育；
聘请专门从事家庭教育的教师对子女的教育。家庭教育
是家庭最基本的职能，家庭是孩子们成长的第一所学
校，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教师，良好的家庭教育，是孩子
一生的宝贵财富。

为了适应当代社会对家庭教育的需要，家长必须认
真学习现代家庭教育理论，转变家庭教育观念，提高家庭
教育水平。本篇将从家庭教育的方针、发展、内容、影响因
素等几个方面进行概括性的介绍，帮助广大家长进一步
了解家庭教育。

家庭教育的意义

家庭教育是整个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重
要的地位和作用，是一个人成长、发展无法离开、不可缺

概 述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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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的。它开始于孩子出生之日，甚至可上溯到胎儿期。婴幼
儿时期的家庭教育是“人之初”的教育，在人的一生中起着
奠基的作用。正是通过家庭教育，家长把自己崇高的品
德、渊博的知识、丰富的生活经验，潜移默化地传授给下

一代，并将伴随孩子们
走完全部人生旅途。家
庭教育又与学校教育、
社会教育紧密结合，孩
子上了小学、中学后，家
庭教育既是学校教育的
基础，又是学校教育的
补充和延伸，培育孩子
按照国家和社会规定的
目标成长。

人的教育是一项系统的教育工程，这里包含着家庭
教育、社会教育、学校教育，三者相互关联且有机地结合
在一起，相互影响、相互作用，这其中家庭教育是一切教
育的基础。家庭在塑造儿童的过程中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因此家长了解家庭教育的重要性是十分必要的。

1. 良好的家庭教育为学校、社会教育的顺利实施起
奠基作用
家庭教育是教育人的起点和基点。其教育目标应是：

在孩子进入社会接受幼儿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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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期所接受的家庭教育中，主要培养儿童学习最基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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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能力、交往能力和行为能力，为以后接受学校、社会
教育打下基础。更重要的是，早期的家庭教育正处在儿童
智力发展的最迅速时期，通过家庭教育，培养和发展儿童
智力，也是此后接受学校教育的前提。

2.良好的家庭教育是造就21世纪人才的必要条件
家长们肩负着为国家培养21世纪人才的重任。能否

把孩子培养成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人才，关系
到国家是否后继有人的百年大计。家长首先要明确教育
方向与国家利益、人民要求相一致的原则，不能把孩子视
为私有财产；要树立为国教子的思想，端正教育目的。21
世纪的人应该是具有良好的思想意识、高尚的道德情操、
健全的心理素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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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人，具备这样的素质不
是一朝一夕所能办得到的，而良好的家庭教育正是培养
高素质人才的必备条件。

3. 家庭教育对学校、社会教育起调整、补充作用
在学校教育的全部活动中，无论是教育内容的确定、

教学进程的快慢，还是教学方法和手段的选择，其立足点
总是面向大多数学生。这种集体化的教育，虽能保证大多
数学生获得大致相同程度的知识技能，但不能很好地兼
顾每一个学生身心发展和智力水平的差异，家庭教育则
起着调整的作用。所以，许多教师和家长都认识到，对学
业后进学生的“补差”和对智力超常学生的“超前教育”，
在家庭中进行比在学校中进行效果似乎更好。

概 述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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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良好的家庭教育是优化孩子心灵的催化剂
孩子从婴儿期步入幼儿期，随着年龄的增长，终将由

家庭这个小环境步入大社会，接触家庭外的人群、事物。
当前面临着改革开放的新形势，虽然社会信息量与日俱
增，但鱼龙混杂，存在着不良文化的消极影响，儿童由于
受年龄和知识阅历的限制，常常不加选择地接受和吸收，
容易诱发不良思想和行为，而通过正确的家庭教育，则可
以“过滤”社会信息，并通过正面教育进行启发疏导，指导
儿童辨明是非。家长要针对社会问题对孩子进行及时指
导，提高孩子的鉴别能力，同时还要随时检点自己的行为
举止，为孩子树立正面形象，净化儿童心灵，预防儿童犯
错误，杜绝违法违纪现象。做好这方面的工作，有助于安
定小家庭，稳定大环境。

家庭教育的特点

家庭教育具有很明显的启蒙性、长期性、感染性、全
面性、权威性。

1. 启蒙性
家庭是儿童生命的摇篮，是人出生后接受教育的第

一个场所，即人生的第一个课堂；家长是儿童的第一任教
师，即启蒙之师。所以家长对儿童所施的教育最具有启蒙
性。我们的孩子对外部世界的认识和了解，人格、品格的
形成的起点是从家庭教育开始的，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
及学校教育是有区别的。孩子在没有上学之前，是在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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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生活的。早期的家庭教育对一个人的思想形成、智力发
展、品格形成至关重要。

2. 长期性
家庭教育的时间最长，远远超过学校教育。家庭教育

伴随着孩子从出生、上小学、初中、高中到上大学、参加工
作，一直在起作用。一个孩子在走向成人、走向社会的过
程中虽然和家庭的距离在拉大，但是家庭教育的影响仍
然存在。

3. 感染性
在家庭教育过程中，除了理性，还有很强烈的情感

性。所有的教育情感在其中所起到的作用是非常强烈的，
社会教育、学校教育也包含情感性，但相对于家庭教育来
说就比较弱。父母与孩子之间的血缘关系和亲缘关系的
天然性和密切性，使父母的喜怒哀乐对孩子产生强烈的
感染作用。孩子对父母的言行举止往往能心领神会，以情
通情。在处理发生在身边的人与事的关系和问题时，孩子
对家长所持的态度很容易引起共鸣。

4. 全面性
家庭教育涉及到的内容极其广泛。学校要管的，家

长要管；学校不管的，家长也要管。孩子的衣、食、住、行，
安全、能力、爱好、审美等都离不开家庭的教育，所以家
庭教育的覆盖面很宽。正是因为家庭教育具有这些特
点，对一个人的影响才非常广泛。

5. 权威性
家庭教育的权威性是指父母及长辈在孩子身上所体

概 述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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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出的权力和威力。家庭的存在，确定了父母与子女间的
血缘关系、抚养关系、情感关系，子女在伦理道德和物质生
活的需求方面对父母及长辈有很大的依赖性，家庭成员的
根本利益的一致性，也决定了父每对子女有较大的制约作
用。父母的教育易于被孩子接受和服从，家长合理地利用这一
特点，对孩子良好品德和行为习惯的形成是很有益处的。

家庭教育的影响因素

1. 家长的教育观念
家长的教育观念是影响家庭教育的首要因素。在一

个家庭里，家长对人生有正确的认识，深知社会将来需要
的人才是哪些类型的，就会按照社会需要的人才类型来
培养、教育孩子，使他们将来成为有用的人才。父母在生
活中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会影响孩子，如果家长有良
好的思想品德，真正懂得什么是真善美，什么是假恶丑，
在遇到具体事情的时候，能够做孩子的榜样，去影响孩
子，塑造孩子的灵魂；家长在与人相处，待人接物等言行
举止中有良好的行为习惯，受到周围人的爱戴和肯定，那
么家长往往就会按照这种标准去教导孩子，使孩子成为
一个思想品德高尚的人。可见，家长有正确的人生观、世
界观和良好的思想品德，对于在他们身边生活的孩子来
说是多么重要。

2. 家庭氛围
家庭氛围是指家庭成员在日常生活联系中形成的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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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心理环境。家庭氛围主要取决于父母的心理健康水
平和素质。家庭氛围对孩子的智力开发、情感陶冶、个性
塑造和道德品质发展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家长应给孩子
营造一个温馨、和谐、理智的家庭氛围。欢乐和谐与健康
的家庭生活有利于形成最佳的亲子关系，促进儿童心理
健康。一个健康的家庭，家庭成员之间能互相尊重、爱护、
宽容、和睦相处、以礼相待，否则将给孩子带来心理压力，
造成心理创伤。家庭气氛安定和睦、融洽温暖、民主平等、
愉快欢乐。父母和孩子一起游戏，一起学习，发展共同的
兴趣，和孩子共享经验和成果，增进父母和孩子之间的感
情和相互间了解。父母要把孩子作为平等的人，尊重孩子
的爱好，给他们一定的自主权利，自己独立决定与选择一
些事情。父母要营造温暖和睦的家庭气氛，切莫在儿童面
前争吵甚至大打出手，对儿童的教育要多诱导，少训斥。
家长的表率作用十分重要，家长的观念、作风、习惯、品
德、言行时刻在影响着孩子。家庭成员对孩子的态度必须
明朗，教育方法要一致，意见要统一，否则孩子就会无所
适从，不知所措。家长对孩子的期望应符合孩子的实际，
期望过高、期望过低或放任自流都有可能使孩子产生心
理偏离。家长对孩子的爱应以培养孩子的良好习惯，形成
良好的品德为着力点，不应溺爱。要鼓励和帮助孩子多接
触社会，多接触大自然，培养孩子适应社会，适应大自然
的能力。永远保持家长与孩子之间的思想、感情交流。总
之，丰富健康的家庭生活、和谐融洽的家庭气氛有助于儿
童健康心理的形成和稳定。

概 述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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