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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家庭是儿童的第一所学校$父母是儿童的第一任教师$家庭和父母在儿童的成长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农村$家

庭普遍缺失亲职教育$存在亲职教育理念偏差'方式不得当'内容缺乏等问题$对亲职教育有明显需求&本文试图从亲子理

论'操作制约理论和社会学习理论等视角探讨亲职教育的价值$提出解决当前农村亲职教育问题的策略$鼓励父母积极参与

早期亲职教育$提高他们的教养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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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职教育是对父母实施的教育$通过加强或改

变父母的教育观念$使父母获得抚养'教育子女的知

识和技能*

#

+

&亲职教育主要包括三方面的内容%一

是改变父母各种不正确的观念$包括对学校的评价

标准'对教师期望以及对子女的成就期望等!二是获

得并掌握抚养和教育子女的知识与技能!三是建立

良好的亲子关系'更新对子女的教育方法以及教育

理念等&

*

!

+亲职教育主要涉及的内容有,做好父母-

和,教好子女-两个方面的主题&亲职教育以,做好

父母-来达成,教好子女-的责任$它要求父母全面了

解子女所经历的教育及发展过程&

一"早期亲职教育价值

父母是家庭教育的主干力量$是影响下一代成

长与发展的关键人物&尤其是
"

%

%

岁幼儿在家的

时间较长$与父母接触的时间要远远多于其他人$家

庭里亲职教育显得格外重要$但由于许多家长文化

程度普遍较低$教育理念相对落后等诸多原因$往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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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亲职教育重视不够$也没有掌握科学的教育方法$

家庭教育方式简单粗暴$加上教育资源极度匮乏$家

长没有接受亲职教育培训的渠道和机会$亲职教育

几乎处于空白状态&然而$亲职教育不仅是家长任

职资格的试金石$更是儿童成长的指引航标$家长只

有了解科学教养知识$正确做好角色定位$方可胜任

亲职教育$并在孩子成长道路上起着正确指引作用$

因此$我们不可忽视亲职教育的重要性%第一$亲职

教育有利于儿童健康成长&尤其对缺少家庭教育知

识的父母$教会其用科学教养方式$有效增进与子女

的关系$让孩子在健康环境中成长&第二$亲职教育

有利于增强父母家长角色意识&亲职教育不仅可以

检验父母是否具有胜任家长工作的这种能力$而且

可以考验其是否具备为人父母的资格与条件&通过

亲职教育$家长可以获得相应的教育学'心理学知

识$了解儿童生理和心理特点$掌握科学育儿知识$

并针对儿童出现的问题采取相应教育策略&第三$

亲职教育能有效促进家庭成员之间沟通与情感联

系&在家庭里$父母对子女教育可以有效促进亲子

关系$加强双方间情感交流与联系$使父母加强育儿

知识学习$从而为儿童健康成长提供有利保证&第

四$亲职教育利于社会环境的安定&在我国$青少年

犯罪问题日益严重$如果亲职教育能够真正让家长

群体发挥作用$不仅能够有效地降低今后的青少年

犯罪率$而且也为儿童的成长创造一个稳定的社会

环境&总之$亲职教育是当前农村学前教育不可忽

视的一个重要部分&

二"农村早期家庭教育中亲职教育现状

#一$早期亲职教育理念偏差

在农村$早期家庭教育中普遍存在对亲职教育

的错误理解%一是误解亲职教育内涵&许多父母认

为亲职教育就是为孩子创造优越的物质环境$给孩

子最好的爱就是满足孩子物质需求&随着打工潮的

出现$许多家长为了给孩子创造良好的物质条件$外

出打工赚钱$用赚来的钱给孩子买好看的衣服'玩具

和礼物等$用这种方式来表达对孩子的爱$把对孩子

的爱依托于物质$殊不知这种寄予物质的关爱不仅

容易使孩子形成错误价值观$而且不利于建立和谐

的亲子关系&然而$这种现象在农村家庭里很常见&

二是父母责任理解偏差&很多家长从孩子一出生开

始$没有明确自己在家庭中的父母职责$因农活忙$

工作忙$要出去赚钱等理由$把照顾孩子的责任全权

交给老人负责$让老人代替自己尽父母职责$忽视了

与孩子的相处与教育$时间久了$这种不当作法就成

为习惯化的忽视&

自古以来$人们认为只要有了子女$做了父母$

就,自然而然-会教育子女&.礼记/中曾说%,未有学

养子而后嫁者也&-似乎教育子女没有什么学问$只

要 ,能生-$,就能教育-$就具备了家长教育资格&

*

%

+

在我国$家长教育不学而会的传统观念根深蒂固$许

多家长仅完成了生育任务$对于教养子女的工作还

没有做好准备$就开始为人父母$角色没转变过来$

就开始扮演起父母角色$有诸多不适应$加上缺乏教

养孩子和为人父母的知识$未能很好的尽教养义务&

也有的家长以自我为中心$缺乏责任感$认为儿孙自

有儿孙福$任凭孩子自由发展$放任不管!还有的家

长认为树大自然直$人大自然好&以上现象的成因

是因为亲职教育观念淡薄$落后陈腐&

#二$早期亲职教育方式不得当

在农村家庭里$多数父母学历较低$缺乏科学教

养知识$致使亲职教育方式不科学$亲职教育成效不

明显$阻碍了亲子关系发展&一是存在照搬传统教

育方式&尽管许多家长看到了亲职教育的重要性$

也知道应和孩子建立良好亲子关系的意义$但缺乏

科学育儿知识$在教育子女方面往往显得很被动$甚

至无所适从&很多家长表示因自身未受过高等教

育$教育孩子的知识只能靠别人或祖辈经验传授所

得$而祖辈家长教育孩子也存在种种缺陷$过度溺爱

化或权威偏好化等$认为照顾好孩子吃的穿的就是

给孩子最好的教育$或应对孩子实施,棍棒教育-$

,不打不成材-等观念在祖辈家长中较为常见$在这

种教育理念下$容易误导家长亲职教育的方式&二

是存在随心所欲教育方式&有的家长认为子女是自

己的私有财产$想怎样教育子女是自己的事情$容不

得别人插手等$导致亲子关系恶化$容易使孩子性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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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向'压抑'自闭等$不利于孩子心理健康&还有的

家庭单凭自己的经验教育子女$一味给孩子制定目

标$但却不教会孩子用正确的方法实现目标$忽视孩

子自主能力和创新精神的培养$教育方法不得当$教

育效果不明显&

#三$早期亲职教育内容缺乏

东北师范大学儿童发展研究中心的调查发现$

只有
!%a

的家长认为自己目前掌握的家庭教育知

识已经够用$而
CCa

的家长认为自己目前掌握的家

庭教育知识不够用$当问及,作为家长$您认为自己

是否需要接受专门的家庭教育知识培训0-

C$?Da

的

家长做出了肯定回答&这说明幼儿家长对亲职教育

有着强烈的需求&

*

D

+同样$在教育较为落后的农村$

家长中存在亲职教育内容缺乏$不知道怎么教育孩

子$多常见&陈鹤琴在.怎样做父母/中指出$人们是

要在做父母之前先学习抚养'教育子女的知识$不要

以为结了婚'生了孩子就有做父母的资格了&

三"从理论角度窥探农村早期亲职教育

#一$从亲子关系探讨树立正确亲职教育观

依恋理论认为早期亲子关系对儿童的心理发展

有着重要深远的影响$母亲与孩子之间有着特殊的

情感联结$即依恋$儿童与母亲之间建立一种温暖'

亲密'稳定的关系是儿童身心健康的关键$在良好和

谐的亲子关系中儿童既获得了满足感又感到愉

悦&

*

B

+早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英国精神分析师鲍

尔比对适应不良的儿童进行了系统地观察研究$研

究结果发现$凡与母亲的关系不和谐的或有与母亲

中断历史的儿童表现出更严重的适应不良行为$在

儿童成长中$母婴分离和母爱被剥夺对孩子的人格

和心理都产生重要影响&母子早期依恋联接的破坏

会导致儿童产生情感危机$并将在其后的生活中表

现出来$如突然的抑郁或焦虑$而这些抑郁焦虑与其

当前压力无关&儿童早期生活中依恋联结的形成与

否会影响整个人生的顺利发展$因此$父母须树立正

确的亲职观$意识到亲职教育的重要性$重视亲职教

育$建立良好的亲子关系$不能因为工作忙等理由推

卸自己的责任$并且应认识到亲子关系的和谐有利

于孩子健康发展&

社会心理学家霍妮用人际关系解释亲子关系$

她认为人际关系中尤其是亲子关系的失调是人们产

生基本焦虑的根本原因$良好的亲子关系可以促进

儿童健康发展&如果亲子关系是积极的$父母能给

予孩子真正的温暖和爱$孩子的需要得到满足$那么

儿童就容易得到正常的发展!如果父母未给子女真

正的温暖和爱$就会造成孩子不安全感!如果父母总

是用损害儿童安全感的行为对待儿童$那么儿童就

会产生对父母的敌意$这样儿童就会陷入一种既依

赖父母又敌视父母的不良处境中$敌视父母是社会

伦理道德所不允许$孩子把这对父母的敌意投射到

周围世界$认为世界是危险的'恐怖的$这不利于孩

子身心健康&因此$尤其在教育较为落后的农村$父

母必须看到亲职教育的重要价值$在亲职教育中应

亲力亲为$学习科学育儿观念$摈弃错误教育观$以

适应时代和孩子身心发展的需要$改变重养轻教观$

树立教养结合新理念$从不重视早期教育$变为越来

越重视早期教育$结合婴幼儿身心特点$处理好亲子

关系$促进孩子健康成长&

#二$从操作理论探讨合理选择亲职教育方法

操作制约理论认为人类的学习是由不断尝试错

误产生的结果$应重视强化与惩罚在人类学习中的

作用$指出正强化利于引导正向行为$负强化可处理

不良行为$且应科学谨慎地运用惩罚方式&从操作

制约理论来看亲职教育$为人父母$若要增加子女的

行为$便要鼓励$若要减少子女的行为便要处罚&美

国教育家陶森指出%,生育和抚育是两回事$生了孩

子并不意味着自然地具有了抚育子女的知识和本

领$要尽到为人父母的职责$必须彻底地了解儿童的

成长过程&许多父母只是从经验中用许多错误换来

这份了解$其实如果事先对儿童发展下功夫$有许多

的错误都是可以避免的&-在农村$很多家长因知识

和经验的不足$采用不正确教育方式$使得亲子关系

恶化&而这些错误教育方式普遍存在着$主要有以

下几种%过分保护教育'过分干涉教育和过分放任教

育方式&在家庭里无论采用以上何种教育方式$都

会给孩子带来很多不良影响&过分保护容易使孩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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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锻炼的机会$缺少独立思考!过分干涉容易使孩

子缺乏灵气$缺乏创造!过分放任容易使孩子缺乏规

则意识&而儿童除了身体照顾需要外$还有关注心

理健康需要&因此$根据操作制约理论$应鼓励正确

的亲职教育方式$强化正确亲职教育行为$从而达到

在农村家长中广泛宣传亲职教育*

$

+

&一是借助社会

舆论在家长中宣传优秀亲职教育方法&广泛宣传亲

职教育方法$鼓励家长不断学习$并认可正确亲职教

育行为$以此作为广大家长首选的主要教育方法$如

一些优秀的亲职教育方法%应多观察子女活动$研究

子女的兴趣爱好$对子女成长鼓励表扬多$亲近子女

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多$自编亲子活动游戏多$主动学

习育儿知识$订阅育儿书籍多$合理定位对子女成长

的期望值$摒弃不良亲职教育观$合理使用惩罚$禁

止暴力对待孩子等&二是鼓励社会支持亲职教育&

联合社会支持正确亲职教育行为$并予以表彰$激励

家长做好家长责任&在幼儿园$开展面向家长科学

育儿指导$普及科学育儿知识$交流育儿经验$提高

育儿能力$得到家长普遍认可$让家长重视早期亲职

教育&三是立法制定亲职教育政策$奖励好的亲职

教育方式&从法律层面上制定政策$明确家长的教

育职责$要求家长学习科学育儿知识$对不履行亲职

教育行为也要有具体明确的处罚规定&

*

C

+

#三$从社会学习理论探讨创设良好亲职教育

氛围

社会学习理论认为人的多数行为是通过观察别

人的行为和行为的结果而习得的$强调观察学习在

人的行为习得中的作用&根据社会学习理论观$在

早期家庭亲职教育中$父母须看到到孩子年龄小$模

仿能力强'可塑性强等学习特点$了解为人父母必须

以身作则的重要性$真正发挥亲职教育价值&因此$

正确删选亲职教育的内容对于孩子模仿学习有着不

可忽视的价值&一是提供良好的亲职榜样学习氛

围&父母以身作则$重视自身思想品德修养$摈弃传

统对孩子的,只要成绩好什么都好-的错误评价观$

重视品德教育与培养$言传与身教结合$让孩子在日

常良好的道德环境氛围受到耳濡目染$具备良好的

道德品质&且父母与其家庭成员要为亲职教育营造

良好的家庭氛围$尊重孩子的兴趣'个性等$建立和

谐的亲子关系$提高亲职教育的有效性&二是创设

良好的亲职教育氛围&通过村委会开会'专题讲座'

全体家长辅导等形式$广泛宣传亲职教育价值$让家

长重新审视亲职教育$奖励亲职教育中好的典型$弥

补亲职教育内容缺乏状况$增加和丰富亲职教育内

容$不断强化亲职教育行为&结合各个年龄段儿童

身心发展特点$提供一般家庭常遇到的教养常识和

知识$如怎样培养孩子良好的生活和学习习惯$怎样

有效地与孩子进行沟通交流$怎样培养孩子兴趣爱

好$如何做好一名合格的家长等&针对特殊家庭亲

职教育做具体情况分析指导策略$在家长中发放普

及材料$交流亲职教育经验等专题活动$开展亲职教

育咨询热线等&还可以借鉴美国学龄前儿童,快乐

计划-$把亲职培训带入家庭$至少每半月参加一次

与社区其他父母的聚会$在沟通与交流中提高家庭

教育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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