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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前教育理论

亲子类节目对流动儿童家庭教育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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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如今流行的亲子类节目试图寓教于乐$并为此而颇受大众欢迎$其呈现的场景与流动儿童家庭教育的状况在父母角

色的缺失)亲子对陌生情景的不同理解)儿童较强的独立选择)亲子社会交往边缘感知的不同等方面相类似&流动儿童教育

环境的改善需要政府)社会)家长等各方面的合力$而家庭教育理念则可以借助于亲子类节目的普及来进行一定引导&此类

节目尤其有助于流动儿童家长教育理念的革新)家庭教育氛围的营造&

关键词!流动儿童!家庭教育!亲子类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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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当代传媒的迅速发展$我国电视人口的综

合覆盖率在
!""@

年已达到
E@<!%Z

+

#

,

$甚至
B

)

@

个

月的新生儿每到一定时间都吵着闹着要看电视$看

电视成了千家万户茶余饭后的必备娱乐方式&亲子

类节目即充分利用了电视的普及$多采用亲子互动

的参与形式$且大多呈现具有一定的陌生性和挑战

性的特殊场景$而又不离生活本身$因其节目的戏剧

性)娱乐性以及生活性广受家庭关注$成为家庭共同

喜爱的节目形式之一&从一定程度上来说$亲子类

节目对于受众有一定的公平传播性$如果从正面引

导可以成为社会普及教育理念)增强家庭凝聚力的

有效方式$尤其因其场景的某些类似性对于流动儿



童的教育来说也是一种非常有效且颇受欢迎的

手段&

流动人口
!"#!

年在我国已达
!<%@

亿+

!

,

$关于

流动儿童教育状况的关注日益成为热点$毋庸置疑

流动家庭经济条件相对较差)在陌生情境中容易产

生各类发展性问题$尤其是流动人口家庭家长的家

庭教育理念亟需革新$特别是
">@

岁流动儿童家庭

的早期教育如不进行适当干预$很容易在城市中造

就新的弱势群体$直接影响社会的稳定和和谐发展&

一"亲子类节目中教育观念的提出

继宫廷戏)穿越剧)选秀)相亲等类型娱乐节目

充斥荧屏之后$伴随.爸爸去哪儿/收视率的持续火

爆$亲子类节目成为各大电视台的新宠$在
!"#?

年

即有约
!?

档亲子类节目占领荧屏$看其名称如.家

有儿女/).爸爸你好吗/).宝宝来啦/等来看$亲子互

动必然是其内容的核心要素&但正如各大媒体对此

的争论$同类节目的跟风所追求的不过是收视率$体

现的是娱乐至上的精神$因其创意相对不足$新奇感

一旦冷却$其中大部分节目会'见光死($难以形成开

局时的火爆&经过几年的沉淀$确实亲子类节目有

些已经凋零$但也有像.爸爸去哪儿/已更新至第四

季$爸爸与儿女变了数茬$但热度相对不减$另外像

.了不起的孩子/).爸爸回来了/等类节目也在不断

涌现&从单独二胎到全面二胎的放开$孩子日益成

为家庭乃至整个社会关注的某方面焦点&

而换个角度来看$亲子类节目在当下之所以走

红$也体现了电视媒体长期对真正童心和亲子教育

问题的忽视&如$.爸爸去哪儿/韩国版调查结果表

明%此节目最大魅力点在于'孩子们纯真的童心(!其

次是'重新发现了父爱(!第三则是明星的加盟!第四

才是'作为养育孩子的父母有许多共鸣(

+

%

,

&从中可

以发现$此类节目虽然追求收视率$但也切实起到了

普及儿童教育观念)引发观众反思的目的$对于观众

来说能够起到一定的教育作用&观众收看电视节目

很大程度上第一目标是娱乐$但相比较而言在保证

'好看(的前提下寓有教育性是广大家长的'更爱(&

尤其是对于流动儿童家长来说$平时陪孩子进行户

外活动的时间相对不多$亲子类节目能够从一定程

度上让家长感觉到对比$从而受到启发$将抽出更多

的时间和精力来陪伴孩子&相对于纯粹搞笑或娱乐

至上的节目$他们更欢迎有教益性的电视节目$而且

从中也能更好地学到实用的教育理念和方法&寓教

于乐是.饭没了秀/).爸爸去哪儿/之类节目之所以

火爆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节目场景与流动儿童家庭教育状况

的相似之处

.爸爸去哪儿/镜头中天真孩童与父亲身处陌生

环境中$无论是不满)不安还是快乐)开心都展露无

遗$而父亲们家务能力的薄弱以及面对孩子出现哭

闹)不合作时表现出的无助$都从一定侧面揭示了家

庭教育中遇到的某些困境$尤其是身处陌生环境的

境遇与流动儿童家庭更是拥有很多相通之处$像父

母整日为生活奔波$与孩子相处时间较少$相对关心

孩子的物质生活$较少关心孩子的精神需求等$在他

们的家庭教育中像电视节目所凸显的某些同类的问

题同样存在$且相对而言还要更加严重一些&可以

说$在此类节目中$从某些侧面突出表现了家庭教育

理念中某些亟需革新的地方&

%一&父母角色在儿童生活中的缺失

在亲子节目中$虽然也有导演的一定安排$但儿

童的表现都是'天真(的$是本色出演$与成人的表演

完全不同$这也是亲子类节目得到观众首肯的重要

原因之一&在.爸爸去哪儿/节目中$突出地表现了

父母角色在家庭教育中的缺场$这可能跟明星爸爸

们的职业有很大关系$然而这也从一定程度上体现

了儿童的'家长由于平时工作繁忙且多数人缺乏专

业的教育知识$与儿童的亲子互动时间少)频率低$

不关心儿童的情感需求$造成亲子关系疏远(

+

?

,

&而

由此考察流动儿童家庭$此类问题可能更为突出&

因为生存压力)工作性质)工作环境等原因$流动儿

童的父母身处陌生的城市$往往需要早出晚归地打

拼生活$与儿童每天接触的时间非常少$甚至有的家

长在孩子'起床前离家$上床后回家($每天孩子连见

父母一面的机会都没有&

%

岁以上孩子们白天大部

分时间都在托儿所或幼儿园$而陪伴
">%

岁流动儿

童最多的则是他们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或者直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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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保姆$大量相关研究都明确指出$父母在生活中

的缺失无疑对于儿童的成长是非常不利的$尤其是

父亲角色在家庭教育中的缺位对孩子造成的影响更

大&但在流动儿童家庭中$此类问题将长期存在$尤

其需要思考的是大部分家长并没有意识到这样的家

庭生活方式亟需改变&

%二&儿童对陌生情境的理解与成人不同

亲子节目的地点一般选择在陌生情境中$而儿

童因为年龄小)生活阅历少)接受能力较差等$往往

更加难以适应新环境$在适应过程中$他们亟需成人

的重点关注&流动儿童及其家庭身处排斥的社会空

间和异质文化的双重挤压下$往往显得非常无助+

B

,

&

流动儿童家庭往往属于城市中的外来户$无论是生

活环境还是交往空间$都与在老家时不相同$尤其是

留守儿童为了上学到父母所工作的城市中$与非流

动儿童相比$缺少熟悉的环境)熟悉的亲戚朋友$遇

到困难无法及时寻求有效的帮助$更会经历种种心

理的变化&如不充分关注到儿童的适应特点$对于

流动儿童的心理发展非常不利&此类节目对于儿童

适应性的关注理应会引起家长们的思考&

%三&儿童较强的独立选择意识

对于流动儿童的家长而言$他们普遍认为城市

中有着更好的生活环境和教育资源$社会服务配套

设施完善$更适合于儿童的长期发展&但儿童毕竟

是有独立意识的个体$就像电视节目中所展示的画

面$到了一个新环境如果孩子不喜欢在某个地方居

住$不喜欢玩某种游戏$无论家长如何劝说也无济于

事$即使儿童暂时表面上认同了家长的决定$但心理

深处也是不满意的&在流动儿童是否乐意在城市中

生活)上学问题上$大部分家长没有充分考虑孩子的

意愿$这也是节目给我们的一点启示&近些年虽然

'逃离北上广(口号日响$但真正这样做的人非常之

少$从各地房价的上涨趋势明显可见此趋势&

%四&亲子社会交往边缘感知的不同

在儿童的眼中$所有人没有成人眼中的职位)背

景)权势等的区别$所有人都是平等的$正像节目中

的孩子并不会因为自己是明星的孩子就有什么优越

感或需要刻意回避的情境$与此相对应的是成人明

星往往会用戴墨镜等举动来回避与周围人的交往$

这正是亲子类节目受到观众欢迎的重要原因之一&

而在调查中发现$很多流动儿童存在着自卑)害羞)

不合群等现象$这种共性特点的出现无疑跟社会氛

围和家庭影响有很大关系&

三"亲子类节目对流动儿童家庭教育的

启示

在一个电视媒体共享的社会环境下$流动家长

可以充分利用媒体中的教育资源$提高和更新自己

的教育理念$尤其是
">@

岁的早期教育理念更应该

是亲子类节目所极力要宣传的&通过电视媒体$无

论是流动家庭还是非流动家庭都能得到同等的教育

资源$通过媒体的影响普及
">@

岁儿童的教育理念

和知识$多开辟一些知识类讲座节目$如$'关键期(

儿童的教育实践)儿童反抗性强怎么办)如何保证早

期儿童营养等$可以切实改进流动儿童家长的教育

理念$并为他们的家庭教育提供切实可行的策略&

亲子类节目与流动儿童生活情境的某些相似性可以

为流动儿童家庭教育提供以下启示&

%一&父母角色重归家庭

受教育程度)经济条件)社会地位等因素影响$

流动人口家长往往在教育理念方面存在着不少误

区$如$不太重视早期习惯养成教育$更多关注学业

教育$有专家相关研究数据表明%

E$<!Z

的流动儿童

家长期望孩子读到大学甚至研究生$并表示为了孩

子上大学'砸锅卖铁(也在所不惜$而对于
">@

岁的

学前教育较为忽视&大部分家长只能顾及到孩子的

衣食$而无暇或无意顾及到孩子的情绪情感)兴趣爱

好和行为习惯等+

@

,

&在这些理念中并没有充分尊重

儿童的自我需求$更没有注意到父母自身角色在儿

童教育中的重要性&而'家长如何看待幼儿教育)如

何看待亲子活动以及如何看待幼儿$影响着他们在

亲子活动中的角色扮演(

+

$

,

&亲子类节目让大量家

长反思自己在儿童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在流动儿童

家庭教育中$父母的缺席可能是比较大的一个问题&

此问题的发现为父母重归家庭教育奠定一定的理念

基础$而父母角色的回归对于流动儿童家庭而言更

为关键$流动家庭父母可以充分利用晚上和节假日

多陪伴孩子$多与儿童参与共同的游戏或活动$以弥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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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白天与孩子相处时间较短的不足&他们的回归不

但能够更好地让儿童感受到家庭的氛围与温暖$也

能令自己更容易融入到陌生的城市之中$亲子之间

的情感联系亦会更会紧密&

%二&增加儿童融入陌生情境的指导

流动儿童家庭远离故乡$会遇到很多实际问题$

但换个角度来看$也为儿童接触更多的环境)更多的

事物提供了条件&比如说非流动儿童很多从小娇生

惯养$生活空间往往局限于城市$每天生活在钢筋水

泥的环境中$虽然家庭成员有机会去异地旅游$但毕

竟时间有限$深入接触大自然的机会不多$大部分非

流动儿童分不清韭菜和麦苗的区别&而流动儿童往

往故乡地处农村$每年有时间回到故乡生活一段时

间$生活空间相对更为广阔$无论是城市环境还是乡

村环境$都是一种很好的教育资源$现在有些亲子节

目特意组织城市里的儿童到乡村体验生活$但效果

与流动儿童的真实生活情境相比肯定大打折扣&为

此$流动儿童家庭可以有意识地让
">@

岁的儿童多

接触陌生情境$多接触新鲜事物$多方面促进他们更

好地适应周边环境和城市生活&

%三&尊重儿童的独特性

儿童不是小大人$他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感知能

力和独立的选择权力$这一点在亲子类节目中表现

的异常明显&亲子节目中刻意展现的童真)童趣$实

际上亦表现了儿童独特的选择性&受此启发$流动

家庭要充分尊重儿童的意愿$允许儿童有自己的选

择$努力营造良好的家庭交流氛围&在家庭的布置

方面$家庭可以贫穷)可以简陋$但一定要营造精神

温馨)让孩子有安全感的交流环境$在学校的挑选)

课余时间的安排)兴趣班的选择等方面都要有儿童

自己的参与&

%四&增加儿童社会交往的支持

亲子节目中多强调儿童的社会交往没有成人世

界中的地位)权力)金钱)职业等方面的限制$他们的

世界是平等的&受此启发$流动家长应在条件允许

的条件下$多与儿童沟通)交流$并有意识地利用周

末)晚上等时间多与孩子一起参加一些社会上或社

区里组织的活动&此外还要刻意地鼓励孩子多与周

围的儿童尤其是非流动儿童交往$对于孩子领进家

门的朋友进行热情招待$平等意识的营造很大程度

上靠家长的开明教育思想&

媒体受众人关注$普及面广)社会影响力大$尤

其是对于观众基本上没有选择性&亲子类节目的火

爆为我们通过媒体普及早期教育理念开辟了思路$

也为社会教育公平环境的营造提供了必备的途径之

一&只是正如很多批评声音所指出的$电视节目还

在为争夺收视率)提高广告收益而进行无序竞争$公

众服务性意识还有不少欠缺&为更好地营造社会教

育氛围$切实关注社会中如流动儿童之类的弱势群

体$应尽量少些娱乐性$多些教育性!少些谋利性$多

些公益性!少些哗众取宠的噱头$多些真情实感的

流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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