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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农村地区婴幼儿家庭环境质量现状与影响因素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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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家庭环境作为婴幼儿生存与发展的主要环境，对婴幼儿的身心发展有着深远而持久的影响。本研究运用《婴幼儿版家

庭环境评估量表》（HOME-IT）对我国农村地区的家庭环境现状进行调查。结果发现，农村地区婴幼儿家庭环境质量总体水平

较低；与父亲相比，母亲与婴幼儿家庭环境质量的关系更为显著。此外，“留守”与“多子化”现象对农村婴幼儿家庭环境质量存

在影响。政府须加快家庭教育法制化的进程，对家庭环境进行针对性干预，逐步将其纳入公共服务的范畴。

关键词：农村地区；婴幼儿家庭环境；HOME-IT量表

中图分类号：G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770X（2021）01-0001-08
PDF获取：http://sxxqsfxy. ijournal. cn/ch/index. aspx doi：10. 11995/j. issn. 2095-770X. 2021. 01. 001

Research on the Status quo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Infants and Young
Children’s Family Environmental Quality in Rural Areas of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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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the main environment for the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of infants and young children, family environment has a profound
and lasting impact on their physical and mental development. This study uses HOME-IT scale to investigate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family environment in rural areas of China.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overall level of family environmental quality of infants and young
children in rural areas is low, and compared with fathe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other and the family environmental quality is more
significant. In addition, the phenomenon of "left behind" and "multiple children" has an impact on the family environmental quality of
rural infants and young children. The government should speed up the process of legalization of family education, carry out targeted in⁃
tervention on family environment and gradually introduce it into the scope of public services.
Key words: rural areas; family environment of infants and young children; HOME-IT scale

一、问题提出

家庭是0-3岁婴幼儿生存与发展的主要场

所，是婴幼儿大脑发育及其功能完善所需环境刺

激的重要来源[1]。大量的国内外研究探讨了家庭

环境与儿童发展之间的关系。家庭环境质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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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学前儿童注意力的发展及冲动型行为的控

制能力[2]；家庭环境质量通过影响儿童早期语言

的发展而间接影响儿童的入学准备能力[3]；儿童

父母作为家庭环境刺激的主要提供者，其与儿童

的亲密关系和支持性互动质量会影响儿童社会

性情绪的发展，并最终影响儿童的学业水平[4]。

关于早期家庭质量干预的研究发现，对2岁婴儿

家庭环境质量进行干预，能够改善其在4岁时的

社会性发展水平并预防问题行为的发生[5]。提供

持续的且有质量的家庭教育支持是促进发展中

国家0-5岁处境不利儿童的感知运动、社会性情

绪、认知语言等方面发展的最有效干预措施[6]。

追踪研究表明，婴幼儿气质特征不仅受其遗传因

素的影响，也受其家庭环境的制约，且随着儿童

年龄的增长，家庭环境的制约作用越发明显[6]。

我国农村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落后，家庭社

会经济地位（SES）比较低。同时，受城镇化引起

的劳动力迁移及“养儿防老”传统观念的影响，

“留守”与“多子化”是我国农村地区家庭的普遍

现象[7]。研究发现，留守儿童的家庭环境质量普

遍低于非留守儿童家庭[8]，并影响儿童的学业与

社会性发展水平[9]。此外，多子家庭必然带来经

济和时间两方面的育儿压力，容易引起母亲尤其

是职场母亲的心理焦虑，打破家庭环境原有平

衡，不利于儿童健康发展[10]。与城市家长相比，农

村家长养育理念比较落后，亲子互动方式也比较

单一，很多婴幼儿缺乏多样化的物质刺激，这些

问题严重制约婴幼儿认知、语言、动作、社会情感

的发展[11]，限制农村人口素质的提升。2016年6

月，我国发布《教育部等九部门关于进一步推进

社区教育发展的意见》，明确指出要积极利用各

种资源，广泛开展各类教育活动，提高家庭教育

的水平。当前，国内研究更多的是聚焦于3-6岁

幼儿家庭环境质量，对农村地区0-3岁婴幼儿家

庭环境的质量关注不够，且没有权威的0-3岁婴

幼儿家庭环境质量评估工具。因此，本研究运用

国际权威并已经过中国本土信效度检验的《家庭

环境评估量表（婴幼儿版）》（Home Observation for

Measurement of the Environment-Infant Toddler,简

称HOME-IT）对我国农村地区的家庭环境质量进

行评估，并探讨了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留守家

庭”“多子化家庭”等变量与家庭环境质量的关

系，以期为建立有针对性的家庭教育服务体系提

供可借鉴的经验。在本研究中，留守家庭即留守

儿童生存的家庭，留守儿童是指父母双方或一方

外出打工半年或以上，而无法与父母生活在一起

的18岁以下儿童[12]。“多子化家庭”指的是在一个

家庭中存有两个及以上的儿童的家庭。

二、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

选取山东省德州市5个自然村及济南市1个

自然村的 98 名 0-3 岁婴幼儿家庭作为研究对

象。如表 1 所示，样本家庭多数为多子家庭

（83.7%）；家庭年平均收入35000元；样本家庭中

59.2%的家庭属于留守家庭（父母均外出打工的

家庭所占比例为9.2%，父亲外出务工的家庭所占

比例为49%，母亲外出务工的家庭所占比例为

1%）。样本家庭中男性婴幼儿为57人（58.2%），

女性婴幼儿41人（48.1%），婴幼儿的平均月龄为

17.97月。父亲平均年龄30.95岁，母亲平均年龄

30.79岁。父母的学历普遍较低，其中，大部分父

亲（62.2%）和母亲（58.2%）的学历为初中。
表1 样本婴幼儿及其主要照顾者的描述性统计（N = 98）

变量

年龄

婴幼儿性别

收入
留守家庭

多子家庭

父亲学历

选项

父亲年龄（年）

母亲年龄（年）

婴幼儿年龄（月）

男

女

家庭年收入（元）

父母均外出打工

父亲外出打工

母亲外出打工

父母均在家

是

否

小学

初中

高中或中专

大专

平均数

30.95

30.79

17.97

35000

标准差

4.19

4.21

8.88

2.23

数量（占比）

57（58.2%）

41（48.1%）

9（9.2%）

48（49%）

1（1%）

37（37.8%）

82（83.7%）

13（13.3%）

8（8.2%）

21（62.2%）

60（20.4%）

6（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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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学历

本科及以上

小学

初中

高中或中专

大专

大学本科

0

11（11.2%）

57（58.2%）

24（24.5%）

2（2%）

1（1%）

（二）研究工具

1. 家庭基本情况问卷

家庭基本情况调查问卷主要调查父母的年

龄、学历、职业，儿童的性别、月龄，家庭年收入、

是否为多子家庭、儿童留守情况。问卷信息均由

家长填写。

2. 婴幼儿版家庭环境评估量表（HOME-IT量表）

HOME- IT 量 表 是 由 Bettye M.Caldwell 和

Robert H.Bradley博士基于儿童发展理论和人类

发展生态学理论编制的、用于评估婴幼儿家庭环

境质量的量表。HOME-IT量表现已在欧洲、北

美、南美、亚洲、非洲、澳大利亚等众多国家和地

区广泛应用并进行了本土化研究。

HOME-IT量表共设6个子量表，45道项目，

主要测查家庭日常生活事件或某些特定事件是否

发生，以及发生的频率。HOME-IT包括六个子量

表：家长情感及语言的反应、接纳、环境的组成、学

习材料、家长参与程度、环境的变化性。家长情感

及语言的反应主要测量家长与孩子之间的互动关

系；接纳主要反映家长对孩子行为的接纳程度；环

境的组成评估了婴幼儿所在家庭及所在社区对婴

幼儿进行教育的支持；学习材料主要评估家长是

否向婴幼儿提供适合的学习材料以促进其发展；

家长参与程度主要描述家长是否主动提供刺激来

促进婴幼儿发展；环境的变化性主要衡量儿童日

常生活中是否经常注入新的环境刺激。

HOME-IT量表施测时间大约需要1个小时，

采用二级计分法的方式，判断项目所描述家庭事

件的“有”或“无”。通过观察或访谈把家长与孩

子之间的互动行为或访问结果在表格中以“+”或

“-”符号做记录，最后将每个子量表的得分与总

分记录在表格里。

（三）研究过程

本次调研得到6个村村支书及村主任的支持，

在他们的帮助下，研究者对样本婴幼儿家庭发放

《知情同意书》，使家长获悉此次研究的价值以及

参与此次调研所需完成的任务，201位家长签署了

知情同意书。在2017年11月20-30日期间，课题

组组织每个村的家长集中在村委会办公室填写问

卷，并当场回收问卷。此次问卷的回收率达到

100%，共回收201份问卷。

问卷回收两周后，接受过HOME-IT量表培训

的5名专业人员进入每个样本家庭进行环境评

估。其中，32名婴幼儿因生病或家庭流动没有参

加此次家庭环境评估。最终，98个家庭（170名婴

幼儿）参加了此次家庭环境质量评估。参加评估

的家庭可获得价值150元的玩具套装。

（四）统计分析

研究者采用 SPSS20.0 进行数据录入与分

析。首先对HOME-IT量表进行信度检验，总量表

克伦巴赫 α系数（Cronbach alpha）为 0.715，显示

评估结果具有一致性和可靠性。之后对家庭环

境质量现状（即HOME-IT量表总得分以及每个子

量表得分）进行描述性分析；同时，进一步探索了

家庭经济收入、父母职业、父母学历、留守家庭、

多子家庭与HOME-IT量表总得分以及每个子量

表之间的皮尔逊相关；最后，在得出各个变量相

关性的基础上进一步采用线性回归分析来探索

影响家庭环境质量的因素。

三、研究结果

（一）婴幼儿家庭环境质量现状

本研究通过描述HOME-IT量表总得分及每

个子量表得分体现婴幼儿家庭环境质量的现状，

具体结果见表2。
表2 婴幼儿家庭环境质量现状（N = 98）

子量表（题目数）

家长情感及语言

的反应（11）

接纳（8）

环境的组成（6）

学习材料（9）

家长参与程度（6）

环境的变化性（5）

HOME-IT总分（45）

最小
值

5

3

2

0

0

1

20

最大
值

11

8

6

9

6

5

42

中位
数

9

6

4

7

5

3

33

平均
数

9.02

6.27

4.14

6.24

4.30

2.73

32.70

标准
差

1.605

1.099

1.015

1.985

1.663

1.127

4.941

续表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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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2可知，样本婴幼儿家庭环境的总体质

量处于一般水平（M = 32.70，满分为45分），且家

庭环境质量差异比较大（SD = 4.941）。HOME-IT

量表总体水平以及三个子量表（“学习材料”“家长

参与程度”“环境的变化性”）的平均分低于中位

数，说明超过50%的家庭在HOME-IT总分以及这

三个子维度得分低于平均水平。婴幼儿家庭环境

质量评估得分最高的维度为“家长情感及语言反

应”，说明家长能较好地以语言及情绪反应来回应

孩子行为，家长与婴幼儿之间的亲子互动关系良

好；得分最低的为“环境的变化性”，说明儿童的日

常生活中注入新的人或事件所引起的环境变化性

较小，环境中所提供的新型刺激比较少。

（二）农村地区婴幼儿家庭环境质量影响因

素的相关性分析

为探讨婴幼儿家庭环境质量的影响因素，研

究者将家庭总收入、父母职业、父母学历、是否留

守儿童、是否多子家庭与HOME-IT量表总得分以

及每个子量表得分进行双变量相关分析，具体结

果见表3。
表3 婴幼儿家庭环境质量与影响因素的相关性分析

变量

1.父亲职业

2.母亲职业

3.父亲学历

4.母亲学历

5.家庭收入

6.多子家庭

7.留守家庭

8.家长情感及

语言反应

9.接纳

10.环境的组成

11.学习材料

12.家长参与程度

13.环境的变化性

14.HOME-IT

总分

1

1

0.357**

0.243*

0.244*

0.262*

-0.101

-0.165

-0.129

0.048

-0.071

-0.037

-0.036

0.003

-0.074

2

1

0.054

0.310**

0.019

-0.089

0.085

0.050

-0.102

-0.039

0.008

-0.051

-0.210*

-0.077

3

1

0.532**

0.158

-0.120

-0.020

0.097

0.071

0.154

0.067

-0.010

0.118

0.132

4

1

0.190

-0.141

0.007

0.150

0.191

0.173

0.131

0.098

0.072

0.234*

5

1

-0.121

-0.161

0.051

0.041

0.172

0.083

0.097

0.239*

0.148

6

1

0.125

-0.060

0.310**

-0.259**

-0.057

-0.142

0.137

-0.045

7

1

-0.049

0.017

-0.030

-0.242*

-0.204*

0.263**

-0.136

8

1

0.400**

0.188

0.241*

0.233*

0.043

0.638**

9

1

-0.025

-0.025

-0.015

0.224*

0.383**

10

1

0.381**

0.188

0.151

0.512**

11

1

0.534**

-0.003

0.732**

12

1

0.081

0.681**

13

1

0.349**

14

1

注：**在0.01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在0.05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双变量相关分析发现，父亲的学历、职业与

HOME-IT量表总得分以及每个子量表得分之间

相关不显著；母亲职业与环境的组成得分呈负向

相 关 关 系（r=- 0.210，p＜0.01），母 亲 学 历 与

HOME-IT量表总得分呈正向相关关系（r=0.234，

p＜0.01）;家庭总收入与环境的组成得分呈正相

关关系（r=0.239，p＜0.01）。

本研究将留守现象与多子化现象与家庭环

境质量进行相关分析。结果发现多子家庭与接

纳呈正相关关系（r=0.310，p＜0.05），但与环境的

组成呈负相关关系（r=-0.259，p＜0.01）。留守家

庭与学习材料和家长的参与程度得分均呈负相

关关系，但与环境的组成呈正相关关系。此外，

留守家庭分别与学习材料得分（r=-0.242，p＜

0.01）、家长的参与程度得分（r=-0.204，p＜0.01）

呈负相关关系，，并与环境的组成得分呈正相关

关系（r=0.263，p＜0.05）。

“家长情感及语言的反应”主要评估了家长

与孩子间的情感关系。双变量相关分析发现，家

庭社会经济地位、多子与留守家庭均与“家长情

感及语言的反应”子量表得分之间不具有相关

性，说明无论家庭状况如何，0-3岁婴幼儿家长对

这一低年龄段婴幼儿有着积极的情感回应。但

是，“家长情感及语言反应”子量表得分分别与

HOME-IT量表总得分（r=0.638，p＜0.05）、“接纳”

（r=0.400，p＜0.05）、“学习材料”（r=0.241，p＜

0.01）及“家长参与程度”（r=0.233，p≤0.01）呈正相

关关系。这说明与孩子之间的情感关系越密切

家长对孩子不良行为的接纳程度越高，这些家长

也愿意提供多样的学习材料以及丰富的环境刺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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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支持孩子的发展，其家庭环境质量也越高。

（三）农村地区婴幼儿家庭环境质量影响因

素的线性回归分析

为深入探讨“留守家庭”及“多子化家庭”对

婴幼儿家庭环境质量的影响，本研究在控制母亲

学历、母亲职业、家庭收入变量的前提下，采用线

性回归进一步分析了留守家庭、多子家庭对婴幼

儿家庭环境质量的影响。

“多子家庭”对家庭环境质量中“接纳”和“环

境的组成”的回归分析结果如表4所示。在控制

了母亲职业、母亲学历、家庭收入等变量的前提

下，采用线性回归分析了多子家庭对家庭环境质

量（接纳、环境的组成）的影响。结果发现母亲学

历能正向预测“接纳”的质量（β=0.291，p=0.006），

多子家庭能正向预测“接纳”的质量（β=0.333，p=
0.001）；把“多子家庭”这一变量加入回归模型后,

决定系数 R2 由原来的 0.071 变为 0.176，即

“多子家庭”这一变量对“接纳”变异量的解释增

加了10.6%。在控制了母亲职业、母亲学历、家

庭收入等变量的前提下，多子家庭对“环境的组

成”具有显著性影响,能够负向预测“环境的组

成”（β=-0.212，p=0.040），回归方程解释率增加了

4.2%（ΔR2 =0.042）。

表4 多子家庭对家庭环境质量（接纳、环境的组成）影响的回归分析结果

模型

（变量）

模型1

模型2

母亲职业

母亲学历

家庭收入

R方

母亲职业

母亲学历

家庭收入

多子家庭

R方

ΔR2

接纳

非标准化系数（B）

-0.285

0.411

-0.042

0.071

-0.259

0.452

-0.007

1.069

0.176

0.105

标准

系数（β）
-0.178

0.265

-0.081

-0.161

0.291

-0.013

0.333

t

-1.672

2.429

-0.783

-1.601

2.809

-0.132

3.375

p

0.098

0.017

0.436

0.113

0.006

0.895

0.001

环境的组成

非标准化系数（B）

-0.151

0.221

0.100

0.081

-0.166

0.197

0.079

-0.619

0.123

0.042

标准

系数（β）
-0.103

0.156

0.211

-0.113

0.139

0.167

-0.212

t

-0.975

1.440

2.039

-1.091

1.306

1.616

-2.079

p

0.332

0.153

0.044

0.278

0.195

0.110

0.040**

注：***在0.001水平上显著；**在0.01水平（双侧）上显著；*在0.05水平（双侧）上显著

表5 留守家庭对家庭环境质量（学习材料、家长参与程度、环境的变化性）影响的回归分析结果

模型

（变量）

模型1

模型2

母亲职业

母亲学历

家庭收入

R方

母亲职业

母亲学历

家庭收入

留守家庭

R方

ΔR2

学习材料

非标准化系

数（B）

-0.103

0.369

0.038

0.020

-0.040

0.363

0.026

-0.032

0.077

0.057

标准

系数

（β）
-0.036

0.133

0.041

-0.014

0.131

0.028

-0.240

t

-0.331

1.189

0.386

-0.131

1.197

0.272

-0.240

p

0.742

0.238

0.700

0.896

0.234

0.787

0.021**

家长参与程度

非标准化系数

（B）

-0.218

0.286

0.013

0.017

-0.174

0.281

0.005

-0.232

0.056

0.039

0.264

0.262

0.084

0.261

0.258

0.083

0.120

标准

系数

（β）
-0.090

0.122

0.017

-0.072

0.120

0.006

-0.199

t

-0.826

1.088

0.158

-0.666

1.087

0.059

-1.931

p

0.411

0.279

0.874

0.507

0.280

0.953

0.057

环境的变化性

非标准化

系数（B）

-0.411

0.220

0.021

0.066

-0.453

0.224

0.029

0.223

0.149

0.083

标准

系数

（β）
-0.257

0.142

0.041

0.284

0.145

0.056

0.289

t

-2.413

1.301

0.392

-2.763

1.382

0.563

2.959

p

0.018**

0.196

0.696

0.007***

0.170

0.574

0.004***

注：***在0.001水平上显著；**在0.01水平（双侧）上显著；*在0.05水平（双侧）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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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控制了母亲职业、母亲学历、家庭收入等

变量的前提下，采用线性回归分析留守家庭对家

庭环境质量（学习材料、家长参与程度、环境变化

性）的影响（见表5）。结果发现，留守家庭显著且

负向预测“学习材料”质量（β=-0.240，p=0.021），

“留守家庭”这一变量解释了“学习材料”的变异

量的5.7%。把“留守家庭”这一变量加入回归模

型后发现，母亲职业正向预测“环境变化性”的质

量（β=0.284，p=0.007），“留守家庭”能够正向预测

“环境变化性”的质量（β=0.289，p=0.004）；加入

“留守家庭”变量后，回归解释率增加了8.3%。

四、、讨论

（一）农村地区家庭环境质量在不同质量内

容上存在差异

HOME-IT量表编制的主要目的是评估家庭

成员（成人）在支持婴幼儿发展方面所提供的环

境刺激的“数量”与“质量”[13]。本研究运用

HOME-IT量表发现农村地区家庭环境提供的刺

激的“数量”与“质量”在不同质量内容上存在差

异，超过50%的家庭在HOME-IT总分以及学习材

料、家长参与程度、环境的变化性三个子量表得

分低于平均水平；而在家长情感及语言的反应、

接纳、环境的组成等三个子量表得分相对较高。

这表明我国农村家长一般能给予0-3岁婴幼儿积

极的情感支持关系，更容易接纳这一低年龄阶段

婴幼儿某些不良行为，并有机会利用社区环境资

源支持婴幼儿的安全与健康发展，但在提供适宜

的学习材料，注入新型刺激并积极主动参与婴幼

儿认知学习方面缺乏一定的技巧与能力。农村

地区普遍存在家长教育观念落后，教育方法不正

确，不能给予儿童有效的教育支持，因此学习材

料子量表得分低于平均分。而且本研究中的婴

幼儿父亲一方大多外出打工，直接影响家长参与

程度子量表的得分。同时，农村中的多子家庭中

育儿压力的增大，使父母没有更多的经济或时间

带儿童到新的环境，接触新鲜的刺激，使得环境

的变化性这一子量表得分最低。

（二）农村地区婴幼儿家庭环境质量与家庭

社会经济地位的关系

已有研究发现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家庭学

习资源更丰富，对孩子需求的敏感度更高，更积

极参与育儿活动[14]，更有目的的注入新型的刺激

参与到育儿活动中。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家庭

所提供的物质资源越贫乏，家庭矛盾更多，环境

质量越差，不利于婴幼儿身心发展[15]。本研究结

果发现，家庭收入只与子量表“环境的变化性”成

正向相关关系。这与国外学者Jenna E. Finch等

人运用HOME-IT 量表测查家庭环境对农村地区

家庭儿童社会情绪发展的研究发现不一致：家庭

经济水平越高，家庭环境质量越高，而且儿童的

行为问题越少[5]。造成这种研究结果差异的原因

可能是因为样本地区的家庭经济收入不具有差

异性，样本家庭收入均处于相同层次水平，从而

导致家庭经济收入与家庭环境质量之间没有显

著的相关。

本研究结果发现，相对于父亲而言，母亲与

婴幼儿家庭环境质量的关系更为显著。相关分

析结果显示父亲的职业、学历与婴幼儿家庭环境

质量不具有显著相关，而母亲学历与HOME-IT量

表总得分具有正向显著相关，这可能与父母在教

育子女方面本身所存在的性别差异以及母亲更

能积极参与到婴幼儿教育中有一定关系[7]。同

时，本研究发现母亲职业与“环境变化性”子量表

的得分具有负向显著相关 ，这与孩子低年龄阶段

自理能力差以及主干家庭更多的育儿矛盾所带

来的育儿压力有重要关系[16] 。在农村多为主干

家庭，父亲外出打工，几乎一半婴幼儿的抚养者

是母亲。在上述多重压力的影响下，母亲职业与

“环境变化性”子量表的得分具有负向显著相关

（三）重视“留守家庭”与“多子家庭”对婴幼

儿家庭环境质量的影响

本研究发现“多子家庭”与“接纳”子量表的

得分呈正向显著相关。这说明在多子家庭中，家

长对婴幼儿行为的接纳程度更高。这与母亲补

偿儿童的心理（因缺失父亲的陪伴）或者对待多

个孩子力求公平的心理补偿有一定关系。本研

究还发现“多子家庭”与“环境的组成”子量表的

得分具有负向显著相关。这与多子家庭的育儿

负担更重有一定关系。

回归结果也表明，“留守家庭”负向预测“学

习材料”，正向预测“环境的变化性”。我们推测，

父母双方或一方外出打工，可能导致家长教养角

色的缺失，家长运用学习材料主动支持婴幼儿发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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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可能性更低；此外，我们基于研究结果推测，

家长的外出打工也给家庭带来一定的经济补偿，

家长更有经济能力给婴幼儿发展提供新异的环

境刺激，增加环境的变化性。这种研究结果可用

国内学者认为父母外出打工所带来的“教养角色

缺失效应”和“收入效应”等理论进行解释[7]。

五、建议

（一）重视婴幼儿家庭环境建设，加快家庭教

育法制化的进程，逐步将其纳入公共服务的范畴

家庭环境建设属于家庭教育服务的范畴，我

国的家庭教育起步晚，发展慢，家庭教育政策处

于逐步完善的过程之中。家庭教育立法是促进

家庭教育发展最关键措施[17]。当前，很多发达国

家开始从家庭视角构建公共服务政策，如英国建

立以“家庭教育”为取向的学前教育服务政策，为

家庭尤其是贫困家庭提供针对性的家庭教育支

持服务；法国制定政策，实现多部门合作，支持父

母教育；美国将家庭教育纳入学校教育体系；日

本将家庭教育纳入《教育基本法》。

家庭教育事关未来，家庭教育作为社会资产

的一部分，应逐步将其纳入公共服务的范畴，制

定完整的家庭教育法律体系，明确家庭教育活动

实施机构，保障经费支持，完善监督体系，逐渐将

家庭教育提升到公共化、专业化、制度化层面[18]。

（二）依托社区，辐射家庭，提高母亲的育儿

能力

母亲是家庭环境的塑造者，是家庭教育的主

要承担者。我国农村大部分地区的母亲凭借传

统经验育儿，所提供的环境刺激不能满足儿童的

心理发展需要[19]。母亲素养对儿童的个性养成、

身心健康、公民品质的形成有重大影响，关系民

族下一代群体的素质水平[20]。本研究结果也证实

母亲与婴幼儿家庭环境质量的关系更加显著。

因此，提高母亲的育儿能力是提供家庭环境质量

的有效途径。

应当充分发挥社区的作用，从学习材料、家

长参与程度、环境的变化性等方面开展专题讲

座，采用微信、公众号、微视频等便于接受的电子

化手段推送育儿信息，并进行入户指导，解答母

亲的育儿疑惑，逐步引导母亲形成正确的育儿

观，提供适合儿童发展水平的学习材料，积极有

效的参与到儿童的互动过程中，及时注入新鲜的

环境刺激。

（三）针对“留守家庭”“多子家庭”的家庭环

境问题，提供有效的干预措施

“留守”和“多子化”是农村家庭的常态现象，

两者作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需要政府的

积极干预。留守儿童因缺乏父母陪伴在心理发

展、学业成绩、道德发展等方面都表现出众多问

题。政府应积极创造农村地区的就业机会，引导

农民返乡就业，避免父亲的外出造成母亲单方面

育儿的压力。也有研究指出很多农村家庭即使

生活条件得到改善，依然选择外出打工，“致富”

仍是农村家庭追求的终极目标。这与社会提供

不同价值取向的信息量有重大关系，如当前更多

把家庭收入作为小康社会的标志，而把家庭环境

的质量剔除在外。因此，政府应该进行信息供给

侧改革，在当前迈入小康社会的同时，多宣传家

庭教育的重要性，把家庭教育提高到全民重视的

高度[21]。同时，农村地区的二孩生育意愿高于城

市地区，育儿成本高，育儿压力大必然影响家庭

环境的建设。政府应制定相关政策，扶持多子家

庭的亲子教育，建立健全生育补偿机制，减轻育

儿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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