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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研究通过对武汉市三个年龄段家长进行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分析当今不同年龄段家长儿童观的代际差异。结果表

明，老年家长与青年、中年家长对于儿童地位、儿童权利、儿童发展与儿童需要的认识存在显著差异，相较而言，青年、中年家长

在上述四个维度的观念更趋合理。部分老年家长持有家庭中家长应处于权威地位、儿童处于服从地位的看法；与老年家长相

比，青年、中年家长更加尊重儿童，愿意与儿童平等相处。结合访谈分析发现，“家庭本位”的传统文化、经济条件的改善以及受

教育程度的增加是导致老年家长和青、中年家长儿童观存在差异的主要原因。为营造良好的儿童成长环境，家长需改变认知，

合理期许，促进儿童全面发展；老年家长应善于学习，主动走近儿童；学校、社区、新闻媒体等各行各业应共同帮助家长树立科

学的儿童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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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Intergenerational Difference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Parents’Views on Children in Wuhan

WANG Ren-mei ，CHENG Yu-ru，HUANG Yue，CAI Yu-xin，BI Jia-xin
（College of Education，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Wuhan 430079，China）

Abstract: Through questionnaire survey and in-depth interview among parents of three age groups in Wuhan，this study analyzed the
intergenerational differences in the views of parents of different age groups on children.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
ferences between elderly parents and young and middle-aged parents in their understanding of children’s status，children’s rights，
children’s development and children’s needs. Compared with elderly parents，young and middle-aged parents’views on the above
four dimensions are more reasonable. Some elderly parents hold the view that parents should be in an authoritative position and chil⁃
dren in a subordinate position in the family. Compared with elderly parents，young and middle-aged parents respect children more and
are willing to get along with children as equals. Combined with the interview，it is found that the“family-oriented”traditional culture，
the improvement of economic conditions and the increase of education level are the main reasons for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old
parents and the young and middle-aged parents in their views on children. In order to create a good environment for children’s growth，
parents need to change their cognition，raise reasonable expectations，and promote the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children; Elderly par⁃
ents should be good at learning and take the initiative to approach children; Schools，communities，news media and other all walks of
life should work together to help parents establish a scientific view of children.
Key words: intergenerational differences; views of children; par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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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儿童是祖国未来和希望，国家一直重视儿童

的健康发展，目前已经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犯罪法》以及其他保护少

年儿童的法律。家庭教育的启蒙性、伦常性和全

面性的特点［1］，对于儿童的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

作用，而家长作为家庭教育的主要实施者，对儿

童的看法直接影响其对儿童的教育方式。

目前我国对儿童观并没有权威定义，不同学

者根据自己的理解，对儿童观作出了殊途同归的

定义。刘晓东认为儿童观是人们对儿童总的看

法和基本观点［2］16。虞永平认为，儿童观是人们对

儿童的根本看法、态度，它与教育观、教师观紧密

相关［3］。王海英认为儿童观是人们对儿童的根本

看法和态度［4］。

关于儿童观所包含的具体内容，罗华认为儿

童观包括对儿童的感性认识，对儿童的评价，对

儿童身心发展的目标和内容、身心发展特点与规

律、发展途径，儿童身心发展影响因素的认识，以

及对儿童的权利和地位的看法和对儿童期的认

识等［5］。姚伟认为儿童观包括儿童的天性观、儿

童的特质与能力观、儿童发展观、儿童地位与权

益观、儿童差异观、儿童活动观等主要内容，其中

儿童的天性观是其最基本的内容［6］。不同学者都

强调儿童观包括地位观、权利观、发展观，在此基

础上，考虑到如今儿童物质生活的丰富，对儿童

的需要的关注从生理需要转变为儿童身心需要，

因此，本研究将儿童观的内涵定义为人们对儿童

的地位、需要、权利以及身心发展的认识。

目前国内有关家长儿童观的研究主要侧重

以下几个层面：我国家长儿童观的现状、存在的

问题等调查研究［7］；科学的家长儿童观的特点8］；

家长儿童观与家庭结构的关系［9］；不同时代家长

儿童观的特点［10］等。

总的来说，学者们都重视家长儿童观对家长

教育方式的影响，认为树立科学的儿童观对于现

代家长至关重要。在如今中国老龄化和老龄人

口高龄化呈现逐步加深的态势下，不同年龄段的

家长是否持有不同的儿童观？因此，本研究将儿

童观划分为儿童地位观、儿童权利观、儿童发展

观以及儿童需要观四个维度，试图深入研究老

年、中年、青年三代家长儿童观的差异。

二、研究对象与方法

（一）研究对象

为了研究比较武汉市不同年龄段家长儿童

观的差异，依据联合国2018年颁布的年段划分标

准［11］，将家长划分为青年（25~44岁）、中年（45~59

岁）、老年（60岁及以上）。

本研究采取分层随机抽样的方式，共发放问

卷250份，共回收245份，回收率为98.0%，剔除无

效问卷，最终得到有效问卷229份，其中老年家长

50份，中年家长66份，青年家长113份，有效回收

率达93.4%。青年、中年家长学历大多集中在大

学本科及以上，分别占该年龄段人数比例的

81.4%和47%，而老年家长的学历大多集中在大

学专科以下，占老年家长人数比例的74.0%。

（二）研究方法与工具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和半结构式访谈相结

合的方法。家长儿童观调查问卷共包括两个部

分：第一部分为受调查家长的人口学信息，第二

部分是对家长儿童观的测量，包括地位观、权利

观、发展观、需要观四个维度的题项。研究将通

过比较老年、中年与青年家长在四个不同维度的

得分，分析三代家长儿童观的代际差异状况与原

因。问卷第二部分除前三道题项外，采用李克特

计分方法。问卷中教育观念题目的五个选项“非

常同意”“同意”“不确定”“不同意”“非常不同意”

分别计为5分、4分、3分、2分、1分；家长基于特定

的儿童观，对儿童采用的教育方式题目的五个选

项“总是”“经常”“有时”“很少”“从不”分别计为5

分、4分、3分、2分、1分。为获得更加真实的资

料，确保受调查者认真填写，问卷中部分题目采

用否定方式进行表述，这些题目为第 8（2）（5）

（7）、9（2）（3）（4），在记分时采用反向记分。上述

各部分得分之和即为被调查家长的分数，得分越

高意味着家长观念越符合现代儿童观的发展趋

势，反之亦然。在计算时，本研究将家长在同一

领域的得分相加，除以项目数，获得各项分领域

的得分。经测算，问卷整体克隆巴赫系数（Cron-

bach）系数为0.787，说明问卷具有较好的信度。

在编制问卷过程中，研究组经五次修订修改并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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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人员开展讨论，确定最终版本，因此问卷具

有一定效度。同时，为探究不同代际家长儿童观

的差异以及差异产生的深层原因，本研究在三个

年龄组中各抽取10人，其中男女各5人，开展半

结构化访谈，了解各年龄阶段家长对待儿童的看

法以及方式。

三、老年、中年与青年家长儿童观的代际

差异

由于时代背景、成长经历与育儿经验不同，

老年、中年、青年三代家长在对待儿童的态度与

观念上呈现出一定差异，但差异的大小、具体表

现在哪些方面仍有待探寻。本研究根据问卷与

访谈调研，分析结果如下。

（一）儿童地位观

儿童地位指儿童在其成长发展过程中以及

在家庭、学校和社会中所处的位置。家长的儿

童地位观包括其对儿童在三种情境中地位的认

识、态度，以及其对于儿童期在人生中的地位的

认识，具体包括：在家庭中，儿童与父母或祖辈

之间是独立平等还是隶属管教关系；在学校中，

儿童与老师之间是人格平等友好关系，还是管

教与被管教的关系；在社会中，儿童是成人的附

属品还是独立的个体；在人生发展阶段中，儿童

期是否重要。表1为对家长儿童地位观各维度

分数的统计。
表1 不同年龄段家长对儿童地位的认识

变量

儿童的社会地位

儿童的学校地位

儿童的家庭地位

儿童期在人生中的地位

总均值

全体（N=229）

均值

4.30

3.41

3.41

4.55

3.75

标准差

0.72

1.00

0.56

0.66

0.46

青年（N=113）

均值

4.58

3.64

3.59

4.74

3.95

标准差

0.56

0.86

0.50

0.55

0.38

中年（N=66）

均值

4.17

3.35

3.30

4.42

3.64

标准差

0.74

1.03

0.58

0.72

0.43

老年（N=50）

均值

3.82

2.96

3.16

4.30

3.43

标准差

0.72

1.11

0.55

0.68

0.42

表1显示，儿童地位观得分总均值体现出随

年龄增长逐渐下降的趋势，青年与中年组高于

全体均值，老年样本分数低于样本均值。利用F

检验对数据进行进一步处理后，发现地位观总

均值在不同年龄段存在显著的组间差异（F=

32.907，P=0.000＜0.05）。再对数据进行事后多

重比较，发现青年组在地位观总均值得分与中

年组无显著差异，显著高于老年组，均差为

0.133，中年组与老年组在0.05水平上存在差异，

均差为0.075。
表2 不同年龄段家长对儿童家庭地位的认识

变量

家长家庭地位高于儿童

家长与儿童地位平等

家长家庭地位低于儿童

合计

青年

频数

15

98

0

113

占比（%）

13.3

86.7

0.0

中年

频数

15

48

3

66

占比（%）

22.7

72.7

3.2

老年

频数

17

25

8

50

占比（%）

34.0

50.0

16.0

合计

频数

47

171

11

229

占比（%）

20.5

74.7

4.8

χ2

32.268***

在“儿童的社会地位”维度中，也呈现与总均

值类似的规律：分数随年龄增长递减，方差分析

发现三组分数有显著差异（F=25.673，P=0.000＜

0.05），青年组和中年组相对更认同“儿童是独立

的个体，不是成人的附庸”这一观点。方差分析

发现，儿童家庭地位维度的得分在不同年龄段间

也存在显著的组间差异（F=25.673，P=0.000＜

0.05）。表2说明，针对如何看待家长与儿童在家

庭中的地位这一问题，大多数家长（74.7%）认同

在家庭中二者地位相等，也有较大一部分

（20.5%）选择“家长地位高于儿童”，持家长地位

低于儿童观点的人数较少（4.8%）。青年组与中

年组选择二者地位平等的比例明显大于老年

组。老年组中有34.0%的样本持家长家庭地位高

于儿童的主张，访谈中有老年组家长表示“在家

里孩子还是应该听家长的话，家长更有经验”。

不同年龄组在“儿童的学校地位”维度分数差异

不显著，访谈中出现最多的声音是儿童与教师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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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的，如果教师的教导或讲解有错误，儿童可

以指正或不服从。

儿童期在人生中的地位维度总均值、各年龄

段分数均值较高，接近“非常同意”。不同年龄层

在儿童期在人生中的地位维度分数有显著性差

异（F=10.512，P=0.000＜0.05），青年组与中年组无

显著差异，青年组、中年组显著高于老年组，均差

分别为0.443、0.124。青年、中年相较于老年更加

关注儿童期的作用，将儿童期看作个人发展的奠

基时期。

（二）儿童权利观

儿童权利是儿童根据一个社会的道德或者

法律而享有从事某些行动的自由以及受到某种

对待的资格［12］。《儿童权利公约》指出儿童享有生

存权、发展权、受保护权与参与权四项基本权

利。此外，随着人们物质生活逐渐丰富，儿童是

否应该拥有自己可支配的财产成为一个值得讨

论的问题，因此也应当考虑“财产权”。家长的儿

童权利观便指家长对于儿童这些权利的认识和

态度，如家庭在制定与儿童相关的决策时，是否

认为需要儿童参与。

表3 不同年龄段家长对儿童所具有权利的认识

变量

发展权

财产权

参与权

总平均值

全体（N=229）

均值

4.39

3.93

4.17

4.10

标准差

0.68

0.65

0.66

0.52

青年（N=113）

均值

4.63

4.14

4.34

4.31

标准差

0.59

0.58

0.53

0.45

中年（N=66）

均值

4.20

3.79

4.20

3.99

标准差

0.75

0.67

0.56

0.47

老年（N=50）

均值

4.12

3.64

3.74

3.79

标准差

0.59

0.62

0.85

0.52

表3显示，在发展权维度总均值中，不同年龄

组的家长分数存在显著组间差异（F=24.127，P=

0.000），其中青年与老年、中年与老年在0.05水平

上存在差异，均差分别为0.572，0.207。青年组、

中年组相对老年组看待儿童权利的态度更为科

学。各二级指标，包括儿童发展权（F=11.198，P=

0.000）、儿童财产权（F=11.760，P=0.000）、儿童参

与权（F=8.195，P=0.000），也体现出显著的年龄差

异。在发展权方面，大部分家长尊重儿童充分发

展其全部体能和智能的权利，尤其当儿童展现出

对某一方面发展的特殊需求时，家长会尽可能给

予满足。在参与权方面，92.1%的家长同意或非

常同意儿童参与到家庭制定与其有关的决策中，

有家长在访谈中提到，应多给孩子机会参与家庭

决策，让孩子有参与感，真正意识到自己是家庭

中的一分子。

在财产权方面，对于“您认为儿童有必要拥

有一笔自己支配的钱吗”这一问题，选择没有必

要、不确定的青年、中年、老年样本分别占其总

样本的20.7%，34.6%，34.0%。青年组相较于中

年、老年，更愿意给儿童一笔可自由支配的财

产，他们认为这样有助于提升孩子管理财产的

能力，中年、老年组则大多在访谈中对此问题持

保留态度。

（三）儿童发展观

家长的儿童发展观是指家长对待儿童发展

的观念与看法，本研究将其分为差异性、规律性、

社会性、主体性、全面性维度。差异性体现在不

同儿童发展的速度、程度有差异，考虑到性别会

在较大程度上影响家长对儿童成长的态度以及

教育方式，研究主要将发展差异性规定在性别差

异上。规律性则考量到儿童的身心发展有其内

在自然规律［13］，自然发展的过程在某些成人看来

是缓慢低效的，蒙台梭利认为“最大效益法则”诱

使成人用最直接的手段，在尽可能少的时间内达

到他的目的［14］，但事实上这个缓慢的过程中给予

了幼儿超越其发展阶段以外的知识，家长应正确

地看待儿童的发展过程，拒绝急躁冒进。社会性

指社会环境对儿童发展的影响。主体性要求家

长将儿童视为发展的主体。全面性指家长应看

到儿童的发展是完整的、全面的，不应将发展割

裂开来。

表4表明，儿童的发展观维度，全体家长的观点

接近“同意”。不同年龄组分数在发展观总均值（F=

8.417，P=0.000）、发展主体性（F=7.229，P=0.001）、发

展社会性（F=13.464，P=0.000）三个指标中呈现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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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儿童发展的差异性、全面性分数差异不显著。

事后多重比较发现，发展观维度均值在中年组与青

年组、老年组均没有显著差异，青年与老年在0.001

水平上存在显著差异，均差为0.280。
表4 不同年龄段家长对儿童发展的认识

变量

主体性

差异性

社会性

全面性

总平均值

全体（N=229）

均值

3.86

3.79

4.45

2.60

3.68

标准差

0.75

0.75

0.64

1.05

0.43

青年（N=113）

均值

4.03

3.88

4.66

2.58

3.79

标准差

0.73

0.68

0.47

1.08

0.41

中年（N=66）

均值

3.82

3.74

4.27

2.67

3.63

标准差

0.63

0.79

0.76

1.01

0.41

老年（N=50）

均值

3.56

3.68

4.22

2.56

3.51

标准差

0.86

0.84

0.65

1.03

0.46

在主体性维度，事后多重分析结果显示，青

年与老年在0.05水平上存在显著差异，均差为

0.467。老年家长在访谈中表示，孩子年纪小，不

能完全任由孩子自己发展，需要成年人督促。一

位青年家长则说虽然大人在孩子成长中可以予

以帮助，但是发展的主体一定是孩子自己。还有

部分家长认为，不能一概而论，儿童在年幼时需

要成人的督促，当其自制力、自我规划能力发展

成熟后，成人减少督促，儿童逐渐完全掌握发展

的主动权。

在差异性方面，方差分析结果显示，不同年

龄段家长对“无性别教育”的态度在0.05水平上

存在显著差异。在所调查的老年家长中，84.0%

老年家长认同这一观点，认为男孩、女孩都可以

依据自己的兴趣选择玩具。此外分别有71.2%中

年家长、63.7%青年家长认同“无性别教育”。由

此可知，三个年龄段的家长中，老年家长最赞同

“无性别”教育，中年家长赞同占比最少。

在全面性方面，对于问题“儿童的智力发展是

最重要的”，经反向计分后总体均值为2.60，大多

数家长赞同“智力发展是最重要的”这一观点。方

差分析结果显示，三代家长的观点没有显著差

异。三代家长对于孩子的全面性发展均不够重

视，认为儿童发展应以智力发展为主。在访谈中，

被问及“是否会满足孩子想要画画的要求”时，一

位72岁的老年家长表示看孩子的学习成绩，如果

孩子的成绩优异，就会让他去学画画。如果成绩

不好，就不会让他去学，要以文化成绩为主。

（四）儿童需要观

马斯洛将人的基本需要分为五个层次：生理

需要、安全需要、归属和爱的需要、自尊的需要和

自我实现需要［15］。武汉市的经济水平较为发达，

对于一般经济水平的家庭而言，儿童的生理需要

以及安全需要可以得到保障。因此，本研究在儿

童需要方面主要调查了归属与爱的需要、尊重的

需要以及自我实现的需要，如家长与儿童进行亲

子活动和交流的频率，家长在为儿童购置物品时

是否会考虑儿童的意愿。
表5 不同年龄段家长对儿童需要的认识

变量

归属与爱的需要

尊重的需要

自我实现的需要

总平均值

全体（N=229）

均值

4.08

4.23

4.35

4.15

标准差

0.63

0.55

0.71

0.51

青年（N=113）

均值

4.38

4.31

4.50

4.39

标准差

0.43

0.52

0.70

0.38

中年（N=66）

均值

3.97

4.17

4.24

4.05

标准差

0.47

0.54

0.75

0.39

老年（N=50）

均值

3.55

4.14

4.18

3.75

标准差

0.78

0.61

0.63

0.62

由表5显示，在p=0.05显著水平上，需要观总

均值（F=37.898，P=0.000）、归属与爱的需要（F=

43.847，P=0.000）、自我实现的需要（F=4.737，P=

0.010）分数在不同年龄段间有显著组间差异。经

事后多重比较，需要观总均值青年组与中年组无

显著差异，青年组与老年组在0.001水平上存在

差异，均差为0.638，中年组与老年组在0.05水平

上存在显著差异，均差为0.300。

其中，在归属与爱的需要维度，经过事后多

重比较发现，在0.001水平上，青年组与中年组存

在显著差异，均差为0.407，青年组与老年组存在

显著差异，均差为0.836。中年组与老年组在0.01

水平上存在显著差异，均差为0.428。访谈中一些

老年人表示，自己年轻时常常要外出务农，与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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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的互动比较少，自己也不善于与孩子沟通，疏

忽了儿童的情感需要。

在自我实现的需要维度，经过事后多重比较

发现，中年与青年、老年没有显著差异，青年与老

年在0.05水平上存在显著差异，均差为0.316。老

年家长与青中年家长在当孩子想要完成自己暂

时办不好的事情时，态度存在差异。老年家长认

为孩子穿不好衣服时，家长应该给予帮助，而青

中年家长则认为可以给予孩子试错的机会，不断

在探索尝试中进步。

综上所述，三代家长在儿童地位观、儿童权

利观、儿童发展观、儿童需要观四个维度分数基

本上呈现随年龄增加而递减的趋势。在统计学

意义上，青年组与中年组一般无显著差异，青年

组与中年组、中年组与老年组之间多呈现显著差

异，老年组整体分数偏低。总体而言，相较于老

年家长，青、中年家长更加重视和支持孩子，其儿

童观呈现出更加理性、平等的特点，老年群体儿

童观偏于保守。然而，在部分题项中，老年家长

也具备更为人性化的观点：老年组赞成“无性别

教育”的样本量在群体中最多，认为男孩女孩都

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玩具，不必拘泥于性

别。此外，不同代际的家长在一些问题上有也共

同点，例如认为儿童在学校中与教师处于平等地

位，均最看重智力发展，容易忽视发展的整体性。

四、家长儿童观代际差异的影响因素分析

（一）“家庭本位”的传统文化影响家长对儿

童人格是否独立的态度

不同年龄段家长的儿童观受到传统文化的

影响，呈现出“家庭本位”的特点。在儿童社会地

位选项中，青年、中年和老年组家长均值分别为

4.58，4.17，3.82，呈现出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递减

的趋势且老年组更不认同“儿童是独立的个体，

而不是成年人的附庸”这一观点；在家庭地位方

面，仅16.76%的中青年家长认为家长家庭地位高

于幼儿而老年组持此观点的家长比例达34%。由

此说明，中青年家长更加尊重儿童，希望儿童具

有独立的人格，愿意孩子参与家庭事务的决策，

而老年组则更倾向于加强家长在家庭中的权威

地位，否认孩子的参与权并更希望将自己的愿望

强加给孩子。一直以来，受中国传统观念的影

响，大多数的老年家长信奉着“家庭本位”的取

向，即家庭利益高于一切的价值观和文化心理状

态，把家庭看作与自己休戚相关的利益共同

体［7］。在这种取向中，家庭的利益高于一切，出于

对集体利益的保护，家长则作为这个集体中的领

导者，具有最高的权力地位。其积极一面是可以

提高父母保护、教育子女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但

这种价值取向及其衍生物（家庭本位的儿童观）

又与儿童教育、儿童权利保护的基本精神是不一

致的甚至是相对立的［7］。联合国所颁布的《儿童

权利公约》规定：缔约国应确保有主见能力的儿

童有权对影响到其本人的一切事项自由发表自

己的意见，对儿童的意见应按照其年龄和成熟程

度给以适当的看待。这就意味着儿童有权利参

与家庭事务的商定，而受“家庭本位”的影响，老

年普遍认为儿童是家庭的附庸非独立个体，其参

与权被大大削弱，这就导致儿童的家庭地位不

高，难以形成独立的人格。

（二）经济条件的改善促进家长儿童观向“支

持儿童”态度的转变

不同时代具有不同的社会背景，不同年龄段

的家长生活于不同的年代，经济条件的不同导致

其儿童观呈现出年龄差异，集中体现在儿童的权

利观上。家庭的经济条件成为影响儿童发展权

和财产权的重要因素。青年组、中年、老年组家

长对儿童财产权所持观点具有显著性的差异（F=

11.760，P=0.000），三者的均值分别为4.14，3.79，

3.64。老年组家长在访谈中提到，如果家庭经济

条件较为困难则不会给儿童零用钱，若有额外的

钱则愿意给儿童一部分，也有老年人担心儿童乱

花钱而不愿意给零用钱。青年组家长则倾向认

为给儿童一小笔钱有助于让其尝试自己把握支

出，提升其管理财产的能力。现阶段，家庭中的

老年组家长大多出生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接触

到的社会文化资源有限，其所面临的问题更多是

生存的问题，他们的儿童观多停留在如何解决孩

子的温饱等问题，忽略了幼儿发展的主体性。相

比于老年组，中青年组家长则会为孩子提供更自

主的发展空间。随着七八十年代的改革开放、高

考恢复，人民生活水平和经济条件有很大提升，

中青年家长对于儿童观念的追求已经从温饱转

移至儿童的素养，越来越重视孩子的自主教育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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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因此在儿童财产权和发展主体性方面他们

呈现出更为开明的态度。

（三）受教育程度的增加使得家长儿童观趋

向开放民主

随着我国基础教育的普及，国民受教育程度

呈逐年提升趋势。在本次研究调查中，中、青年

家长受教育水平在大学本科及以上的分别占

81.4%和47.0%，而老年家长中，受教育水平在大

学本科及以上的仅26.0%，中青年家长受教育水

平整体上高于老年家长，其所导致的差异集中体

现在社会性发展观。例如，所得的调查数据中，

中青年家长和老年家长对待“无性别教育”的态

度呈现出差异，其中84.0%的老年家长认同“无性

别教育”，中年家长和青年家长的认同率分别为

71.2%和63.7%。在访谈中，老年家长表示，赞同

“无性别教育”的原因是认为儿童喜欢什么玩具

就玩什么玩具，成年人不必强加喜好。中青年家

长中有28.79%家长反对无性别教育，认为男孩与

女孩具有不同的天性，不应当抹去人类的差异

性，并且儿童期性别意识的模糊容易对孩子性取

向、性别观的发展产生不利影响。中青年家长和

老年家长对待“无性别教育”的态度差异很大程

度上受到了受教育水平的影响。中青年家长接

受更多的教育，明白教育对于人发展产生的影响

的长远性，老年家长认为模糊性别意识，有利于

孩子平等地选择玩具、发展爱好，部分中青年家

长则认为这种做法在短时间内是尊重孩子的兴

趣爱好的体现，但是对于孩子未来性取向、性别

特征的发展是不利的。

五、促进武汉家长树立科学儿童观的建议

（一）家长主动学习促进固有儿童观的革新

儿童的发展应该具有全面性，但是武汉三代

家长在对儿童发展全面性的看法上没有明显差

异，一致认为儿童的发展应当以智力发展为主，

这样的观念并不是新时代提倡的科学的儿童

观。对于大多数儿童来说，教育要为儿童的德智

体美劳全面发展打下基础，如果只注重儿童智力

培养，却忽视儿童其他维度能力的基本训练与培

养，最终结果必然是得不偿失的。若要改善这一

现状，首先，家长需要改变固有认知，需要家长认

识到，孩子的发展应该是各个领域的全面发展，

只有做到对孩子成长成人过程中各个领域的发

展都予以照顾，孩子才能具备足够的能力来应对

当今激烈的社会竞争。其次，需要家长放平心

态。对孩子合理期许，许多家长持有以智力发展

为主的儿童发展观念与当下“应试教育”在中小

学中依旧普遍存在有关。改变教育状况对个体

而言并不现实，但家长应意识到，过高的期待和

家长在教育孩子过程中急功近利的心态都会使

孩子产生较大的心理压力，甚至会使孩子生出逆

反心理，对孩子的身心发展极为不利。更新观念

能在一定程度上使家长端正自己的教育心态，对

孩子合理要求和期许。

老年家长群体与中青年家长群体虽然对于

“儿童发展全面性”这一问题的看法保持一致，但

是对于儿童观其他方面的看法却依旧存在较大

差异，而这一系列差异产生的原因与老年家长相

较于中青年家长受教育程度相对较低，以及老年

家长年轻时所处的社会经济与文化环境与当代

中青年人有较大不同有关。对比两个群体观念

差异的具体内容，研究者发现老年家长的儿童观

较之中青年家长，缺少一定的科学性，部分观点

并不适合新时代的教育需求。为了改变这一现

状，首先，需要老年家长对此提高重视，真正理解

树立科学儿童观的意义与价值，并勇于改变自己

陈旧的观念。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不但需要新闻

媒体、社区等各种社会力量开展一些老年人也可

以接受的关于“什么是科学的儿童观”“如何树立

科学的儿童观”等问题的解读与宣传，而且也需

要中青年家长群体自觉采取有效的方法，通过多

样化的方式用自身更加科学的儿童观影响老年

家长，以帮助老年家长发现自身儿童观的不足，

并鼓励其改变。

当老年家长充分认识到树立科学儿童观的

重要性后，掌握树立科学儿童观的方法也是十分

必要的。适合老年家长的学习方式多种多样，老

年家长既可以自己主动通过报纸书籍或者电视

节目学习，也可以直接主动地向儿童请教，如此

既增加了交流的机会，又加深了彼此之间的了

解。值得注意的是，老年家长和儿童互动方式不

应该仅仅局限于言语上的交流，还应加入肢体语

言的交流［7］，如此不但使儿童在交流之时更容易

敞开心扉，为老年家长更加了解儿童打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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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可以使儿童在一个良好的交流环境中感受

到爱与尊重，从而获得满足。

（二）家校合作促进家长科学儿童观的形成

学校是开展家长培训活动的主渠道，通过定

期召开家长培训讲座，加强教师和家长之间的沟

通等方式以实现有效的家园共育是促进家长科学

儿童观形成的重要途径，但目前中小学、幼儿园由

于自身资源的局限，所开展的家庭教育讲座对外

部资源（校外专家）的依赖性过强。学校往往重视

邀请专家教授，所讲主题自然由专家教授们任意

指定，导致整个家长学校的教育内容过于随意，缺

乏系统性、计划性和自主性，这显然不利于家长形

成科学系统的儿童观［17］。基于此，学校应当鼓励

教师通过多样化的方式，如定期召开家长会、组织

有趣实用的亲子活动、加强教师与家长的线上交

流等方式，巩固家校合作，以教师自身正确的儿童

观影响家长，在潜移默化中促进家长树立科学的

儿童观，以达到促进儿童健康成长的目的。

（三）新闻媒体增加新时代儿童形象的正面

报道

在新媒介层出不穷、新旧媒介共生共存的今

天，与其苛责媒介力量所导致童年的消逝倒不如

从媒介自身出发，找寻协调媒介与儿童发展关系

的途径［7］。对于中年和青年家长，当下流行的一

些以儿童为主角的真人秀节目以及在大众社交

平台上关于正面儿童形象的报道，也都可以帮助

家长更好地了解新时代儿童。此外，研究发现老

年家长对于传统的大众传媒的接受程度和收看

频率更高，基于此，电视、报纸、图书等传统媒体

也应当以更加新颖的方式向中老年家长传递正

确的儿童概念、普及实用的育儿知识。

（四）社区发力为家长普及科学的儿童教育

理念

社区作为儿童和家庭最为密切的外部环境，

不仅是影响儿童发展的重要中介系统，也是缓解

家庭教育困难的重要支持系统。一系列国际研究

发现，社区支持显著影响家庭教育与儿童发展，以

社区为基础并由社区参与的家庭支持服务更容易

被家庭获得，且效果更好［18］。基于此，社区在完成

对于家庭的各项支持服务之外，也可以根据社区

实际能力，向社区内的不同年龄段的家长普及新

时代的科学的儿童观，而普及的方法也趋于多样

化，社区可以根据家长的具体需要定期召开家庭

教育培训讲座，号召所居社区各个年龄段的家长

尽可能参与学习，此外，社区也应当合理利用社区

宣传栏，在社区宣传栏中定期更新一些幽默实用

的儿童教育知识，供家长阅读学习，以达到潜移默

化帮助家长树立科学的儿童观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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