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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孝亲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造就

了中国家庭的超强稳定性和巨大凝聚力，为中华文

明几千年绵延不绝提供了保证。大学生作为祖国

的未来，其孝亲观念的培养不仅关系到其自身的健

康成长，对其思想道德素质的提高有很大的作用，

同时也关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传统文

明的传承以及民族精神的弘扬。因此，在当前高校

德育建设中加强高校孝亲教育，进一步丰富孝亲教

育的内涵就显得尤为重要。

一 大学生孝亲观念现状调查分析
为了了解大学生孝亲观念现状，了解家庭美德

教育的效果，探索高校孝亲教育的有效性。2009年

11月，我对在校大学生的孝亲态度问题做了专门的

问卷调查。本次问卷调查共发放问卷200份，回收

有效问卷200份，采取了随机发放的方式，因而问卷

调查对象分布比较均衡，结论比较合理。通过调查

分析发现，当前大学生的孝亲观念现状主要体现在

以下几个方面：

（1）尊重父母的观念是当前大学生孝亲观念的

重要组成部分。“孝亲”不等于顺从父母，但首先必

须要尊重父母。孝的首要表现就是对父母的关心、

教诲要耐心倾听，不粗暴拒绝，或者置之不理；要尊

重父母，不与父母吵架，更不能与父母在矛盾冲突

中动手。通过调查发现，在“长辈关心你的生活但

有些唠叨”这个问题上，70.5%的学生表示会耐心听

他们说的话，97%不会粗暴拒绝；在“16岁以后，你跟

父母吵架么”这个问题上，98%的学生表示不会经常

吵架，34.5%的学生表示从来没有过；在大学生最不

赞成的孝顺行为中，不尊重父母排名第三位。可

见，当前大学生绝大部分都非常尊重父母，在尊重

父母的孝亲观念做的很好。

（2）大学生关爱父母的孝亲观念相对较好。“羊

有跪乳之恩，鸦有反哺之义”。子女一点一滴的成

长都离不开父母的帮助，作为已是成年人的大学

生，理应学会关爱父母，关心父母的身体和心理，时

常问候父母，保持与父母的沟通和交流，倾听父母

的心声。调查发现，当前大学生对父母的健康状况

表示了解的占了82.5%，不理解和完全不知道的占

了17.5%；在“多长时间给父母打一次电话”这个问

题上，只有9%的学生表示“没事就不打”，表示“每

两三天”、“每隔一周”、“每隔一个月”的分别占

33.7%、45.7%、11.6%；在“父母心情不好时，您会怎

么办”这个问题上，36.9%的学生表示会想办法让父

母高兴，46.5%的学生表示会分析原因，然后找他们

谈心，只有5.6%的学生表示会不管不问；在大学生

认为的主要孝亲观念中，“与父母谈心，理解体谅父

母，了解父母的需要”排名第三位。可以说，当前绝

大部分学生在关爱父母的孝亲观念上做的很不错，

但也存在一部分错误的关爱父母的孝亲观念。

（3）当前大学生更强调与父母之间的平等对

话。在当前社会，平等已成为一个基本观念，人们

要求权利与义务之间的统一，父母与子女之间各有

自身的独立的人格。传统孝亲观念中的“绝对服

从”、“包办婚姻”以及“生男孩延续香火”等已不再

适合当前社会的现状。因此，建立平等观念是理解

现代孝亲观念的基础。通过调查发现，在供养父母

的途径方面，93%的大学生反对与父母同住，主张建

立自己的小家庭，认为与父母同住不代表孝顺父

母，也并不是孝顺父母的必须行为；在“当你认为父

母意见不对时，你会怎么做”这个问题上，74.5%的

学生表示“会努力使父母接受自己的观点”。可见，

在当前孝亲观念中，只有主张代际之间的平等公

正，相互尊重人格和自由，才能真正实现孝亲观念

的传承，真正实现家庭和谐。

（4）呼吁高校深化丰富孝亲教育。大学生作为

祖国的未来，孝亲观念的培养不仅关系到其自身的

健康成长，对其思想道德素质的提高也有很大的作

用，同时孝亲教育的开展也关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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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进程中民族精神的弘扬以及和谐社会的建

设。因此，在当前高校德育建设中进一步丰富孝亲

教育的内涵就显得尤为重要。通过调查发现，

96.5%的学生表示当前社会对孝亲观念的宣传方面

做的一般或者不好；68.5%的学生表示当前大学生

孝亲观念有点淡薄，84%的学生呼吁高校深化丰富

高校孝亲教育，以增强大学生的孝亲意识，培养大

学生的孝亲观念。

从该调查的结论中我们不难看出，当前大学生

的孝老爱亲的现状普遍是比较好的，高校孝亲教育

还是卓有成效。但我们也发现，还有一小部分大学

生的孝亲观念还是存在一定的问题。同时，大学生

普遍表示目前高校以及社会在孝亲观念的宣传方

面做得还很不到位，呼吁高校进一步深化丰富高校

孝亲教育，以期改变部分学生的错误孝亲观念，继

续强化和丰富大学生正确的孝亲观念，以实现大学

生孝亲观念的普遍优越，实现高校孝亲教育的当代

价值。

二 高校孝亲教育的现代价值
在高校教育体系之中深化丰富孝亲教育，这不

仅仅是理论问题，还是一个刻不容缓的现实要求。

我国当今正处于社会转型期，老龄化现象严重，社

会保障制度还不完善，养老方式仍然要以家庭养老

为主。因此，在高校中丰富孝亲教育是当前社会的

时代诉求，有利于大学生孝亲观念的增强，对构建

和谐社会以及稳定整个社会的秩序都具有积极意

义。同时，在高校中深化孝亲教育，有利于高校德

育工作的进一步开展，对培养德、智、体均衡发展的

新一代大学生有着重要作用。

（一）孝亲教育有利于树立大学生的和谐观念

首先，高校深化丰富孝亲教育，大学生会更加

关爱父母，体贴父母的难处，有利于和谐家庭的建

设；其次，深化丰富孝亲教育，发扬孝亲观念中的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博爱精

神，将对父母的敬爱，对兄长的尊重之情推广到其

他人，有利于构建和谐人际关系；最后，深化丰富孝

亲教育，有利于培养大学生炎黄子孙的意识，进而

有利于大学生爱国主义的培养，有利于和谐社会的

建设。不可否认，大学生只有爱自己的父母，才会

去爱他人，爱集体，才会去爱一个国家。试想一下，

如果一个人连和养育自己的父母都没有深厚的感

情，又怎么生出高尚的爱国之情呢？因此，深化丰

富高校孝亲教育，只有从家庭亲情开始，培养其孝

敬父母、关爱亲人的意识，这样才会将爱逐步升华、

拓展，才会去爱自己的国家，进而才有利于和谐社

会的构建。因此，在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高校必

须深化丰富孝亲教育，进一步培养大学生的孝亲意

识，增强大学生的孝亲观念。只有孝敬父母，才能

家庭和谐；只有家庭和谐，才能社会和谐；只有社会

和谐，才能保证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顺利完成。

（二）孝亲教育有利于培养大学生珍爱生命的意识

当代大学生一直生活在“温室”之中，在家娇生

惯养，缺乏挫折磨练，普遍存在情感脆弱、心理承受

能力差等问题，许多大学生在遇到一点点挫折就采

取上吊、割腕等极端手段终结自己的生命，珍爱生

命意识极为淡薄。深化丰富高校孝亲教育，增强大

学生“安亲”意识，使其更加注重“全体”、“贵生”，让

其明白“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

这样他们就会增强自己的责任意识，更加珍爱自己

的生命，不让父母担惊受怕。

（三）孝亲教育有利于培养大学生的感恩意识

《增广贤文》中说“羊有跪乳之恩，鸦有反哺之

义”。小羊为了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当父母年老

体弱行动不便时，小羊跪下来用乳汁喂养父母；小

乌鸦为了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当父母年老不能外

出捕食时，就将食物口对口地喂养年老的父母。滴

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不仅是人类的美德，而且动物

界也奉行。高校深化丰富孝亲教育，让大学生明白

父母为自己的成长倾注了全部的心血，激发大学生

子女报答、孝敬父母之情，从而引导大学生给父母

写一封信，或者是给身在异地的父母打一个温馨的

电话，让他们懂得体贴父母的养育之恩。这样，他

们就会慢慢学会体会其他人的“恩情”，懂得体贴老

师的教育之恩，懂得感激社会的关爱之情，有利于

培养和增强他们的感恩意识。

（四）孝亲教育有利于培养大学生的义务观念和责

任能力

现代化进程使大学生的个体价值得到尊重，再

加上西方个人主义的冲击，大学生越来越注重个人

价值的追求，过分强调自己的权利和利益，缺少了义

务观念和责任能力。高校深化丰富孝亲教育，有利

于大学生“养亲”、“敬亲”意识的增强，使他们明白自

己不只是为自己而生存，身后还有为他们奋斗终身

的父母，他们有义务，更有责任让他们的父母安度晚

年。有了这种责任意识，他们就会努力学习，勤奋工

作，积极参与社会生活，努力实现自身价值。

三 高校孝亲教育实践探索
当前，高校孝亲教育的内容还不够丰富，效果

还不够有效，孝亲观念的宣传也不够到位。如何有

效地深化丰富高校孝亲教育，如何使孝亲内容真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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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入大学生的内在意识之中，真正使孝亲教育的开

展落到实处，是摆在眼前的一大难题。通过对当前

高校《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中孝亲教育的

内容以及实际教学研究发现，我认为首先要做好以

下三个方面：

（一）教育内容的具体化

要想有效地深化丰富高校孝亲教育，首要内容

就是要使教育内容具体化。只有明确了教育内容，

教师开展教学工作才更加有目标，学生学习孝亲内

容才更加有方向，教学成果评估也才会更加明确具

体，整个高校孝亲教育也才能真正落到实处。孝亲

教育内容的具体化主要包括以下几个具体教育：

（1）感恩教育。家长和老师都是学生直接感恩

的对象。对父母，养育之恩理当终身回报；对老师，

培育之恩也应终身感激，“一日为师，终身为父”。

体现在大学生的日常行为之中就必须做到：生活

上，遵纪守法，不让父母担心，时常打电话回家关心

问候父母，向父母报平安；学习上，积极进取，刻苦

努力，为父母赢得荣誉；行为上，主动向老师问好，

主动给老人让座，体现好的精神面貌。

（2）尊敬教育。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

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这就要求

我们孝顺父母的同时必须要尊敬父母。而在建设

和谐社会的今天，我们也必须做到尊敬老师，尊敬

长辈，尊敬和热爱为社会尽职尽责的普通劳动者。

（3）责任教育。高校孝亲教育一个重要的作用

就是培养大学生的责任意识，因此，必须把责任教

育纳入高校孝亲教育内容之中。对大学生开展责

任教育，让其明白自身所肩负的责任，让其明白自

身承担的不只是完成大学学业这一基本责任，还必

须要尽其所能，减轻父母的经济负担和精神负担，

同时还必须让其明白自己还肩负着光耀家庭的重

任，使其成为承担整个家庭的经济和精神支柱。只

有这样，他们才会更加用心的学习，才会更加积极

追求进取。

（4）生命教育。把生命教育融入高校孝亲教育

内容之中，让其明白“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

伤，孝之始也”，有利于增强大学生“安亲”意识，使

其更加注重“全体”、“贵生”，更加珍爱自己的生

命。尤其在当前高校自杀、他杀等暴力事件频繁发

生的情况下，把生命教育融入高校孝亲教育内容之

中，深化丰富高校孝亲教育就显得尤为重要。

（二）教育方法的实践化

实践出真知，实践是人的思想形成发展的源

泉，是人的思想发展的动力，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

准。人们思想的形成、发展、检验，都离不开社会实

践，都是由社会实践决定的。因此，高校孝亲教育

要融入到大学生的思想意识之中，最有效的途径就

是让大学生参与实践，在实践的过程中取得“真

知”，将孝亲观念融入自己的思想意志之中。主要

可以通过以下四种方式进行开展：开展以孝亲为主

题的征文活动，或者演讲比赛，让学生各抒己见、畅

所欲谈，在研讨中增强对孝亲观念的切身感悟；开

展献爱心活动，组织学生定期上门慰问养老院老

人，为退休老教职工提供上门服务，向其传递温情；

布置日常课堂作业，要求大学生常说孝敬的话，勤

做孝敬的事，读写孝亲文章，收集整理孝亲名言、诗

词、有关孝亲的故事等；开展评选先进典型活动，在

全校师生中树立孝亲先进典型，营造“尽孝为荣”的

校园氛围，使大学生们从日常的“孝敬父母，尊敬师

长”、“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等

方面做起，养成日常行孝的意识。

（三）教育载体的丰富化

载体是高校孝亲教育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

分之一，教育目标的实现，教育任务的完成，教育内

容的实施，教育方法的运用，教育主体和教育客体

之间的互动等，都离不开一定的载体。因此，充分

利用高校孝亲教育的各种载体，丰富高校孝亲教育

的载体种类，是增强高校孝亲教育有效性的一个重

要方面。主要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充分利用

高校课堂，开设孝亲课程，编写孝亲专题教材，以课

程设置的形式对全校学生进行孝亲教育；充分利用

网络载体，创建孝亲教育网站，以孝亲为主题开展

宣传教育活动，并尝试开发网络游戏资源，以游戏

的方式进行孝亲教育；充分利用校园传媒资源，以

校园广播、黑板报以及宣传栏等媒介开展孝亲宣传

教育，营造学习孝亲观念的良好氛围；充分利用专

题讲座和先进事迹报告会等形式进行孝亲宣传，倡

导“比孝心、讲孝道、树孝德”的良好风尚。

四 结语
孝亲文化作为中华民族普遍认同的传统，晚辈

尊敬老人，子女孝敬父母，爱护、照顾、赡养老人，使

老人颐养天年，享受天伦之乐，这种精神无论过去、

现在还是将来，都具有普遍的社会意义和存在价

值。大学生是祖国的未来，在高校深化丰富孝亲教

育，将孝亲观念融于大学生思想意识之中，对于大

学生自身思想人格的形成，对于大学生自身的成长

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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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ilial piety is always regarded as Chinese national fine tradition. To learn current students’concept
of filial piety，and to further enrich the connotation of filial education in university moral education system are
significant in influencing students’moral，intellectual and physical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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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engthen Skill Education and Promote Employment of College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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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chuan 637009；2. Art College，China West Normal University，Nanchong，Sichuan 637009）

Abstract: Since the higher education enrollment expansion in 1999，it has already progressed 10 years. With
the expansion，the number of university graduates has become larger and larger，and employment problems have
become serious. To solve this problem，I believe that，if higher education（non-higher-vocational education）
implements skill education，students will be more successful in employment. To put skill education into practice，it
requires a variety of supporting measures and syst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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