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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家长 的教育观念对儿童的成长具有深远的影响
。

本研究从儿童观
、

教育观
、

成才观三个方 面对甘肃省某农村地

区学前儿童家长 的教育观念进行了调查与分析
。

结果显示
,

农村学前儿童家长的教育观念在逐渐向科学和正确 的方向转变
。

但是仍有一部分农村家长 的教育观念相对落后
,

存在不科学的认识
,

有待于进一步转变和提升
。

对此
,

社会和政府要完善外部

支持系统
,

托幼机构应加强对农村家长的教育和引导
,

家长 自身也应主动学习提升 自身素质
。

通过多方共同努力
,

使农村学前

儿童家长树立科学的教育观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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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问题的提出 怎么看待儿童
,

如何认识儿童
。

家长的儿童观影响

父母是儿童的第一任老师
,

家庭是儿童的第一 着家庭教育的理念
、

方式和实践行为
,

有什么样的

个教育场所
,

儿童最初的生活经验
、

社会道德评价 儿童观
,

就会有什么样的儿童教育立场与儿童教育

和行为习惯主要通过家庭获得
。

而家长的教育观 实践
。

本研究从家长对儿童的独立性
、

发展性和

念对儿童的成长意义深远
。

所谓家长教育观念
,

是 独特性等三个方面的认识
,

对农村学前儿童家长的

指父母在抚养子女过程中所持有的有关儿童发展
、

儿童观进行了调查
。

对儿童发展的期望及对儿童教育的看法和认识
。

对学前儿童独立性的认识

它可以作为行为发生的心理源泉
,

以教养方式为中 科学的儿童观意味着儿童既不是缩小了的成

介
,

影响儿童的发展
,

或通过环境设置来构成特定 人
,

也不是无知无能
,

更不是一块白板
,

而是一个具

的家庭生活环境
,

形成特定的期望氛围
,

直接或间 有巨大发展潜能的独立的个体
。

调查中关于家长

接地塑造出不同发展特征的儿童
。

对
“

即使孩子年龄小
,

有事也应该听取孩子的意见
,

随着学前儿童教育事业的发展
,

人们开始广泛 不可以一切听从父母
”

的观点是否认同的调查统计

关注家长教育观念对学前儿童发展的影响
。

而家 结果显示
,

的家长选择同意该观点
,

长教育观念存在地域差异
,

尤其是城市和农村家长 的家长选择了
“

不同意
”

或
“

说不清楚
” 。

另外
,

在问

的教育观念差别明显
。

本研究主要对农村学前儿 及
“

孩子在家中的地位和权利
”

的问题时
,

的

童家长教育观念进行调查与分析
。

家长选择
“

在家中会适当听取孩子的意见
,

满足其

二
、

调查过程与方法 合理要求
” ,

的家长选择
“

在家中一切需要都应

本研究以甘肃省会宁县部分乡镇的学前儿童 满足孩子
” ,

有 的家长则选择了
“

在家中孩子

家长为调查对象
,

自编 《农村学前儿童家长教育观 应一切听从家长安排
” 。

以上调查结果说明当前农

念调查问卷 》
,

并结合访谈法
,

从家长的儿童观
、

教 村学前儿童家长对儿童独立性的认识总体上是科

育观
、

成才观三个维度展开调查
,

以了解当前农村 学的
,

能够认识到孩子是独立的个体
,

而非成人的

学前儿童家长教育观念的现状
。

调查过程中
,

共发 附属物
,

这是尊重孩子使孩子获得相应权益的前提

放问卷 份
,

回收有效问卷 份
,

回收率为 和基础
。

但是仍有一部分家长不认同孩子的独立
。

问卷数据使用 统计软件进行处 性
,

倾向于由家长来安排和决定孩子的一切活动
,

理
。

通过对调查资料进行整理
、

统计与分析
,

对当 这种观念是不正确的
。

前农村学前儿童家长教育观念有了相对全面和深 对学前儿童发展的认识

人的了解
。

儿童的发展是在遗传特质的基础上 由内部和

三
、

调查结果与分析 外部因素相互作用而发生的儿童主动变化
、

主动成

一 农村学前儿童家长 的儿童观 长的过程
。

它遵循一定的共同规律
,

同时又具有个

儿童观是指人们对儿童的看法和态度
,

即我们 体性特征
·

成人对儿童发展的不同认识
,

影响着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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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过程中对儿童主动性的认识程度
。

调查中
,

关于
“

现在聪明的孩子将来不一定聪明
”

的观点
,

的

家长选择
“

同意
” ,

另有 的家长选择
“

不同意
”

或
“

不知道
” 。

这说明大部分家长认同儿童的发展不

仅受遗传因素影响
,

还受到后天环境和教育等外部

因素的影响
。

而关于
“

教育儿童的 目的在于什么
”

的问题
,

的家长选择 了孩子潜能 的开发
,

的家长选择了
“

完成家长的期望
” ,

的家

长选择了
“

适应社会的需要
” 。

这说明相当一部分

家长虽然认同儿童发展是先天和后天因素相互作

用的结果
,

但却没有认识到儿童发展的主动性
,

他

们以家长或社会的期望要求和教育儿童
,

这容易导

致教育过程将儿童视作消极被动的个体
,

而忽视儿

童发展的主动性
。

对学前儿童独特性的认识

每一个儿童都是具有巨大发展潜力的独立的

个体
,

儿童是独特的
,

是具有个体差异性的
。

家长

对儿童独特性的认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其对孩

子的教育期望以及具体的教育方式
。

调查中关于
“

对孩子提出要求
,

首先应考虑孩子的特点和兴趣
,

然后是社会的需要
”

的观点
,

的家长选择
“

同

意
” ,

巧 的家长选择
“

不同意
”

或
“

不知道
” 。

这说

明大部分家长能认识到孩子的独特性
,

认同儿童发

展的个体差异性
。

二 农村学前儿童家长 的教育观

家长的教育观是家庭教育观念形成的关键因

素
,

它具体体现在家长对教育重要性
、

教育内容
、

教

育方式等方面的认识
。

对学前儿童教育重要性的认识

学前教育对儿童的社会性
、

人格品质以及认知

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

家长对学前教育重

要性的认识
,

决定着家庭对孩子教育的物质和精神

投人程度
。

调查中关于
“

你认为学前儿童有没有上

幼儿园的必要性
”

的问题
,

的家长选择
“

有必

要
” ,

的家长则选择了
“

没必要
”

或
“

上不上都

无所谓
” 。

这说明
,

当前农村大部分学前儿童的家

长都开始认识到学前教育对孩子发展的重要性
,

但

仍有部分家长观念相对落后
,

没有认识到学前教育

对孩子发展的重要性
。

对学前儿童教育内容的认识

学前教育的 目的在于促进儿童认知
、

情感
、

社

会性等方面的初步的
、

全面的发展
,

为其人小学甚

至是终身学习奠定良好的基础
,

因此学前教育的内

容因该是适合这个年龄段儿童特点并能促进其发

展的
。

调查中
,

关于
“

幼儿教育的主要任务和内容
”

问题
,

的家长选择了
“

侧重孩子性格
、

兴趣的

培养
” ,

的家长选择了
“

侧重特长
、

知识与智力

的发展
” ,

另有 的家长选择了
“

侧重品德的培

养
” 。

另外
,

关于
“

在孩子的教育方面
,

最让 自己的

关心 的是什么
”

的问题
,

排在前三位的选项分别是
“

性格
” 、 “

学习成绩
”

和
“

良好习惯的养成
” ,

这与第

一个问题家长的选择所反映的观点相一致
。

以上

说明农村学前儿童家长倾向于选择孩子性格的养

成
、

知识的获取和 良好品德习惯养成等方面的教育

内容
。

对学前儿童教育方式的认识

家长不同的教育方式对孩子成长具有直接而

具体的影响
。

调查中关于
“

当孩子在幼儿园行为表

现不佳时
,

您通常的做法是什么
”

的问题
,

的

家长选择
“

主动和孩子交流
,

了解情况
” ,

而有

的家长选择了
“

训斥
”

或
“

不管
” 。

这说明当前大部

分农村家长在教育孩子的方式上能做到尊重和理

解孩子
,

但是仍有相当一部分家长缺乏正确的教育

孩子的理念和方式
,

采用训斥或不管等不恰当的教

育方式
。

三 农村幼儿家长教育的成才观

家长的成才观指家长对人才价值和成才标准

的理解
,

它影响到家长对孩子发展的价值取向和期

望值
,

甚至影响到家庭对孩子的教育方式和教育侧

重点
。

本研究从家长对孩子未来职业的选择
、

成才

标准的认识两方面人手
,

对农村学前儿童家长的成

才观进行了调查
。

对学前儿童未来职业选择的认识

关于
“

毕业的求职方向应由孩子 自己决定
,

而

不是由家长决定
”

的观点
,

的家长选择
“

同

意
” ,

的家长则选择了
“

不同意
” 。

关于
“

孩子

将来是否一定要上大学
”

的问题
,

的家长选择
“

一定要考上
,

否则就没有好工作
” ,

的家长选

择
“

最好考上大学
,

实在考不上也不强求
” ,

还有

的家长则认为
“

只要孩子能生活自理
,

过的幸

福
,

不一定非要考大学
。

这说明当前农村学前儿童

家长在孩子未来职业选择方面
,

大部分农村家长能

考虑到孩子的意愿
,

尊重孩子的选择
,

认同多样化

的职业发展方向
,

当然
,

也有部分家长倾向于按照

自己的意愿影响或决定孩子的职业选择权
。

对学前儿童未来成才标准的认识

关于
“

判断孩子将来能否成才
,

首先要看他是

否在努力追求
,

然后再看目前达到的程度
”

的观点
,

的家长选择了
“

同意
“ ,

的家长选择了
“

不同意
”

或
“

不清楚
” 。

而关于
“

只要孩子能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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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特长
、

体现自己的价值
,

即使成就不大
,

家长

也会满意
”

的观点
,

的家长选择 了
“

同意
” ,

的家长选择了
“

不同意
”

或
“

不清楚
” 。

以上说

明当前多数农村学前儿童家长对孩子的成才期望

值是合理的
,

只要孩子努力
,

最终能体现自身的价

值
,

不管做什么
,

即使成就不大
,

家长也满意
。

这样

的观点为农村学前儿童的发展提供了相对自由和

宽松的心理氛围
,

有利于学前儿童的健康
、

多样的

发展
。

四
、

结论与建议

一 结论

从对本研究的调查结果进行统计与分析
,

并与

以往的相关研究的观点进行对比
日〕 司 ,

可 以得出以

下结论 在社会变革与发展的大背景以及农村人 口

整体受教育水平提升等因素的影响下
,

农村学前儿

童家长的教育观念从儿童观
、

教育观以及成才观等

方面都在逐渐向科学
、

正确的方向转变
,

表现出与

现代教育的主流价值观相一致的观念趋向
,

这对于

农村家庭教育的质量 的改善提供 了观念上 的支

持
。

但是仍有一部分农村学前儿童家长的教育观

念相对落后
,

存在不科学或不正确的观念
。

具体体

现在

大部分农村学前儿童家长的儿童观逐渐向科

学和正确的方向转变
。

他们能够初步认识到孩子

是独立的
、

处于发展中的
、

独特的个体
,

能够在一定

程度上坚持尊重孩子的意愿
,

但是认识不够深刻和

全面
。

还有一部分家长的儿童观相对落后
,

存在不

科学的观念
。

随着整个社会对人的主体性认识的提高以及

农村家长整体教育水平的提升
,

当前大部分农村学

前儿童家长具有相对科学的教育观念
。

他们逐渐

认识到学前教育的重要性
,

开始关注孩子性格
、

习

惯
、

品德
、

智力等各方面的发展
。

但是
,

仍有一部分

家长的教育观念不够科学
,

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农

村学前儿童的发展
。

农村学前儿童家长的成才观趋于合理和理

性
。

大部分家长能够考虑到孩子的意愿和个体差

异性
,

尊重孩子的想法
,

认同多样化的职业选择方

向
,

不过多地将自己的价值标准强加于孩子
。

这样

的观念为学前儿童的发展提供了相对宽松的心理

氛围
,

有利于学前儿童的健康发展
。

但部分学前儿

童家长对此问题的认识存在偏差
,

需要进一步转变

观念
。

二 建议

农村学前儿童家长教育观念的转变提升是一

个长期渐进的过程
,

需要社会和政府
、

托幼机构以

及家庭等多方共同努力才能得以实现
。

社会和政府要完善外部支持系统
,

创设现代
、

文明
、

进步的外部环境

农村学前儿童家长教育观念的形成与农村特

定的物质和精神环境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

要提

升农村学前儿童家长的教育观念
,

就必须大力发展

农村经济
、

文化以及教育水平
,

通过提升农村家庭

生活水平
、

规范电视和 图书等传媒资源
、

加大教育

投人力度等途径
、

建立完善的外部支持系统
,

使农

村家长处于更加现代
、

文明
、

进步的社会大环境下
,

从而使其观念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
,

逐步树立科学

的教育观念
。

托幼机构应加强引导
,

帮助农村学前儿童家

长树立科学的教育观念

托幼机构应充分发挥其教育优势
,

积极开展多

种活动
,

向农村学前儿童家长宣传普及家庭教育知

识
,

引导
、

帮助家长树立科学的教育观念
。

通过定

期开展家长会
、

亲子活动
、

家长开放 日
,

举办家长培

切等活动
,

加强家园之间的联系
,

引导家长充分认

识父母对孩子成长的重要性
,

以及如何科学认识孩

子在生活中的表现和行为
,

树立科学的教育观念
。

家长应主动学习
,

不断提升自身素质

家长的教育观念与其自身所接受的教育以及所

达到受教育水平有关
。

农村学前儿童家长要树立科

学的教育观念
,

就必须通过多渠道主动学习
,

不断提

升自身素质
。

一是通过网络
、

广播影视
、

书籍报刊等

途径及时了解当前社会发展的新信息和新知识
,

不断

提高自身的整体文化素养 二是通过与托幼机构的教

师
、

其他孩子家长多交流沟通孩子的教育问题
,

以及

阅读专门的教育书籍等方式
,

主动学习教育理论与知

识
,

从而有意识地调整自己的教育方式
,

有目的地提

高自身修养
,

树立科学的教育现念
。

注释及参考文献

李凌艳
,

庞丽娟 一 岁儿童母亲教育观念结构及其影响 因素田 心理科学
, ,

任永泽 我们现在需要什 么样的儿童观田现代教育论丛
, ,

刘秀丽
,

刘航 幼儿家长家庭教育观念 现状及 问题叶东北师大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

李晶
,

王建兵 对西部农村幼儿家庭教育现状的调查及思考叶滩坊教育学院学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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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要素的渗透
,

并注重对留学生汉语语感能力进

行培养
,

那么学生不但不会觉得汉语的语法是枯

燥乏味的
,

反而会认为汉语是有趣的
、

易学的
。

这

样
,

不但能更好地解释汉语语法规律
,

而且还能提

高课堂教学效果
,

从而更好地实现对外汉语的教

学 目标
。

注释及参考文献

①吴为章 语序重要叶中国语文
, ,

②王寅 认知语言学网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

③张伯江
,

方梅 汉语功能语法研究网 江西 江西教育出版社
,

④郭琳 汉语 口语易位句研究 东北师范大学
,

⑤ 克拉姆契 语言与文化网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

巧

⑥张旺熹 语感培养是对外汉语教学的基本任务叶世界汉语教学
, ,

王寅 认知语言学网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

沈家煊 句法的象似问题叶外语教学与研究
, ,

戴浩一 时间顺序和汉语的语序叶国外语言学
, ,

陈琳 汉语焦点与汉语语序叶边疆经济与文化
, ,

吴为章语序重要叶 中国语文
, ,

谭德姿 对外汉语教学中的语感培养叶 山东师大学报 社会科学版
, ,

一

“ 〕 且
,

幽俪 肠对 八 八 尔 动口月召
,
众人 心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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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连英 农村家庭教育中家长素质的研究叶成人教育
, ,

冉隆锋 农村家庭教育的忧虑及对策叶 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 教育科学版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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