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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学视角下农村家庭教育发展研究 ①

———以保定市高阳农村地区为例

米亚会，崔光佐，黄　月
（北京师范大学 教育技术学院，北京１００８７５）

摘　要：家庭教育是人生教育的起点，随着人们知识水平的提高，家庭教育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农村地区经济
发展的同时，新农民也逐渐地开始关注孩子的成长，但由于自身文化素质和信息传播通道等方面因素的限制，导致农村

家长不知道如何教育孩子。目前农村地区移动设备已经普遍化，从传播学各要素的角度分析如何促进家庭教育知识在

农村地区的传播，具有很现实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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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庭是人生教育的第一个环境，是家庭成员情感、价

值观等传递的载体。家庭教育是指家庭对其成员所起的

教育作用，主要指家庭对子女的教育作用。

１　问题的提出
家庭教育将会影响一个人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它所

起的作用是其它教育所不能替代的［１］。随着国家对农村

政策的调整，社会政治、经济不断发展，农村家庭情况也

发生了重大的改变，在农民的家庭收入逐步提高的同时，

农民生活水平也随之提高，农民对子女教育的意识逐渐

增强，如何更好地教育孩子也成为农民当前关注的一个

重要问题。本文通过对保定高阳地区农村家庭教育情况

调查，进一步了解目前农村家庭教育知识现状，思考当前

当地家庭教育知识传播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提出相应对

策，促进家庭教育知识的接收和教育公平发展。

笔者设计了当地农村家庭教育情况调查问卷，共１３

个问题，并采用抽样调查方式，对保定高阳农村家庭共发

放调查问卷１２０份，回收问卷１１５份，回收率为９６％，其

中，有效问卷１１２份，有效率为９７％。同时，笔者还深入

到当地部分乡村的家庭中进行了实地调查，有针对性地

对一些家庭进行了深入访谈。农村家庭教育的实施者是

农民家长，由于农村经济以及家长受教育水平等多方面

因素的限制，导致农村家长在对孩子实施教育的过程中，

经常会感到力不从心［２］。

２　传播学：农村家庭教育传播的理论基础
传播学是研究人类如何运用符号和媒介进行信息交

流的学科，其研究范围以大众传播为主，也研究人怎样接

受新闻与数据，怎样受教于人等［３］。拉斯韦尔在其１９４８

年发表的《传播在社会中的结构与功能》一文中，最早以

建立模式的方法对人类社会的传播活动进行了分析，这

便是著名的“５Ｗ”模式（见图１）。“５Ｗ”模式界定了传播

学的研究范围和基本内容，影响极为深远。

图１　拉斯韦尔的“５ｗ”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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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Ｗｈｏ）→说什么（ＳａｙｓＷｈａｔ）→通过什么渠道（Ｉｎ

ＷｈｉｃｈＣｈａｎｎｅｌ）→对谁（Ｔｏｗｈｏｍ）→取得什么效果（Ｗｉｔｈ

ｗｈａｔｅｆｆｅｃｔｓ）。“谁”就是传播者，在传播过程中担负着信

息的收集、加工和传递的任务。传播者既可以是单个的

人，也可以是集体或专门的机构。“说什么”是指传播的

讯息内容。“渠道”是信息传递所必须经过的中介或借助

的物质载体。“对谁”就是受传者或受众。“效果”是信息

到达受众后在其认知、情感、行为各层面所引起的

反应［４］。

３　农村家庭教育情况调查
通过对问卷和访谈数据的整理和分析，了解目前当

地农村家庭教育的特点。

３．１　当地农村家长文化水平较低

在所调查的家长中文化水平普遍较低，小学毕业的

占２３％，初中毕业的占４８％，高中及中专学历占２６％，大

专及以上学历仅占３％。高阳地区是中国一个重要的纺

织品生产基地，解决了当地很多富余的劳动力，但与此同

时，也带来了一些弊端，该地区很多学生对于升学的期望

并不大，家长本身也不担心学生会待业在家，在很大程度

上放松了对孩子的教育。

３．２　不知如何和孩子交流

孩子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在成长过程中会出现各

种各样的问题，这需要家长能够及时发现孩子成长中遇

到的问题，根据孩子的认知特点，给予恰当的指导和帮

助，让孩子能够在父母的正确带领之下健康成长。在所

调查的家长中，有８８％的家长在教育孩子过程中遇到不

能解决的问题。当问到家长认为在教育孩子过程中最困

难的事是什么时，“不知道怎样教孩子”占６２％，“不知道

孩子需要什么”占２４％，农村地区的家长更多的是关注孩

子的物质生活，吃的喝的不比别人家孩子差就可以了，这

也就导致家长很少与孩子交流，当孩子遇到问题时，不敢

和父母说。

３．３　缺乏获得家庭教育知识的途径

农村地区的家长很少看与家庭教育有关的图书，一

是没有时间，二是没有动力，这是家庭教育知识不能够在

农村地区快速传播的一个重要原因。笔者试图利用传播

学的相关知识促进家庭教育知识的传播，经调查农村家

长有近９０％拥有手机，７０％有 ＱＱ号，这为家庭教育知识

的传播提供了有利条件。在深入访谈中了解到，有些家

长在提到赏识教育时在观念上是赞同的，但在实际教育

孩子行动上却不知如何来实施。打孩子的现象在农村地

区已经较少，但在孩子犯错误时，大声训斥、谩骂孩子的

情况还是普遍存在。另外，很多家长主要是通过学校获

得家庭教育的知识和方法，基本上没有看过家庭教育方

面的书，家长反映的是没有心思也不愿意看。

尽管这些大大小小的问题仍然存在，但是随着国家

对农村政策的调整，经济的快速发展，农民家庭收入的逐

步提高，农民对子女教育的意识也逐渐增强。他们意识

到家庭教育的重要性。但由于家长自身文化水平及工作

生活条件的限制，他们仍然苦于找不到合适有效的获取

家庭教育方面知识的有效途径。目前农村地区的移动设

备、即时通信软件的拥有量也日益增多，这为信息的有效

传播提供有利条件，为教育知识的传播提供了一个新的

视野。

４　促进农村家庭教育知识传播的对策
笔者从传播学的角度分析如何提高农村地区家长的

家庭教育水平。不可否认，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学校扮

演着重要的角色，但家庭教育对于学生个体性格的形成

和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此，应给予农村地区家庭教

育更多的关注，促进农村地区家庭教育知识的传播。

４．１　传播者———教育研究者的角度

传播者是传播系统中信息与资源的策划者与提供

者，是整个链条的第一个环节。因此，传播者决定着传播

活动的存在与发展，对传播过程的作用和影响非同小

可［３］。信息的传播者要了解目前农村家庭教育的现状以

及农村家长的接收现状，并具备一定的家庭教育知识，能

够在恰当的时候推送知识，并在家长给予反馈之后能够

根据该家庭的特点及问题情况给出个性化的解决方案。

４．２　信息资源———所传递的家庭教育知识

信息资源即传播的内容，是传播过程中的实体，主要

以知识、消息、问题、游戏、控制信号等形式存在［３］。在传

播者和接收者处于分离的状态下，信息资源的设计就变

得尤为重要，在信息设计的过程中，要保证信息的有效

性，信息要符合农村家长的知识、认知能力。由于农村家

长知识水平的限制，在知识具备科学性的基础之上，还要

通俗易懂，信息量适中，不能够过于庞大，超出家长的承

受范围。在信息的传递初期，各个家庭接受的是相同的

知识。随着传递过程的进行，各个家庭不同的问题会逐

渐地暴露出来，此时要根据每个家庭的特点，选取符合其

家庭问题特点的知识进行进一步传播，只有这样才能更

加有效地传递家庭教育的相关知识。

４．３　媒介与通道———家庭教育知识传播的载体

媒介与通道是用来传递信息资源的重要载体，是信

息得以传递的物质基础。媒介与通道是整个传播过程重

要的一环，一方面它是信息资源得以传递的载体，另一方

面它又是分离状态下信息交流得以实现的必备条件，离

开了媒介和通道，异地信息资源的传递也就无从谈起。

目前手机在农村的使用率已很高，而且手机中即时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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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接受发送等功能也被广大用户所接受。家长们也愿

意尝试用手机获取更多的家庭教育方面的知识。因此，

在我们的研究中，我们希望以手机这种移动设备作为传

播媒介向农村的家长传播有关儿童教育方面的知识。这

样，家长们就可以随时随地、方便快捷地进行学习。农村

家庭教育工作也进而得以开展。研究者可以尝试通过移

动工具传递家庭教育的相关知识，提高农村地区家庭教

育水平，也可以借助手机信息平台向农村地区家长每天

按时按点地发送家庭教育的相关知识。

４．４　接收者———农村地区的家长

在信息传播系统中，接收者是主体，是整个系统的核

心要素。接收者既是整个系统所传递信息资源的接收

者，同时也是系统信息资源传播效果的反馈者。在整个

传递过程中，接收者的接受能力、文化水平等方面都是影

响信息传播效果的重要因素。

在农村地区，主要的家庭教育实施者是孩子的母亲。

由于受传统观念的影响，父亲很少关注孩子的学习和生

活，因此建立的亲密关系也多以母子为主。随着信息的

开放，越来越多的家长开始尝试关注孩子多方面的成长。

此时，家长们在一起交谈的内容也常涉及到“如何教育孩

子”，这说明农村家长对于家庭教育的知识是有需求的。

所以在信息传播过程中，一要保证信息通俗易懂，二是信

息传播的受众不能缺乏。

４．５　环境———学习圈

可以利用即时通信软件构建家庭教育学习社区，形

成一个良性的学习圈，帮助农村家长更好地习得家庭教

育知识。在传统教育传播系统中，我们将教育环境作为

外部条件，而不作为要素看待［５］。从生态学的角度来说，

环境也是构成信息传播系统的不可忽视的要素。家庭教

育内部各方面、家庭教育与其外部环境都处在一个错综

复杂的关系网络之中。知识的积累离不开周围信息、能

量的支持。在当今信息化社会里，生态化的家庭教育知

识传播模式强调对各种有效资源的整合［６］。在此，环境

要素主要是指存在于接收者所进行活动周围的特有的情

况和条件的总和。环境作为信息传播系统的一大要素，

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所传播的信息能否被接收者吸

收。而在信息传播系统中，学习环境作为赖以持续的情

况和条件，呈现出泛在性、个性化、强适应性、高互动性等

特点［４］。

众所周知，周围人对于某事物的看法，会很大程度上

影响个体对于此事物的看法。在教育学习社区中，当家

长看到其他家长参与时，也是对其心理的一个暗示，有利

于促进其也积极参与。这个社区还有一个互助的作用，

家长在这样的环境中更愿意将自己的育儿经验和其他家

长分享。通过这一系列的发展，促进家长更好地了解家

庭教育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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