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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生活科学”课程教学模式探索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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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高校开设“家庭生活科学”课程有助于提高大学生的个人素质、为大学生的人生发展指明方向及推进和谐
社会的建设。学生在掌握了一定的家庭生活知识后，运用所学知识解决生活实际问题仍有较大的困难。解决的办法就

是要合理规划教学内容的进程安排及改进教学方法，将课堂教学和课外活动以及日常生活有机结合起来，形成一套系

统、完整的教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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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家庭生活科学”涵义
“家庭生活科学”是一门以人类家庭生活为研究对象，以提高家庭生活质量为目的，旨在帮助人们

树立正确的生活态度，营造和谐的家庭人际关系，掌握必要的生活知识和技能，建设和谐、美满、幸福家

庭的应用学科。湖南女子学院自２００７年以来将该门课程作为特色课程在全校开设，其目的就是要运用
家庭生活科学研究的实证和理论成果，通过教育、社会实践，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家庭观和生活观，使学

生掌握相关家庭生活知识与技能，全面提高学生综合素质，并以此促进社会的文明进程。该门课程开设

８周，共１６课时，分为理论与实践两部分。理论内容包括：家庭生活科学概述，认识家庭、构建和谐家
庭，家庭理财，家庭教育，家庭保健。实践内容包括：家庭饮食与烹饪、服装整理与熨烫、插花与茶艺操

作。通过理论与实践教学的有机结合，既有利于学生系统地掌握相关理论知识，同时有助于提高学生实

际操作技能，从而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

２　高校开设“家庭生活科学”课程的现实意义
２．１　有助于提高大学生的个人素质

应试教育是当前我国教育中的通病，它脱离了社会发展的需要，背离了素质教育，单纯为应付考试、

争取高分和片面追求升学率的一种倾向。在这种教育模式下，培养出的学生“高分低能”现象较为普

遍，学生的综合素质偏低。教育是培育人和塑造人的事业，现代中国所提倡的素质教育，就是以人为本

的教育，全面提高人的基本素质，把学生培养成为一个会生活、会学习、会做人、会发展的人。通过接受

家庭素质教育，有助于大学生树立正确的家庭生活观念，有助于其未来家庭生活走向科学，进而改善他

们在社会中的生活面貌，从而构筑大学生社会化的基础，使其成为全面发展的人。

２．２　有助于为大学生的人生发展指明方向
在欧美国家以及日本等国，家庭素质教育是人生发展阶段中一项重要的必修课程，涵盖了小学、中

学以及高等教育阶段，且其内涵与外延也随着社会的进步而不断发展。我国目前在某些地区的小学、中

学已经开设了相关的家庭素质教育课程，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然而，在大学阶段开设家庭生活科学教

育课对于即将面临家庭生活的大学生而言，仍然有着迫切的现实意义，这不仅是因为大学生即将步入家

庭生活需要习得某些技能，更是因为家庭素质教育传递的是一种全新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对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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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家庭、自我、人生和生命的态度，对于未来、理想的规划与选择，家庭生活教育能成为影响和指引大学

生人生道路的一盏明灯。如湖南女子学院开展家庭素质教育对于女大学生而言，有助于使女性在传统

与现实中找到一种平衡自我价值的确定方式，在家庭与事业中找到恰当的位置，并在此基础上拥有一定

的经济实力，避免成为丈夫的附庸、父母的包袱，而成为一个独立的人，从而体现出现代女性自强、自立、

自尊、自信的信念。

２．３　有助于推进和谐社会的建设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类社会的最主要组成部分，也是对人类社会产生重要影响的个体

单位，社会的稳定离不开家庭的幸福美满。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全世界家庭数目激增。１９９３年２月，
联合国社会发展委员会做出决定，从１９９４年起，每年５月１５日为“国际家庭日”，以此提高各国政府和
公众对于家庭问题的认识，促进家庭的和睦、幸福和进步。

现在的大学生基本上都是独生子女，生活自理能力太差。进入社会后，由此而导致事业失败的事比

比皆是，有的甚至形成严重的社会问题，这一令人担忧的现状与党和国家构建和谐社会的伟大决策相

悖。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指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要求我们积极构建社会

主义和谐社会。”家庭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一个人一生的幸福。一个连家庭责任都无法承担的人更谈

不上对社会负责任。因此说，对在校大学生进行家庭素质教育，让他们步入婚姻时能去构建和谐家庭，

这无疑是为构建和谐社会夯实基础。

３　“家庭生活科学”课程教学模式建设
“家庭生活科学”课程教学的难点在于学生掌握了一定的家庭生活知识后，运用理论知识解决生活

中实际问题的能力有较大的困难。解决的办法就是合理规划教学内容的进程安排、改进教学方法和手

段，将课堂教学和课外活动以及日常生活有机结合起来，形成一套系统、完整的教学体系。

３．１　合理规划课程教学内容及进度安排
“家庭生活科学”课程开设时间仅为８周，涉及８章内容，每章仅２课时，课时短、内容学习不系统，

学生们上课意犹未尽就结束了。该门课程一般安排在第７或第８学期，学生们刚刚对家庭生活有了兴
趣和初步的理解，马上就要毕业了，没有机会再接受系统的、科学的学习，无法将所学知识与现实生活有

机结合起来。

“家庭生活科学”同每个人息息相关，而这方面的知识和技能正是现在年轻一代最缺乏的，所以在

他们进入社会之前应该补上这一课。要解决课时短、学习不系统的问题，可调整该门课程的时间安排，

将该门课程安排在第１或第２学期，在初步学习后，可利用选修课的方式加以拓展，各专业教师可在大
二、大三和大四开设相关的选修课，如“家庭教育学”“家庭护理”“食品营养与卫生”“优生学”“插花”

“茶道”等，学生可根据自己的兴趣进一步学习，使学习更加系统和完善，为将来进入社会做好生活准

备，提高学生独立生活的能力。

３．２　建立完善的实训室
生活的技能是练出来的。实训室是训练学生基本技能的特定场所，也只有在实训室的特定环境里，

学生才能真正进行相应的实训和模拟扮演，实训才能得到充分的保证［１］。“家庭生活科学”实训室建设

可根据课程需要创建烹饪实训室、服装搭配与熨烫实训室、护理实训室、插花茶道实训室等。凡是课程

中重要的、需要学生掌握的技能，应在实训实验室中要求学生操作完成，如营养烹饪、服务礼仪、家庭保

洁、健康护理、插花和茶道等。

３．３　建设一支理论与实践技能过硬的专业化教师队伍
实践教学质量的高低与教师自身的实践经验直接相关。“家庭生活科学”涉及到生活的各个方面，

涵盖领域非常广泛，有婚姻家庭、家庭教育、家庭礼仪、家庭理财、家庭护理、插花茶道、烹饪与营养、家庭

服装的洗烫、保管和搭配等，每部分内容既包括丰富的理论知识，又有生活技能操作，这对任课教师提出

了比较高的要求，既要求教师拥有深厚的专业理论知识，又要有丰富的实践操作经验，否则就无法指导

实践教学的各个环节。自“家庭生活科学”课程开设以来，选用了不同领域的教师担任教学工作，但教

学时没有分领域，每个教师均讲授所有内容，专业跨度大，既不利于教师的研究和教学方法的改革，提高

教学质量，又不利于科学地指导学生实践，将理论与实践有机结合起来。解决此问题的办法就是分主题

教学。每位教师根据自己的专长选择主讲内容，同时加强专业理论的学习和专业技能的培训，真正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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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扎实、专业技能过硬。

３．４　加强课堂教学实训
“家庭生活科学”作为一门实践性强的学科，要取得较好的教育教学效果，在教学中不但要注重理

论教学，更要通过实训来加强学生对理论知识的理解，其最终目的不仅是使学生掌握家庭生活基本理论

知识，更是要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协作能力，树立科学的家庭观和生活观。因此，教师在备课时要先确

定实训教学所必须达到的技能目标和理论目标，然后制定具体的实训教学内容。在课堂教学中应采用

多样的实训方法，多媒体观摩教学法、实务情境教学法、模拟仿真实训法等。比如，讲家庭护理时，可演

示家庭护理的基本技能，如何体温的测量、量血压、做人工呼吸等；讲烹饪时，教师讲授基本的营养学知

识后，学生分组准备一个三口之家的午餐等。通过实训，可以提高学生学习的效率，调动学生的学习兴

趣和积极性，提高学生生活的技能，培养学生科学的生活观。

３．５　以竞赛带动实践教学
在教育中，培养学生主动探索、主动学习的能力尤为重要。通过参加生活技能竞赛给学生提供了较

大的自主学习的时间和空间，易于调动学生学习的主观能动性，培养他们的学习兴趣和创造性思维能

力。为纪念５月１５日“国际家庭日”，同时给学生提供展示家庭生活素质的舞台，生活科学教育与管理
研究所牵头，联合学校团委、就业创业中心等部门和系部，从２００７年开始成功举办了八届“国际家庭
日”活动，使家庭素质教育深入人心。具体活动有：家庭操作技能比赛（包饺子、手工作品制作、钉纽扣、

茶艺表演等）、“我爱我家”美化寝室评比、“算经济帐 念父母情”一封家书、艺术编绣自我形象设计、家

政节目展播、国际家庭日暨大学生创业（女红）作品展示大赛等，比赛项目丰富、形式多样，在社会上引

起了广泛的影响，湖南省教育电视台、今日女报、长沙晚报、湘声报等媒体对以上活动进行了相应的

报道。

３．６　将实训内容融入实际生活
学习“家庭生活科学”的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后，最重要的就是将所学知识运用于生活实践，真正

做到学以致用，提高学生的实际生活能力。

一方面，布置相关任务让学生去完成。课后可根据教学内容安排相应任务，并作为考核内容。如：

家庭理财的方式之一就是学会记账，在学完该章内容后，可要求学生记账，写记账感受，学期末作为实践

考核内容；利用课余时间开展社会调查（如：家庭教育的方式调查等）；在家里参与家务劳动、利用所学

的知识解决家庭生活中所遇到的困难（比如：家庭如何投资理财、如何处理人际关系等）。通过这些活

动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和运用能力。

另一方面，建立师生交流平台，帮助学生解决实际生活问题。交流是知识内化的催化剂。仅仅停留

在接受层面的知识是肤浅的、有限的。只有经过交流，引发学生深入思考，学生才能把知识转化为能力，

并提高自身的解决问题的能力。因此，可建立班级群或微信，学生可将生活中遇到的问题提出，由各方

向的专业教师给予解答，提高学生的生活能力。

第三，鼓励学生考取相关职业资格证书。在教学中，注意开发学生的潜能，积极鼓励学生大胆走出

校门，尽力取得社会承认的职业资格证书，如育婴师、早期教育指导师、心理咨询师、营养师、婚姻家庭咨

询师等，发挥其他教育形式不可替代的教育功能。

３．７　改变考试方式
传统的考核方式就是一张试卷，很难检验出学生的动手能力。因此，必须改进考核方试。“家庭生

活科学”这门课程的特色就是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为了突出学生的操作能力，在考核方式上由单纯的

理论考试调整为理论（６０％）＋实训（４０％）的考核模式，加强了学生的实际动手能力，使她们能更好地
将所学知识运用于家庭生活实践。如，烹饪考核，考试分组进行，每一组必须完成四荤两素一汤一果盘，

考试成绩则会综合考虑，会看刀工、色泽、营养价值等多项内容。

通过家庭素质教育，可以弥补我国应试教育带来的高分低能的不足，提高学生的实际生活能力，树

立科学的家庭观、生活观，培养学生自尊、自爱、自信、自强的良好品质，为构建和谐社会打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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