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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公平视角下农村家庭教育力

缺失及提升策略 ①

傅定涛，林　姗
（湖南科技大学 农村教育与改革发展研究基地，湖南 湘潭４１１２０１）

摘　要：家庭教育力是指家庭对孩子教育影响力的总称，具体可分显性教育力、隐性教育力和物质环境推动力。农
村家庭教育力缺失的现状十分明显，缺失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提升农村家庭教育力不仅需要提升农村家长的文化素

养，也需要学校教育的支持与指导，还需要全社会努力改善农村的物质、文化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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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说教育是滋润人心灵的小溪，那么这条小溪的
源泉就是家庭教育。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农

村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水平都大幅提高，这些变化对

于农村家庭教育来说，带来了一定的积极效应，但相对于

城市而言，城乡的差距依然巨大，家庭教育中依然存在不

少的问题。这是导致城乡教育不公平的重要根源，从根

本上导致了城乡孩子教育起点的不公平。

家庭教育力即在家庭生活中，以亲子关系为中心的，

父母和其他的因素在培养子女适应社会需要的过程中，

对孩子的教育影响力。家庭教育力的主体主要是家长，

以亲子关系为中心，是家长与子女在家庭生活中，有意识

或无意识地对子女成长过程所产生的影响力。这种“力”

不仅包括家长有意识地对孩子进行教育活动的能力，即

显性教育力；也包括家长无意识的行为与思想对孩子潜

移默化的影响力，即隐性教育力。还包括家庭的物质环

境和文化状况等物质环境对孩子的影响力，即物质环境

推动力。概括地说，家庭教育力即家庭对孩子所起的教

育影响的综合实力。

１　农村家庭教育力缺失的主要表现
１．１　显性教育力缺失和偏离

显性教育力，主要指长辈、父母有意识地对孩子进行教

育影响的能力，包括在教育孩子过程当中，所持的教育思想

和观念，采取的教育方法和教育方式、交流沟通能力等等。

１．１．１　教养方式和方法偏颇
农村家庭中，父母对孩子的教养一般呈现两种极端

的方式。一种是认为教育孩子是学校的事情，所以对于

孩子的教养一般采取放养式，任由孩子自然发展，不注重

对孩子良好生活习惯和学习习惯的培养。而另一种主流

的教育方式便是“棍棒教育”。农村家长普遍认同不打不

成才。在家庭生活中，只要子女出现过失或错误，家长不

懂得如何理解孩子的错误并加以正确的引导，而较为普

遍地采用打骂等简单粗暴的方式。家庭教育并没有起到

它应有的积极作用力，反而产生了偏离，形成教育的负作

用力。

１．１．２　交流沟通力低下
我国的农村留守儿童人数已经达到数千万之多，对

这些留守儿童的家庭来说，父母长期在外务工，不能经常

陪在孩子身边，直接导致这类家庭亲子沟通的减少，客观

上使家长的沟通力的发挥受到限制，导致亲子关系疏离。

对于流动儿童或随迁儿童而言，尽管他们能和父母

生活在一起，但父母几乎是从早到晚在外工作，工作量

大，生活压力大，回到家里几乎没精力与孩子进行沟通交

流。而且大部分父母缺乏与孩子的沟通技巧与能力。

１．２　隐性教育力的缺失
１．２．１　身教的影响力缺失

天才儿童卡尔·威特的父亲曾说过：“孩子是父母的

翻版”［１］。家长应该在思想、学习和生活等诸多方面为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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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树立榜样，身教重于言教，孩子的素质就是反应父母素

质的一面镜子。可是在现实生活中，家长往往大都没能

意识到身教的重要性，忽略自身行为对孩子的影响。不

少农村父母在孩子面前有酗酒、赌博、不务正业等不良的

行为习惯，影响孩子的健康成长，严重的还会导致父母身

上的缺点在孩子身上得到继承和放大，从而导致子女走

上歧途。

１．２．２　梦想力缺失
一个精神世界强大的人，会敢于做梦，敢于接受挑

战，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实现梦想。农村家长个人的思想

相对闭塞，大多数农村家长普遍认为自己没有文化、读书

少，这辈子只能面朝黄土背朝天地辛勤劳作，永远都走不

出脚下的这片土地，没有机会摆脱这种命运。农村父母

大多丧失了做梦的能力，不敢去拥有自己的梦想，梦想对

于他们而言也许就是天方夜谭。作为父母都没有属于自

己的梦想，没有去追逐梦想的能力，安于现状选择听从命

运的安排，那孩子又何来勇气与激情去大胆做梦，为了梦

想去拼搏、努力奋斗呢？

１．２．３　学习力缺失
当今社会强调的是终身学习，活到老，学到老。社会

在迅速地发展，要想适应社会的发展，跟上时代进步的步

伐，那就必须将上进心和学习转化成一种本能。农村父

母忙于生计，没有时间和精力通过学习去丰富自己的闲

暇生活，甚至有很多家长沉溺于赌博中，不愿意也完全没

有意识去学习提高自己，丰富自己的精神世界，久之，学

习力便会越来越低下。

１．３　物质环境推动力缺失
人是环境的产物，影响家庭教育效果的一个重要因

素就是家庭的物质文化环境。农村家庭里的图书量少得

可怜，几乎是空白的，其他的文化摆设，例如字画、文房四

宝等这些对于贫困的农村家庭来说更是天方夜谭。家庭

经济条件优越的家庭，家长们也没有意识到这样的物质

环境对孩子成长的影响力。很多农村家庭经济富裕，但

家里一片狼藉，更谈不上文化氛围。自然而然，家庭物质

环境对儿童成长的推动力就显得非常苍白。

２　农村家庭教育力缺失的归因分析
２．１　农村生活传统中教育意识和观念的先天性不足

家长的教育意识和观念是形成家庭教育力的前提性

因素。受经济、文化、环境和历史等因素影响，农村大多

数父母家庭教育意识淡薄，没有认识到自己对孩子的成

长、发展和教育所负有的不可替代的责任，父母认为自己

的责任就是把孩子养大，把孩子“教育成人”自然就是学

校和老师的事，因而当前我国的农村家庭教育出现一种

“养教失衡”的状态。这直接导致父母先天性缺失对孩子

进行有意识、有目的的教育能力。

２．２　农村家长受教育水平较低
通常来说，家长的文化素养与家庭教育质量是成正

比的。家长的文化素养越高，掌握的科学教育理念与知

识就越多，更加重视子女的家庭教育，就越有利于帮助家

长选择正确、合理、科学的教育方法，教育能力就越强。

这也正如马克思与恩格斯曾指出的那样：“子女的发展能

力取决于父母的发展”［２］。农村家长受教育程度普遍较

低，自身文化素质有限，缺乏基本的教育知识和文化知

识，没有能力很好地对孩子进行教育和引导，没有认识到

家庭教育对孩子一生发展的重要作用。从而导致家庭教

育力的缺失。

２．３　农村家庭经济条件相对落后
我国农村家庭的经济条件普遍比较落后。在大多数

农村家庭里，家长必须为生计和改善家庭条件而奔波，根

本没精力和时间来教育子女，家庭教育力也就无从谈起。

另一方面，农村家庭的父母也没有多余的资金去购买相

关的教育书籍开展自我学习或者参加家长培训班来提升

自身修养，提高自己的教育力。也没有多余的金钱来给

子女创造良好的生活条件和学习环境。家长不能给子女

购买必要的课外书籍来满足孩子对课外知识的需求与渴

望，也没有足够的经济实力为孩子营造一个良好的家庭

文化氛围。

２．４　农村家庭结构不利于教育力发挥
在农村，大多数都是以大家庭的模式生活，例如同宗

家庭、主干家庭等。在这些大家庭里，父母对孩子进行教

育活动的时候，由于祖父母过于疼爱孩子，直接导致父母

在教育过程中对孩子的教育力受阻。同时大量的农民涌

进城市，很多进城务工的父母把孩子托付给子女的祖父

母、其他亲戚，或者父母单方一个人来抚育，甚至有些把

子女单独留在农村，这都导致了农村家庭结构的改变。

在这些特殊家庭里，直接限制了父母对孩子的教育影响

力。父母长期不在孩子身边，教育主体缺失，也有些祖父

母教育力匮乏，对孩子没有基本的管教能力。留守儿童

家庭教育力的缺失是农村家庭教育中一个很严峻的问

题，也是整个社会的一个大问题。

２．５　社会转型导致农村家庭教育力弱化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家长的观念也朝多元化方向发

展。父母不同的价值观、人生观，在家庭教育的过程中，

对孩子产生的教育影响力会有不同的效果与作用。父母

观念、观点不一致，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不能形成统一的

意见，这就会出现父母双方教育力相互冲突的情况。在

这种情况下，父母双方对孩子的教育影响力不仅会大打

折扣，甚至不同的教育力会相互抵消，对孩子的健康成长

起不了积极的作用，相反有的孩子会在两种相对的教育

力的作用下，感到迷茫，无所适从，迷失自我。

著名的德国社会学家韦伯认为，不同地位群体之间

通过长期的权力关系，在各种不同的领域形成了特定的

社会资源与机会的分配原则［３］。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

关键时期，社会分层也出现多元化趋势，不同社会阶层的

家庭，所拥有的社会资源与机会也不同。农村家长大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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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体力劳动，处于社会底层，因而他们所掌握的社会资

源与机会都比较少，缺少足够的资源与机会来提升自身

的教育力。

２．６　农村社区文化的稀缺
我国几千年来传统的、相对狭隘的自给自足的小农

经济生产方式对农村社区的文化发展产生了一定的消极

影响，无法给孩子的成长提供良好的外部文化环境。农

村家长由于农村枯燥、单一的文化环境，其娱乐方式也受

到很大的限制。很多农村家长的娱乐方式主要就是看电

视、打牌，那么他们的子女受其父母的影响，回到家后的

第一件事就是打开电视。有些家长喜欢打牌，其子女也

会在潜移默化中迷恋上赌博，同时由于父母喜欢打牌，无

暇顾及孩子，孩子想干什么就让他们干什么，甚至为了不

让孩子影响自己打牌，就让孩子没有节制地看电视、玩手

机或者上网。

３　提升农村家庭教育力的策略
改善农村家庭教育力缺失的现状，首先得提升农村

家长的教育能力与素质，也需要改善农村环境，为农村家

庭教育力的提高提供保障和支持，从而真正地提升农村

家庭教育力，为农村孩子创造能够全面、健康成长和发展

的大环境。

３．１　提升家长素质，更新教育观念
２１世纪人类已经进入学习型社会。农村家长由于先

天与后天的双重不足，更加迫切地需要学习新的文化知

识，不断提升自身的素质与文化涵养。家长在学习新知

识的同时，思想观念和教育观念都会得到改进。家长只

有树立科学、正确的教育观念，意识到家庭教育的重要

性，掌握科学的教育方式方法，有意识地去培养教育孩

子，从根本上改变家庭教育力缺失的现状，为子女提供一

个更好的成长环境，促进子女各方面健康发展。

３．２　学校加强指导，增进家校联系
孩子的教育只有学校与家庭良好合作，才能发挥最

佳的教育效果。学校应加强与家长的沟通与联系，让家

长了解到学校教育的内容与责任，并向家长宣传当前最

新的教育理念，给家长提供教育孩子的技巧和方法。学

校和老师应定期和家长保持各种形式的联系，让家长随

时了解子女的在校情况，帮助家长更好地了解孩子，共同

解决孩子在学习和生活上遇到的问题。而家长也可以及

时向学校和老师沟通交流孩子在家的日常表现，遇到孩

子教育上的问题，可以和学校、老师共同探讨。通过家校

合作，让家长意识到家庭教育力的重要性，并在学校的指

导帮助下提高家庭教育力。

３．３　加大农村资源投入，增强物质推动力
政府应当进一步落实各种惠农政策，加大农村义务

教育的投入力度，切实改善农村学校的教学环境，加大农

村教育的基础设施建设。同时，各级政府要为农村的家

庭教育提供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弥补农村父母在教育

孩子过程中外在环境、物质推动力的不足。当地政府可

在农村建设小型图书馆，满足孩子对课外书籍的需求，同

时也可以减轻农村父母在这方面的经济负担。另外，农

村不像城市里有那么多的教育资源可供父母选择，因此

当地政府可以和学校共同开办各类免费兴趣班，满足孩

子的全面发展，同时弥补父母在这方面教育能力的不足。

３．４　优化农村家庭教育的外部文化氛围
农村的文化环境是影响农村家庭教育力的一个重要

因素，也是导致城乡教育不公平的重要根源。只有营造

良好的“村风”、“民风”，才能更好地提升农村家庭的教育

力，促进农村家庭教育的发展，从源头上促进城乡的教育

公平。营造良好的农村文化氛围，开设农村文化活动中

心，为各类文化活动的展开提供必要的场地，同时开展各

式各样的文化娱乐活动，并鼓励农民积极参加。定期举

办各类活动的比赛，提高农村父母参与的积极性，帮助农

民改掉不良的娱乐方式，抵制腐朽的文化，提高村民的自

身修养。给孩子树立一个良好的学习榜样，为孩子健康

发展提供良好的外部文化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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