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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4要#美国家庭学校教育的形成与发展受特定经济!政治!文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家庭学校教育的发展历程大

致可以划分为二十世纪初到五十年代末的缓慢发展时期!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到九十年代初的快速增长时期!二十世纪

九十年代末至今的稳定增长时期" 美国家庭学校教育作为一种激进的择校方式逐渐为公众所接受#并已经成为美国学

校教育的一种重要补充" 但是#相关研究表明#家庭学校教育的出现并未能真正维护教育公平" 从未来趋势看#美国家

庭学校教育与公立学校的联系将会更加紧密#其教育行为将更加理性与规范" 美国家庭学校教育这一教育形式#既反映

了家庭在学生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也反映了学校从同质化的人才选拔转变为个性化的发展需求的一种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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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作为一种倡导自由的教育选择方式#美国家

庭学校教育兴起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它是在

批判学校教育的基础上而产生的%!&

' 家庭学校

教育"7'89:-;''<(.=#亦称(在家上学)$是指处

于义务教育阶段的适龄儿童不接受传统的学校教

育#而是在家中由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充任教育者#

接受自认为最适当的教育' 家庭学校教育发展的

早期是为了培养学生的宗教信仰' 随着时代的变

迁#越来越多的家长认为#仅仅学习知识远远不足

以让孩子成为一个完整的人#孩子的成长需要多

方面的教育#在重视知识学习的同时#也把道德*

性格偏好">9?@'.A<(BC>?9D9?9.-9@$的养成等放在

同等重要的位置' 美国家庭学校教育作为一种教

育形式#产生的原因是复杂的#其发展也并非一帆

风顺#而是充满着争议' 但是#从近期看#家庭学

校教育似乎有回潮的趋向' 这里对美国家庭学校

教育发展的动因*历程*面临的问题及未来趋势进

行分析#以便于我们对这一特殊的教育形式进行

整体性观照'

!4美国家庭学校教育的发展动因

教育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是整个社会大系统

的一个子系统' 正如米亚拉雷等学者所讲!整个

教育系统一般在两个限制条件下运转#即社会+

政治的限制条件和历史的限制条件%#&

' 美国家

庭学校教育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其产生与发展也

受到多种因素影响#下面将从社会经济*政治*文

化三个方面进行论述'

!)!4社会经济大发展的推动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正是美国经济快速发展的

黄金时代' 正是由于经济的快速发展#美国民众

得以充分就业#收入水平增高#不少家庭具备了在

家中实施教育的条件#比如丰富的教育资源*较好

的教育素质*更多的闲暇时光等' 同时#信息技术

的快速发展#使得接受教育的时空更加灵活' 然

而#经济的极大发展也引起了人们意识的转变和

传统信仰的缺失等问题%%&

' 联邦政府及家庭将

目光投向教育领域#争先向教育投资' 美国社会

逐渐意识到#教育目标的实现不单单局限于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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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背景下的学校教育#由此家庭学校教育这种教

育形式逐渐萌生'

!)#4新保守主义政治的影响

经过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多元文化主义的强烈

冲击之后#自由主义在美国得到了大力推崇#各种

有违传统宗教道德的社会问题也层出不穷#如儿

童色情*性混乱和家庭暴力等社会问题引起了精

英群体的不满'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里根政府为

代表的新保守主义对自由派采取宽容态度#而对

左派毫不妥协%2&

#社会精英群体对此大力支持'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信奉自由主义的民主党派开

始掌握政治主导权#在文化领域推行新保守主义#

强调自由择校权#以满足学生的个性化需求#进一

步推动了家庭学校教育的发展' #$$! 年#小布什

在新保守派的大力支持下入主白宫#启用了一大

批新保守派人物' (G,!!)恐怖事件使新保守主

义的主张和思想更加盛行#深刻影响着美国文化*

教育*政治的方方面面%"&

'

!)%4维护美国传统宗教价值观的需要

美国传统宗教价值观是家庭学校教育出现与

盛行的重要原因之一' 美国是一个多种宗教信仰

共存的国家#也是一个多元文化并存的国家' 参

与家庭学校教育的多为一些宗教信仰浓烈的家

庭#多数学生家长因为反对学校中普遍流行的金

钱至上*虚荣等价值观#希望能够自由地向孩子讲

授传统的宗教思想和宗教教义#让孩子形成保守

的政治经济思想#并将节制*自律等优秀品质教给

孩子#从而选择让孩子在家上学' 他们选择让孩

子退居家中接受教育#而避免受到学校中世俗精

神的干扰' 在他们看来#这种世俗精神强调个体#

否定了他们所认同的上帝权威'

#4美国家庭学校教育的发展历程以及

成效

从殖民时期到十九世纪早期#美国民众的知

识*技能和道德价值观教育主要以家庭为单位进

行#这在美国早期的精英阶级中尤为常见%0&

' 当

时很多家长文化程度不足以教授子女#于是他们

便将子女送至有一定文化水平的妇女那里接受教

育' 由于上课地点主要在厨间#且上课的(教师)

也多为家庭主妇#因此也称主妇学校或者厨间学

校%1&

' 尽管厨间学校的教学内容主要是一些简

单常识及识字教育#但是这些厨间学校的存在一

定程度上提高了美国底层民众的教育水平' 可以

说#美国家庭学校教育历史根基比较深厚'

从十九世纪上半叶起#在美国教育家贺拉

斯,曼"7'?A-9HA..$等人的推动下#公立学校运

动开始蓬勃发展' 到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各州相

继颁布并实行了-义务教育法案.' -义务教育法

案.使得家庭学校教育这种形式受到一定程度的

抑制#不过#还是有部分家庭依然选择在家中教育

自己的孩子#如一些富裕的贵族*上流社会家庭*

无法进入公立学校的偏远地区的家庭#一些少数

平民百姓家庭也因孩子不适应公立学校的大班教

学#从而也选择在家中亲自教育孩子或者聘请巡

回教师进行教学' 当时由于大部分家庭学校教育

的教学资源及教学质量难以达到公立学校的教育

水平#因此家庭学校教育受到社会的质疑#家庭学

校教育的发展趋缓'

进入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在美国社会经济*

文化及政治的共同影响下#美国家庭学校教育开

始进入一个新的时期' 二十世纪美国家庭学校教

育大致可以划分为三大阶段!缓慢发展时期"二

十世纪初到五十年代末$/快速增长时期"二十世

纪六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初$/稳定增长时期"二十

世纪九十年代末至今$'

#)!4缓慢发展时期$二十世纪初至五十年代末%

美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迅速发展为美国教

育的大规模扩张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并且

(随着公立学校运动的扩展#提出了尽可能为所

有的人提供更多的教育的理想' 0为更多的人提

供更多的教育1#成为十九世纪后期的主调)

%*&

'

这一时期美国的经济发展迅速#机械化作业大范

围取代了人们的手工劳动#农村人口大量涌向城

市谋生#流动人口的快速增长给城市造成了相当

大的负担' 美国政府为缓解城市负担不仅投入大

量资金改善郊区基础建设与设施#甚至还出台有

关法令扶持公路建设#同时还以经济政策激励居

民到郊区盖房落户' 部分中产阶级也相继走出都

市#到郊区追求更加优质的生活' 到二十世纪八

十年代#美国郊区人口已经达到了总人口的

2$I

%2&

' 同时#这种聚集又把不同民族*收入水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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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异*文化差异较大的人集中在一起#很自然地构

成一道道看不见的文化壁垒#冲击着不同阶层的

思想文化#这使得一部分家庭更愿意在家里教

子女'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美苏处于冷战争霸

时期#为了在航天领域追赶苏联#美国新保守主义

者推动了以数学和科学为重心的课程改革#联邦

政府对教育的管控越来越严#对教育的投入不断

增长#此时公立学校教育正处于发展的顶峰#抑制

了家庭学校教育的发展' 这一时期的家庭学校教

育只是极少部分人的行为"如阿拉斯加等边远地

区的一些有宗教信仰的家庭和传教士家庭以及经

常迁徙的军人$

%G&

#家庭学校教育并未引起人们

广泛的兴趣'

综上所述#这一时期政府开设公立学校的同

时#美国家庭学校教育也在尝试进行有组织*有计

划地开展#它属于出于维系宗教信仰或满足特殊

教育需求等原因而拒绝学校教育的少数家庭或是

一些处于教育(劣势)的家庭所采取的一种教育

选择的行为'

#)#4快速增长时期$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至九十

年代初%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以伊利奇"J)J<<(-;$为

代表的激进分子宣扬(学校消亡论)#他认为#学

校教育的对象只是那些完全按照逐渐认可的社会

控制的要求进行学习的人%!$&

#对学校教育提出了

质疑' (学校消亡论)引发了家庭和学校争夺教

育权的现象#一时间教会和家庭对学校教育的投

诉大大增加#这无疑是对学校教育的一种挑战'

这些激进分子认为家长对子女具有教育权#正如

-人权宣言.第二十六条所讲的(人人都有受教育

的权利)(父母对其子女所应受的教育的种类#有

优先选择的权利)

%!!&

' 因此#家庭学校教育受到

人们追捧' 因与公立学校存在冲突#且未得到政

府和媒体大众的支持#面对一系列质疑的声音以

及为了避免官司缠身#所以更多的家庭学校教育

逐渐转入(地下)#与公立学校处于对峙僵持阶

段' 但就实施家庭学校教育的家庭和学生的数量

而言#据相关数据显示#仅科罗拉多州州政府所核

准的家庭学校教育数就从 !G*$+!G*! 年的 "2 家

增加到了 !G*1年的 *%"家#其他各州也陆续出现

这种家庭学校教育的模式' 事实上#据估计#儿童

在家就学的真正数目已经从 !G1$ 年初期的

!" $$$人上升至 !GG$ 年的近 1$ 万人%!#&

#此时期

家庭学校教育在数量上呈现出较快的增长趋势'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美国的校园暴力触目

惊心#一个调查青少年问题的参议院的小组委员

会"B;9:9.AB9K@@LM-'88(BB99$发布了一份(安全

学校报告":AD9:-;''<@N9>'?B$)!在所有的校园

暴力中#学生过失杀人的比例近两成#盗窃案件占

一成#药物滥用近四成%!&

' 父母迫切想要他们的

孩子逃离充满危险的公立学校#自己在家教育孩

子' 美国公立学校暴力问题层出不穷#教育质量

也时常遭人诟病' 美国教育部长威廉姆,贝内特

"O(<<(A8E9..9BB$提供的统计数据显示#!G0$ 年

至 !GG$年美国学生的 :6P"美国的高考成绩$平

均成绩下降了近八十分%!&

' 不仅是一般学生的

成绩下降#优秀学生的成绩也在下降' 公立学校

的种种不良数据#反映了美国学校教学和管理方

式存在的问题' 大多数家长也逐渐意识到自己的

孩子更需要个性化的教学方式#而不是像车间生

产的批量产品一样#用一个模子刻出来'

二十世纪后期#美国公立学校关注(头脑)甚

于关注(心灵)#青少年思想道德滑坡的问题随之

产生%!%&

#这也是一部分家长接受家庭学校教育的

原因之一' 学者安德鲁,斯通提供给美国家庭传

教联合会"689?(-A. 7'89H(@@('.A?C:'-(9BC$的

报告中称!(基督之福音#已经回荡在所有大众的

思想心灵中#它是唯一可以塑造这个国家未来命

运的思想源泉)

%!2&

#可见宗教为人们带来的是一

种信仰*目标和道德准则#因此强化道德教育受到

了美国社会的普遍关注' 家长希望孩子能够继承

自己的宗教信仰和价值观#家庭学校教育被认为

在这个方面有优势'

#)%4稳定增长时期$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至今%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美国制定了家庭学

校教育法律#加上互联网的普及等原因促使家庭

学校教育快速发展#家庭学校教育规模急剧增长'

而新冠肺炎疫情使美国家庭学校教育再度展现出

它独特的教育优势'

!GG%年#全美所有州都承认了家庭学校教育

的合法地位#家庭学校教育的人数开始大幅度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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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 据全国教育数据中心 "QAB('.A<R&L-AB('.

SABAT9.B9?$公布的数据显示#!GG0年在家上学的

学生为 0%)0 万*!GGG 年为 *" 万*#$$% 年为 !$G)0

万*#$$1年为 !"#万*#$!# 年为 !11)% 万*#$!0 年

为 !0G万#民间统计的数据则显示其数量更多'

不少学者认为这个数据是相当保守的#因为很多

家庭拒绝参加调查' 根据美国教育部"U):)S9V

>A?B89.B'DR&L-AB('.$和国家教育统计中心"QAV

B('.A<T9.B9?D'?R&L-AB('. :BAB(@B(-@$的官方数据显

示#在家上学的比例逐年明显增加#从 !GGG 年到

#$!0年在家上学的学生数从 *" 万增加到 !0G

万#数量上几乎翻了一番' 二十一世纪初期#对美

国家庭学校教育虽然尚存争议#但它还是获得了

社会的广泛认可'

#$!G年春约有 #"$ 万名在家上学的学生#到

#$#$年春#美国人口普查局"U):)T9.@L@EL?9AL$

发布(家庭脉搏调查) "7'L@9;'<& WL<@9:L?X9?C$

结果显示#选择在家上学的学生数量增长了

")2I#到了 #$#$年的春秋之间#选择在家上学的

学生数量从 "I增加到了 !!I' 在过去几年中#

在家上学的学生人数估计以每年 #I到 *I的速

度增长#这是因为从 #$!G 年至 #$#! 年新冠肺炎

疫情暴发#为了降低疫情感染风险#原来在学校上

学的部分学生也转为在家上学#因此在家上学的

学生人数及增长速度进一步加快' 并且#一直以

来许多家长对学校教授的课程的质量质疑#同时

由于互联网时代的发展#在线学习资源数量越来

越多#质量也越来越好#部分家长将目标投向了在

线学习资源' 另外#开展线上教学对学生自主学

习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同时也给予了学生更多

的自主选择权和参与权%!"&

#(面对面教育)"学校

教育$的未来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4美国家庭学校教育的现实问题与未来

展望

如今#美国家庭学校教育已经发展成一种比

较具有影响力的教育形式#在美国教育系统中作

为一种择校方式的存在#相对于特许学校和教育

券"R&L-AB('.A<Y'L-;9?@$而言#它更自由%!0&

#对

美国教育产生了相当积极的影响' 由于学生家长

的经济实力与受教育程度不断提高#可以预测#未

来在家上学的学生数量以及教育质量也会逐步提

升#但美国家庭学校教育也不可避免产生了一些

亟须解决的现实问题'

%)!4美国家庭学校教育的现实问题

历史地看#美国家庭学校教育一直存在争议#

且这些争议一时无法解决' 关注最多的是儿童社

会化问题#众多学者对此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但是

这也仅仅是一个客观存在的问题#儿童社会化与

个体差异*生长环境等因素有很大的关联度' 本

文主要关注到的是#该教育形式是否能促进教育

公平和是否有效果的问题'

家庭学校教育出现后#教育公平是否得到有

效解决2 从教育公平的核心概念来看#教育机会

均等可以实现教育公平' 但是#由于个体差异和

社会政治经济地位的不平等#处于不利地位的个

体往往丧失了教育公平的机会%!1&

' 相对于传统

的公立学校#家庭学校教育在公平方面确实发挥

了很大的功效' 它以其卓越的成绩获得研究人员

及公众的拥护#因此#目前家庭学校教育已一改往

日被社会边缘化的命运#被纳入美国的教育系统'

在美国择校教育改革的大背景下#家庭学校教育

已成为有影响*有代表性意义的择校形式之一'

我国学者对美国教育均衡化发展进行研究时一般

也会把家庭学校教育纳入研究范围' 但是#因为

特殊利益团体#家庭学校教育很可能又会形成教

育机会不均等问题#特别是那些收入水平较低的

家庭*单亲家庭以及少数民族和其他弱势群体的

家庭#这让本来能够非常优秀的孩子丧失了成才

的可能'

教育效果是否具有代表性2 几乎所有的研究

结论都认为#接受家庭学校教育的学生的学业成

绩优于公立学校学生的学业成绩%!*&

' 专注于研

究家庭学校教育的学者雷"NAC$曾对受美国家庭

学校教育的学生的成绩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查#调

查多采用发放问卷的方式#家庭教育较成功的家

庭对问卷的反馈较为积极#研究结果缺乏全面性

与普适性' 也有研究把受家庭学校教育学生的学

业成绩和国际标准水平考试结果作对比#这些研

究却欠缺真实性和客观性#研究结果可信性较低'

综上所述#对家庭学校教育效果的相关研究或多

或少存在一些缺陷#因此如何正确地评估家庭学

2



第 #期 周险峰#等!逃离学校2 +++美国家庭学校教育透析

校教育效果需要进一步研究'

%)#4美国家庭学校教育的未来展望

美国家庭学校教育的发展过程可谓一路坎

坷#在各方力量的不断坚持下#最终取得了合法性

地位#家庭学校教育的规模不断扩大#也取得了令

人欣慰的教学成效#得到了众多学者和公众的青

睐' 但是#家庭学校教育真正实施起来还存在一

定的现实困境#未来家庭学校教育还有很长的一

段路要走' 从目前美国家庭学校教育的发展趋势

来看#未来家庭学校教育这一教育选择形式的热

度将会持续走高#与各方社会力量的联系会更加

密切#尤其是与公办学校之间的联系'

进入 #!世纪#加强家庭学校与公办学校之间

联系的呼声异常高涨#美国国家教育目标小组

"P;9QAB('.A<R&L-AB('. 5'A<@WA.9<$把家长参与

列为第 * 目标' 各州也在制订相关政策#并帮助

地方学校和地方教育机构制定方案#增强二者之间

的伙伴关系#以满足父母和家庭的各种不同需要#

其中包括弱势儿童父母*双语儿童父母以及残疾儿

童父母/学校也会主动邀请父母及家庭成员加入伙

伴关系#支持子女在家从事学术工作及在校共同进

行教育规划/父母和家庭保证学校获得他们足够的

支持#同时也对学校及教师责任提出高标准的要

求' 实施家庭学校教育的家长发现#在教育孩子的

过程中仅仅凭借自身已有的教育资源是远远不够

的#尤其是在体育与艺术能力等培养方面#很难给

予孩子足够的专业指导' 这表明#家庭学校与公立

学校之间的合作是培养学生的必然趋势'

可以预见#未来的家庭学校会不断地吐故纳

新#更为理性地看待孩子的学习活动#充分利用所

有可以利用的学习资源#更加全面地吸收适合的

教育资源' 公办学校也会更积极地为家庭学校提

供帮助#开展各种形式的教育交流活动#美国关于

家庭学校的支持性法规也会更加完善#以满足参

与家庭学校教育的各种需求'

24结语

教育关乎人的一生#与所有人的生活息息相

关' 时至今日#关于教育的讨论一直在进行之

中%!G&

' 美国家庭学校教育也是在不断争论中行

进的#从其出现之初到与学校教育并立#到最终得

到政府*社会*法律及公众多方面的接受和支持#

社会公众对其争论仍在继续' 美国家庭学校教育

的产生#可以说是对当时学校教育不满的一种行

为体现#表达了公众对教育资源配置不合理的抗

争#也是对学校教育质量不满的一种抵制#同时也

反映了社会的教育需求不断更迭换新的发展趋

势#这正是家庭学校教育产生的主要原因' 当前#

美国家庭从政府手中争夺教育权并非是一种纯粹

的回潮现象#而是一种以否定之否定的螺旋式上

升的形式对教育本身的一种回归与超越#因此#对

于家庭学校教育这一教育形式#不仅要认识家庭

在学生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也要认识到学校

应从同质化的人才选拔转变为个性化的发展需求

的育人机制#可以说#多样化发展需求是教育选择

的一种必然#家庭学校教育的存在也证明了这

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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