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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在我国当代的家庭教育工作中已成为一个十分突出的

问题。总体来看，我国独生子女的家庭教育的基本状况是好

的，但是也存在着许多令人担忧的问题：一是期望值偏高；

二是教育方法不当；三是相当一部分独生子女家庭陷入溺爱

与过分管教相交织的误区。造成我国独生子女家庭教育问题

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是： 一、不能正确对待独生而导致

过分溺爱 我国的社会生产力水平还较低，社会养老问题还没

能得到很好的解决，以及受多子多福等传统文化观念的影响

，我国人的生育愿望仍是强烈的。因此，不论生男生女，只

生育一胎，对多数独生子女家庭来说，并非出于自愿。这是

我国在人口生育问题上绝大多数家庭的心理状况和社会现实

。但由于我国的国情，若不控制人口数量的大幅度增长，就

会造成更严重的人口等社会问题，因此提倡一胎化，是我国

不得不实行的国策。一胎化政策的执行遇到了多种阻力，特

别是在生产力水平低及文化水平低的农村遇到的阻力更大。

十多年来，这一政策虽然在我国城市中特别是在干部、职工

队伍中得到了较认真的执行，但是，由于多数独生子女家庭

中人们的心理状态不平衡及我国传统文化的作用，这些独生

子女家庭便把对众多孩子的爱和希望都集中在独生子女这株

独苗上。这便是多数独生子女家庭自觉不自觉地被陷入溺爱

中的社会原因和家庭原因。 由于多数独生子女自觉不自觉地

被陷入了两代六位长辈的溺爱之中，自幼娇生惯养，孩子知



道自己在家庭中的中心地位，在抗拒家庭教育方面也就往往

有恃无恐。因此一些家庭对其也就任其所为，使其为所欲为

。再加之对其期望值普遍较高，也就导致了不少独生子女家

庭的家庭教育失常，形成对孩子的过度保护。比如，不让孩

子离开自己，或者由于怕不卫生，或者怕孩子学坏，或者怕

孩子受欺侮，不让孩子独立活动而包办一切。结果就出现了

《中国的“小皇帝”》里所描绘的，儿子在夏令营时住在学

校里，父亲半夜爬到儿子床底下守着，怕儿子掉下床来。这

种过度保护极不利于孩子的正常发展。 一些独生子女的家长

对独生和独生政策的心理反差，往往导致情感的扭曲，使对

孩子的爱缺少理智过度偏爱，致使不少独生子女家庭出现低

收入高消费现象，把大部分钱花在孩子身上，尽力满足孩子

的要求，甚至许多是不合理的要求。 明明家境并不富裕，却

对孩子的要求百依百顺；明明孩子艺术能力一般，缺乏“音

乐细胞”，却买了电子琴，甚至钢琴，还花高价请家庭教师

辅导孩子；明明是孩子的错误，却百般庇护，百般说好；明

明孩子智商一般，却当成神童来要求等等。这种情感上的扭

曲，使孩子在一种扭曲的氛围中成长，无疑也会扭曲孩子的

心理，出现心理障碍。 二、因是独生，家庭环境有不利于孩

子成长的因素 孩子的健康成长，特别是其幼年期的心理发育

，需要一定的条件。失去了一定的客观环境条件，孩子的健

康成长特别是幼年期的心理发育便会受到一定的影响。比如

说，孩子在其幼年期的心理正常发育，需要有与其年龄相仿

的孩子一起生活、玩耍的生活体验和情感交流，这样才有利

于孩子产生童心的共鸣，相互促进，保证身心的健全、健康

发育。对此，国内外儿童心理学家都是共同肯定和强调的。



而独生子女由于无兄弟姐妹，在家庭中就缺少小伙伴，整天

与成年人特别是年长的祖父母或外祖父母生活在一起。在城

市里，邻里关系一般又不亲密，来往较少或很少，特别是在

高层楼房中生活的孩子更是如此，各家自立门户，基本上是

“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因此，就使得相当数量的

城市独生子女自幼缺少小伙伴，而整天被成年人包围和保护

着，这样的生活环境是不利于孩子的身心发育和健康成长的

．再则，儿童的独立性和独立生活能力等需要在平常的生活

中得到训练和养成。而独生子女由于自幼就被陷入在多位老

人的过度保护之中，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衣择其佳、

饭择其精的生活，样样都能顺利的得到满足，整日与各种高

档玩具相伴，因而容易养成独立性差、倚赖性强、自幼好逸

恶劳、追求享受、不识五谷春秋等弱点和缺陷。 三、家庭教

育水平普遍不高 从总的情况看，近些年来，我国虽然已着手

对家庭教育问题的科学研究和指导，已有不少部门和教育学

家、社会学家、心理学家在越来越关心这一问题。但是，有

关研究的深度和广度还有限，普及的力度和广度还不能适应

我国这个多人口、多独生子女国家的需要，这种状况，从总

体上决定着我国的家庭教育水平还不高。再则，不少家长不

爱学习或不善于学习，更是缺乏对家庭教育知识的学习和研

究，不愿在子女教育方面动脑筋、下功夫。 因此，要提高我

国独生子女综合素质，最根本的在于提高独生子女家长的家

庭教育水平。 一是要创造良好的家庭教育环境 良好的家庭教

育环境，主要包括：家长要掌握必备的文化知识和科学育儿

知识，并能根据独生子女的特点进行合理的教育；独生子女

的家长必须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并成为孩子的楷模；要形



成民主和睦的家庭气氛，使孩子从小就学会尊重、关心、团

结、体谅他人；尽力促使其多方面良好个性的形成，为成人

、成才打下坚实的基础。 二是要遵循家庭教育原则 根据独生

子女家庭教育的特殊性，在施教过程中应遵循适度原则、全

面原则、一致原则、民主原则和严格原则。所谓适度原则，

是指独生子女的教育必须依据其身心发展的基本规律，不要

因为是独生子女而寄予过高的期望，提出过高的要求，给予

过分的爱和照顾。在智力开发上不搞过度教育；在生活中，

要使孩子做些力所能及的事，不能事事都由家长代劳；在物

质供应上，不给过度满足等。全面原则，是指要注意德、智

、体、劳、美的全面发展，尤其要处理好智力教育和非智力

教育的关系。一致原则，是父母对子女教育的态度，祖父母

、外祖父母对其的教育态度要取得一致，要注意教育的整体

效应，要配合默契，协调行动，在孩子面前不出现意见分歧

和冲突。民主原则，是指在家庭中要形成民主气氛，不搞“

家长制"，家长要尊重孩子的意见，不搞一言堂，逐步培养孩

子的独立人格。严格原则，是指对孩子的不良行为不能放纵

，要使孩子逐步树立起是非观念，养成知错必改的好的道德

品质，只要不断克服自身弱点，才能健康成长，才能成为有

益于社会的人。 三是要加强对独生子女社会化教育 由于独生

子女没有兄弟姐妹，自幼缺少小伙伴，多数时间生活在成人

之间，所以，多数独生子女在许多方面的性格都不能很好地

融合于社会之中。因此几乎所有的有关研究和专家都认为独

生子女最明显的缺点就是缺乏社会性。主要表现就是缺乏与

周围人交往的能力；缺乏参与社会的能力；缺乏在社会环境

中应变的能力。因此强化独生子女的社会化教育，是改善独



生子女家庭教育的重要内容和方法之一，也是克服其在独生

的环境中容易形成的弱点的重要途径和根本措施。要多给独

生子女提供社会生活，孩子到二、三岁时就希望有儿童伙伴

，独生子女这方面的要求就更强烈，希望进入他(她)们的“

儿童社会”、“儿童世界”。如果得不到满足，孩子的性格

就会变得孤僻、不合群。因此当孩子长到一定年龄的时候，

就必须向孩子提供年龄接近的小朋友，给孩子提供他(她)们

的社会生活。为此，可带孩子去串门，找其他小朋友玩耍；

可带孩子到儿童乐园去游戏：也可尽早将孩子送进托儿所、

幼儿园，让孩子去广交小朋友，扩大其社会交往。切不可把

孩子一直关在家中，使其离群索居。 四是要培养独生子女的

独立能力 家长应有意识地克服过度照顾和过度保护，凡是其

能自己独立或在指导下完成的事，让孩子自己来干，不要包

办代替。独立自主能力是在实践中锻炼出来的。应给独生子

女多创造锻炼其独立能力的机会，应尽早鼓励其自我照顾，

稍大一些，可交给孩子一些能独立完成的任务，完成得好，

要鼓励、表扬，促使其增强自立、独立的积极性。从小注重

培养独生子女的自主活动能力。所谓自主活动，就是按照他

们自己的意志去活动。这种活动有利于培养独生子女的勇敢

精神和创造性。凡是不违背社会规范的孩子们的自主活动，

家长们都应该尽力给以鼓励、支持。即使失败了，也不一定

是坏事，仍可磨练孩子们的意志力，培养克服困难的精神，

并且还会促使孩子多动脑筋，知道在世界上办成一件事并不

是容易的事，激发其刻苦学习和勇于探索的精神。 五是要进

行适度逆境教育 为了克服独生子女的弱点，应对独生子女进

行适度的逆境教育，进行居安思危、忧患意识、勇于实践、



经受挫折、克服困难、摆脱依赖和培养自主自立精神的教育

和锻炼，使孩子逐步形成对困难的承受能力和对复杂环境的

适应能力，培养孩子不畏困难的坚强意志和毅力。 独生子女

对于千千万万个独生子女家庭来说只是父母的心肝宝贝，对

国家和民族来说，却意味着整个未来，因此谁懂得怎样更好

的教育独生子女，谁就赢得了未来，谁就能拥有美好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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