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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家长教养观念及方式的现状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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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家庭系统的重要他人的教养观念*教养方式对幼儿的发展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文章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考察幼

儿家长的教养观念及方式%探究祖辈*父辈两代人在幼儿教养上的共性与差异性'结果发现&多数家庭的祖*父辈共同参与幼

儿的教养%父辈多为主要教养者!祖*父辈获取及解决教养难题的途径*教养观念及教养方式既存在共性又存在不同程度的差

异性'正视两代人教养的共性和差异性%发挥其中有利之处%规避存在的不足%对幼儿及其家庭大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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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

幼儿期是个体身心发展的重要时期%尽管大部

分幼儿接受着学前教育%但家庭仍是幼儿早期教养

的重要环境%是幼儿生活和教育的第一场所%家庭教

育对幼儿身心发展的影响最深刻*持续时间最长'

.

#

/

在中国%因受一定的传统因素和社会背景因素

影响%隔代教养现象普遍存在'而随着知识和观念

的更新%尤其在城市%现代年轻人越来越重视亲代教

养%但由于工作和生活压力的增大%很多父辈仍无法

独立承担幼儿的教养工作%还需要祖辈不同程度地

参与其中'于是%纯粹的隔代教养越来越少%大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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颖%孙巧锋&幼儿家长教养观念及方式的现状调查

是由祖辈和父辈两代人共同参与幼儿的教养'亲代

教养和隔代教养并存的家庭教养%会因为传统*血

缘*代际传递等的影响而形成一定的相似性%也会由

于社会经济文化背景*年龄*知识*经验的不同而带

来两代人教养的差异性'这些相似性和差异性都对

幼儿带来一定的利弊影响'为此%需要对幼儿家长

的教养状况进行了解%同时%考察祖*父辈两代人之

间教养的相似性和差异性%关注其中值得挖掘的优

势资源并探讨可能存在的冲突及解决途径%为有效

地进行家庭教养提供方向%以更好地促进幼儿的

成长'

二"研究方法

#一$被试

采用方便取样的方法%以幼儿园
%

$

C

岁幼儿的

家长为对象进行问卷调查%共回收问卷
B!%

份%有效

问卷
FJF

分%有效率为
I!?BY

'其中%父辈
%!%

人

"

CC?$Y

#%祖辈
#C#

人"

%%?%Y

#'

#二$调查工具

#?

基本信息&包括幼儿的性别*目前是否独生子

女%父辈是否独生子女%家长的学历及职业等'

!?

教养情况&包括幼儿主要的抚养者*教育者及

接送者!家长获取教养知识*解决教养难题的途

径等'

%?

教养观念&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儿童发展观%

即家长对儿童成长的看法!二是家长期望观%即家长

对儿童成长的期望!三是儿童教育观%即家长对教育

的理解'

F?

教养方式&采用杨丽珠*杨春卿"

#IIJ

#编制的

家长教养方式自评问卷%

.

!

/用于调查家长的教养方

式%问卷共有
F"

个条目%分为溺爱*放任*民主*专制

和不一致五个维度'采用五级评分形式+

#A

从不%

!

A

很少%

%A

有时%

FA

经常%

BA

总是,%相应的记分为

#AB

分'分维度的平均分越高%表示家长的教养方

式越倾向于该维度'本样本中%该问卷各维度内部

一致性信度在
"?C%A"?$B

之间'

#三$数据分析

采用
.L..#J?"

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主要的

分析方法有卡方检验*方差分析等'

三"研究结果

幼儿主要抚养者和主要教育者多为父辈"占

BB?FY

和
CF?$Y

#%祖辈更多地参与到幼儿的抚养

"占
FF?BY

#%也有一定比例的祖辈参与幼儿的教育

"占
%F?!Y

#'幼儿上下幼儿园的主要接送者中%父

辈和祖辈的比例相当"分别占
FJ?JY

和
FI?%Y

#'

#一$家长获取教养知识"解决教养难题的途径

从表
#

可以看出%父辈获得教养知识的途径主

要有书籍-报刊-杂志*网络论坛-
HLL

*朋友-同辈!

祖辈则首选从朋友-同辈获得教养知识*其次是书

籍-报刊-杂志'卡方检验的结果显示&父辈从网络

论坛-
HLL

*书籍-报刊-杂志*长辈获取教养知识的

概率显著或边缘显著地高于祖辈%而从电视媒体*医

疗保健机构*早幼教机构以及朋友-同辈获取教养知

识的概率则显著或边缘低于祖辈'

表
#

!

家长获得教养知识的主要途径

父辈 祖辈
%

!

书籍-报刊-杂志
!FF

"

$B?BY

#

#"#

"

C%?#Y

#

J?"J

$$

网络论坛-
HLL !"!

"

C!?BY

#

%"

"

#J?CY

#

J!?II

$$$

长辈
##J

"

%C?BY

#

FB

"

!J?#Y

#

%?%J

g

朋友-同辈
#I#

"

BI?#Y

#

#"I

"

C$?$Y

#

%?%B

g

医疗保健机构
%C

"

##?#Y

#

%J

"

!%?CY

#

#!?J$

$$$

早幼教机构
C"

"

#J?CY

#

B!

"

%!?%Y

#

##?%J

$$

电视媒体
$$

"

!%?JY

#

$B

"

FC?CY

#

!B?J"

$$

专业讲座-课堂
F#

"

#!?$Y

#

#B

"

I?%Y

#

$$$

+

社区宣传
!

"

"?CY

#

J

"

B?"Y

#

$$$

+

!!

注&

$

&

N%

"?"B

%

$$

&

N%

"?"#

%

$$$

&

N%

"?""#

%

g

&

"?"B

%N%

"?"$

%

+

&卡方检验无意义%下同'

面临教养难题时%父辈主要倾向于通过自己摸

索和尝试*向同辈咨询或参考书籍-报刊-杂志%而祖

辈亦更愿意通过自己摸索和尝试或向同辈咨询来解

决问题"表
!

#'卡方检验的结果显示&父辈与祖辈

通过在网络论坛-
HLL

发起求助*向长辈咨询等途

径解决教养难题的概率存在差异%前者显著高于后

者%而通过参考电视等传媒的指导*自己摸索和尝

试*向早幼教机构教师咨询等方式解决教养难题的

概率亦有差异%前者显著低于后者'

表
!

!

家长面临教养难题时的解决途径

父辈 祖辈
%

!

向长辈咨询
#FF

"

FF?CY

#

F#

"

!B?BY

#

#C?C%

$$$

向同辈咨询
#$C

"

BF?BY

#

I#

"

BC?BY

#

"?#J

参考书籍-报刊-杂志
#$C

"

BF?BY

#

$F

"

FC?"Y

#

%?#%

在网络论坛-
HLL

发起求助
#"I

"

%%?$Y

#

!"

"

#!?FY

#

!F?II

$$$

参考电视等传媒的指导
%%

"

#"?!Y

#

%I

"

!F?!Y

#

#C?CB

$$$

向医疗保健专业人员咨询
$$

"

!%?JY

#

FJ

"

!I?JY

#

!?""

向早幼教机构教师咨询
F$

"

#F?CY

#

%$

"

!%Y

#

B?%!

$

听取专家讲座
!I

"

I?"Y

#

!%

"

#F?%Y

#

%?#C

通过自己摸索和尝试
#$I

"

BB?FY

#

#"I

"

C$?$Y

#

C?$%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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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家长的教养观念

#?

家长对幼儿成长的看法

有关家长对幼儿成长看法的调查结果显示&父

辈"

CF?$Y

#和祖辈"

CI?CY

#多认为环境及教育的作

用对幼儿的成长至关重要%其它"父辈占
%BY

和祖

辈占
!J?CY

#则认为幼儿的成长受遗传和环境及教

育的相互作用%二者差异不显著'

B$?IY

的父辈和

F#Y

的祖辈认为幼儿是独立的个体%而
%%?$Y

的父

辈和
BC?BY

的祖辈认为幼儿是全家的中心%二者差

异显著"

%

!

\!B?#B

%

N%

"?""#

#'祖辈最为重视关注

幼儿的体质"占
BB?%Y

#%而父辈关注幼儿品德和性

格的比例相当"分别占
FF?C

和
F"?!Y

#%父辈和祖

辈之间存在显著差异"

%

!

\#I?JB

%

N%

"?""#

#'

!?

家长对幼儿成长的期望

从表
%

结果看出&父辈和祖辈对幼儿的期望类

似但略有差异'父辈最希望幼儿未来有兴趣且快乐

生活%其次希望他们孝敬父母*正直善良!而祖辈则

对希望幼儿未来孝敬父母%有兴趣且快乐生活次之%

正直善良再次之'其中%父辈希望幼儿未来有兴趣

且快乐生活的比例显著高于祖辈'

表
%

!

家长对幼儿成长的期望

父母 祖辈
%

!

孝敬父母
!#I

"

C$?JY

#

##I

"

$%?IY

#

#?I"

有兴趣且快乐生活
!$#

"

J%?IY

#

#"C

"

CB?JY

#

!"?%C

$$$

热爱工作
CJ

"

!#?#Y

#

F!

"

!C?#Y

#

#?BB

为国尽力
C

"

#?IY

#

#F

"

J?$Y

#

$$$

+

博学多才
B$

"

#$?CY

#

%C

"

!!?FY

#

#?BF

有一技之长
IF

"

!I?#Y

#

F$

"

!I?!Y

#

"?""

正直善良
!"#

"

C!?!Y

#

IF

"

BJ?FY

#

"?C$

事业有成
B"

"

#B?BY

#

!!

"

#%?$Y

#

"?!J

%?

家长对幼儿教育的理解

如表
F

所示%祖*父辈都认为最需要重视幼儿性

格培养*品德教育及生活习惯培养%而卡方检验的结

果显示&前二者在两代人之间的差异显著%相比之下

父辈对幼儿性格培养*品德教育更重视'此外%还可

以看出祖辈对幼儿智力开发的重视程度要高于

父辈'

而从表
B

看出%祖*父辈都重视与幼儿沟通交

流*陪伴幼儿阅读和与幼儿一起游戏等互动活动'

但相比之下%父辈对这三者的重视程度要显著高与

祖辈'另外%结果还显示祖辈对照料幼儿起居生活

的重视程度要显著高于父辈'

表
F

!

家长所重视的幼儿教养

父辈 祖辈
%

!

健康促进或疾病防治
I"

"

!$?IY

#

BF

"

%%?BY

#

#?CC

智力开发
CB

"

!"?#Y

#

C%

"

%I?#Y

#

F?%F

$

性格培养
!"!

"

C!?BY

#

J#

"

B"?%Y

#

C?C!

$

心理保健
IB

"

!I?FY

#

%I

"

!F?!Y

#

#?FF

品德教育
#J!

"

BC?%Y

#

CC

"

F#?"Y

#

B?#B

$

安全教育
#"B

"

%!?BY

#

F$

"

!I?!Y

#

"?BB

生活习惯培养
#F$

"

FB?BY

#

J"

"

FI?$Y

#

"?$B

亲子关系培养
%B

"

#"?JY

#

I

"

B?CY

#

$$$

+

同伴关系培养
!J

"

J?$Y

#

J

"

BY

#

$$$

+

技能培养
!C

"

JY

#

##

"

C?JY

#

$$$

+

表
B

!

家长所重视的亲子活动

父辈 祖辈
%

!

照料幼儿的生活起居
##"

"

%F?#Y

#

$$

"

F$?JY

#

J?BI

$$$

与幼儿一起游戏
!##

"

CB?%Y

#

JB

"

B!?JY

#

$?#"

$$

陪伴幼儿阅读
!%$

"

$%?FY

#

#"%

"

CF?"Y

#

F?BF

$

陪同幼儿参加兴趣班
#J

"

B?CY

#

#B

"

I?%Y

#

$$$

+

指导幼儿做家务
CI

"

!#?FY

#

F%

"

!C?$Y

#

#?$%

与幼儿沟通交流
!$C

"

JB?FY

#

#!C

"

$J?%Y

#

%?IB

$

陪伴幼儿同伴交往
FB

"

#%?IY

#

!%

"

#F?%Y

#

"?"#

另外%大部分的祖辈"

C$?$Y

#和父辈"

C$?#Y

#

都认为两代人的教养观念有差异%但大部分能够理

解和接受%少部分"

%?#Y

和
FY

#认为存在巨大差

异%几乎不能理解和接受'

#三$家长的教养方式

描述统计的结果发现%无论祖辈还是父辈对幼

儿的民主程度最高"

%?J#h"?FI

#%处在中上水平%而

溺爱程度最低"

#?I#h"?B!

#%处在中下水平'对幼

儿的放任*专制及不一致程度水平中等'

采用方差分析考察教养方式在祖*父辈之间的

差异%结果发现"表
C

#&在溺爱和民主维度上%祖*父

辈之间存在差异%体现在父辈对幼儿的溺爱程度显

著低于祖辈%而对幼儿的民主程度则显著高于祖辈'

未发现祖*父辈之间在放任*专制*不一致等维度上

的显著差异'

表
C

!

教养方式在父母和祖辈上的差异

父辈"

*\%!%

# 祖辈"

*\#C#

#

M

溺爱
#?JCh"?FI !?#"h"?B$

$?%#

$$

民主
%?JFh"?FC %?CJh"?B%

B?$F

$

放任
!?#$h"?FF !?!%h"?F$ !?%%

专制
!?CIh"?FF !?$Fh"?FF #?"$

不一致
!?!Jh"?BB !?%Bh"?FI #?II

采用
:

检验或方差分析%分别考察祖*父辈的教

养方式在幼儿性别*幼儿目前是否独生子女*父辈是

否独生子女*家长学历及职业等特征变量上的差异'

F%



!

总
%%

卷 许
!

颖%孙巧锋&幼儿家长教养观念及方式的现状调查

结果显示&祖*父辈的教养方式在幼儿性别*幼儿目

前是否独生子女*家长职业上的差异均不具有统计

学显著意义'

在父辈是否独生方面%双独家庭的祖辈对幼儿

的溺爱程度*父辈对幼儿的专制程度都要显著低于

单独或非独家庭%而父辈的民主程度则相反'祖*父

辈对幼儿放任及不一致程度%以及父辈对幼儿的溺

爱程度在父辈是否独生上的差异不明显'

表
$

!

家长教养方式在父辈是否独生上的差异

父辈 祖辈

非独"

*\#BJ

# 单独"

*\#"%

# 双独"

*\C"

#

M

非独"

*\$!

# 单独"

*\B%

# 双独"

*\%%

#

M

溺爱
#?JIh"?FB #?J%h"?BB #?J"h"?FJ #?%% !?"!h"?C !?"!h"?B$ !?#Jh"?FF F?"%

$

民主
%?JCh"?FF %?J$h"?FI %?CIh"?FI

%?IJ

$

%?JCh"?C# %?J#h"?BC %?JBh"?FI #?BB

放任
!?!"h"?F" !?"Ih"?FJ !?!#h"?B% #?IJ !?%h"?FF !?#$h"?B% !?#Ih"?%I #?%J

专制
!?CIh"?FF !?CCh"?FB !?J%h"?F!

%?$"

$

!?$Bh"?B" !?$Fh"?%C !?$#h"?%J #?#"

不一致
!?!Jh"?B% !?!$h"?BI !?!Ih"?B% #?"! !?F!h"?FC !?%Fh"?BF !?%Bh"?FC !?FF

!!

在学历方面%父辈的对幼儿专制和放任程度的

差异显著%而祖辈教养方式在学历上的主要差异则

体现在溺爱*放任*专制*不一致等维度上'从趋势

上看"图
#

#%无论是祖辈还是父辈%家长对幼儿的民主

程度大体呈现随学历的增长而增长的趋势%而对幼儿

的溺爱*放任*专制和不一致程度的趋势则相反'

图
#

!

家长教养方式在学历上的差异

四"讨论与建议

#一$祖"父辈共同教养的可取之处

在家长教养中%随着教养观念和知识的更新%孩

子的教养的主要工作由父辈承担%祖辈则协同参与

幼儿的日常抚养*教育和上下园接送%完全由祖辈承

担幼儿教养工作的情况略少'就其益处而言%祖辈

的时间*精力相对充裕%教养实践经验相对丰富%对

幼儿更为耐心*细心和包容!而父辈思想相对开放*

视野广%教养理念和方式相对符合时代和幼儿成长

需要%更利于幼儿的健康发展'亲代和隔代共同教

养的方式存在可取之处%是可以相互依存的'这需

要祖*父辈充分发挥各自的教养优势%彼此沟通协

商%各取所长%寻求教养的一致性%为幼儿构建良好

的家庭教养环境'

父辈的教养知识和处理教养难题的方法主要来

源于书刊*朋辈及自己的摸索%互联网也是他们青睐

的资源获取途径之一%但父辈亦不排斥向长辈获取

一定教养经验'相似地%朋辈*自己摸索以及书刊亦

是祖辈获取教养知识和解决教养难题的重要渠道%

而同时他们受电视媒体*医疗保健机构*早幼教机构

的影响相对于父辈更为明显'可见%在获取教养知

识和解决教养难题上%祖*父辈是能够彼此接纳%父

辈需要祖辈既有的教养经验的支持%而祖辈亦愿意

通过多元途径更新自身的教养经验'

#二$祖"父辈教养观念的共性与差异性

祖*父辈普遍赞同环境及教育对幼儿成长的重

要性'然而%更多地父辈视幼儿为独立的个体%注重

幼儿的品德和性格!而祖辈则更多地将幼儿视作全

家的中心%最关注幼儿的体质'另外%父辈将有兴趣

且快乐生活置于首位%而祖辈则更看重幼儿孝敬父

母'这些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反映出隔代教养中存在

的+重感情轻理智,*+重养轻教,*+重智轻德,的现

象%亦可以看出老一辈更注重+孝,字为先%年轻一代

则更看重自我的实现'可见%祖辈要重视更新教养

理念%在关心照料幼儿生活起居*重视智能培养的同

时还要关注幼儿情绪情感的变化*个性心理的发展

特点及表现%重视幼儿的心理健康'

同时%祖*父辈对幼儿教育的理解大有相似之

处%对幼儿教育各方面重视的先后顺序大体相似%都

最为重视对幼儿的性格*品德*生活习惯的培养%重

视与幼儿的沟通交流*阅读陪伴和游戏'但在重视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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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程度上两代人的观念亦存在一定差异%如%父辈对

上述方面的重视程度要高于祖辈%而祖辈对幼儿智

力开发*幼儿生活照料的重视程度要高于父辈'尽

管同样可以看出祖辈+重养,*+重智,的表现%与父辈

存在差异%但事实上%从家长们的反馈中%大多数的

祖*父辈认为两代人教养观念的差异大部分能够理

解和接受%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两代人教养观念

并不存在大的冲突%它们彼此是可以融合共生的'

#三$祖"父辈教养方式的共性与差异性

整体上%家长普遍注重民主的教养方式%对幼儿

的溺爱程度低%反映了两代人教养方式的共性'民

主的教养方式是相对理想的教养类型%尤其是在存

在隔代教养的家庭中%民主的方式能够促使家庭中

所有成员的意见和看法得到及时交流和反馈%祖辈*

父辈及孙辈之间增强了沟通%消除了隔膜'

.

%

/但相对

而言%祖辈对幼儿更为溺爱%民主程度不及父辈%这

与以往的研究相类似%祖辈通常比父母更溺爱幼儿%

对幼儿的要求几乎百依百顺%对其日常生活包办代

替%

.

F

/这似乎是我国传统+祖孙亲近,现象的体现'

祖*父辈的教养方式在幼儿性别*幼儿目前是否

独生的差异不显著%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说明随着+男

女平等,*+优生优育,观念的深入%家长的教养方式

较少受幼儿性别及是否独生的影响'但值得关注的

是%双独家庭的祖辈对幼儿的溺爱程度最高%父辈的

民主程度最低而专制程度最高'双独家庭大多可能

面临着+

FA!A#

,家庭结构模式%如此模式下的祖辈

更容易将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投放到孙辈的教养

中%出现过分宠溺幼儿的现象'而一直以来社会各

界普遍对独一代的教养能力存在质疑%认为独生父

母相比于非独生父母更依赖于祖辈来承担幼儿的教

养工作%

.

B

/故而可能采取不甚理想的教养方式'另

外%双独父母可能承受着来自长辈较高的期望%而这

种期望会进一步转嫁到自己的孩子身上%这也是双

独父母在教养中更为专制而缺乏民主的可能原因之

一'因此%独生的父母%应该加强自身的教养责任意

识%承担起主要的教养工作%虚心向长辈汲取有益经

验%同时%也要通过其他途径%在学习和实践中提升

科学教养的水平%促进幼儿的健康发展'

另外%祖*父辈的教养方式在职业上的差异不明

显%但都表现为学历越高%对幼儿越是采取民主的教

养方式%而溺爱*放任*专制和不一致程度越低'学

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个体的知识水平*学历能力*

思想开放程度等%学历越高的人了解更多科学教养

的知识%并且愿意主动探究更好的教养方法%学习接

纳新鲜的教育理念'

.

C

/可见%无论祖辈还是父辈%受

教育的程度都会影响其是否采取更为科学合理的教

养方式%是否会固守既有的教养思维'另外%祖辈的

学历层次要低于父辈%加之所生活的社会文化环境

的差异%他们对新理念*新方式的接纳程度不及父

辈%这也是祖辈对幼儿的民主程度较低*溺爱程度较

高的因素之一'为此%低学历的祖父母%应该努力摆

脱教养中的思维定势%开拓视野%通过多元化渠道%

努力更新教养知识和理念%提升教养能力%减少对幼

儿的溺爱'

值得注意的是%家长虽然通过各种途径获得部

分较为先进的教育理念和科学的教育方法%但绝大

多数家长存在+知其然却不知其所以然,的现象%

.

$

/

因此%发挥两代人的教养优势%除了需要祖*父辈自

身的努力之外%还需要发挥早幼教机构及社区的辅

助作用'早幼教机构一方面%可以承担科学教养知

识的传播工作!另一方面%还可以开展一定的家庭教

养指导活动或系列课程%向祖*父辈传递有效处理教

养冲突的方式*方法%促进两代人共同提高教养的质

量'另外%社区也可以承担适当的家庭教养指导工

作%形式可以从单纯地亲子活动*教养宣传拓展到有

针对性的亲职教育或隔代教养指导沙龙或交流活

动%为提升祖*父辈共同教养质量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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