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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教育学》

前言

人们常常有一种错觉，一说起教育，总以为这是学校和教师的事情。其实，一个人的成长总是要接受
三方面的教育，即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而家庭教育在人的成长过程中起着特殊的极为重
要的作用。它之所以重要是在于：其一，家庭教育是最早期的教育，是一切教育的基础。学校教育和
社会教育都是在家庭教育的基础上进行的。儿童从出生的第一天起就开始接受家庭教育，父母就是他
们的第一任教师。如果儿童从小在家庭里受到良好的教育，以后学校教育就能顺利地进行；如果儿童
在家庭里受到不良的教育，就会使他们在接受学校教育时发生困难，学校就需要用很大的力气去矫正
他们的错误和缺点。生活的经验告诉我们，从幼年时期开始教育是不那么困难的，但以后矫正缺点的
再教育就困难得多。因此家庭教育把好第一关，打好教育的基础是十分重要的。其二，家庭教育的影
响最深刻。父母是儿童的亲人，他们是儿童最亲密，最信赖的人；同时他们共同生活在一个家庭里，
接触的时间最多，父母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时时刻刻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儿童。所以，父母的教育
往往在儿童心灵上起着决定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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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教育学》

内容概要

《家庭教育学:教育子女的科学与艺术》既从宏观上阐释了家庭教育的普遍规律，又从微观上论述了家
庭教育的具体技能与艺术，内容丰富，语言明快，易教易学，合理论性、操作性为一体，熔科学性、
可读性于一炉，可作为家长学校、师范院校教育或心理系科必修课教材，大中专院校公共选修课教材
。适合广大家长、教师、干部和科研人员阅读，是工会、共青团、妇联和关心下一代委员会指导家庭
教育工作的重要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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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教育学》

作者简介

赵忠心，河北省蠡县人。1941年出生，1965年毕业于北京师大教育系，后长期担任教育行政和教学工
作。从1980年开始专门从事家庭教育理论研究工作。现任国家基础教育实验中心社区与家庭教育研究
所所长、北京师大教育科学研究所研究员。1986年率先在我国高等学校开设家庭教育学课程。1992年
成为我国第一位家庭教育研究生导师。曾主持多项国家级或省部级科研课题，目前已为国家培养了家
庭教育学专业研究生近20名，负责指导家庭教育学专业的进修教师和访问学者共6名。曾到全国各地（
包括台湾、香港）讲学五百多场次，直接听众达一百多万人次，为宣传、普及家庭教育学理论作出了
突出贡献。主要著作有《家庭教育》（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中外家庭教育荟萃》
（高等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中国家教之道》（广西科技出版社1991年版）、《家庭教育学》（
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中国家庭教育丛书》（湖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等。其中，《家庭
教育学》一书是我国家庭教育界第一部被国家教育部推荐为全国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用书的学术著作
，该书在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期间，荣获由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和全国妇联共同主办的第二届
全国优秀妇女读物二等奖在1996年荣获北京市第四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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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教育学》

书籍目录

前言第一章 家庭教育学是怎样的一门科学(绪论)第一节 什么是家庭教育一、什么是家庭二、什么是家
庭教育三、家庭教育的性质第二节 什么是家庭教育学第三节 家庭教育学的发展过程思考研究题第二
章 家庭教育的地位和作用第一节 父母遗传和个人成长第二节 家庭环境和个人成长第三节 家庭教育和
个人成长第四节 家庭教育和社会发展思考研究题第三章 家庭教育的产生和发展第一节 家庭教育产生
的过程一、家庭教育不是最原始的教育形式二、家庭教育的产生第二节 奴隶社会的家庭教育一、奴隶
的家庭教育二、平民的家庭教育三、奴隶主的家庭教育第三节 封建社会的家庭教育一、外国封建社会
的家庭教育二、中国封建社会的家庭教育第四节 资本主义社会的家庭教育一、资本主义社会家庭教育
的本质特征二、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家庭教育三、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家庭教育第五节 社会主义社会
的家庭教育一、社会主义社会家庭教育的现状二、社会主义社会家庭教育的特点思考研究题第四章 家
庭教育的特点第一节 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的区别一、实施教育的环境不同二、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之间
的关系不同三、教育者自身的条件不同四、确定培养目标的依据不同五、教育内容不同六、教育的方
法、途径不同七、组织管理不同第二节 家庭教育的优势一、广泛的群众性二、强烈的感染性三、特殊
的权威性四、鲜明的针对性五、天然的连续性六、固有的继承性七、内容的丰富性八、方法的灵活性
第三节 家庭教育的局限性一、家庭教育的条件不平衡二、家庭教育易感情用事三、家庭教育比较封闭
思考研究题第五章 影响家庭教育的诸因素第一节 家长自身的素质一、家长的世界观和思想品德二、
家长的文化素养第二节 家长对子女的态度一、家长对子女热爱、关心的程度和方式二、家长对子女的
期望第三节 家庭生活环境一、家庭结构二、家庭经济生活状况三、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四、家庭生活
方式第四节 家庭的社会背景一、家庭所处的历史时代二、家庭所处的社会区域三、家庭所处的国度思
考研究题第六章 家庭教育的目的、任务和内容第一节 家庭教育的目的一、家庭教育的目的是客观存
在的二、家庭教育目的的社会制约性三、确定家庭教育目的的依据第二节 家庭教育的任务和内容一、
家庭体育的任务和内容二、家庭德育的任务和内容三、家庭智育的任务和内容四、家庭美育的任务和
内容五、家庭劳动教育的任务和内容思考研究题第七章 家庭教养的态度第一节 理智施爱爱而不娇一
、要严格要求，不能一味迁就二、爱子女的动机和效果要统三、要从子女的长远利益出发去施爱第二
节 量力而行循序渐进一、要从实际出发，量力而行二、不要操之过急，要循序渐进第三节 全面发展
因材施教一、处理好全面发展和发展特长的关系二、针对孩子的不同个性因材施教第四节 态度一致教
育统一、家长对待子女的态度要一致二、家长对所有子女要一视同仁三、对子女的态度要一以贯之思
考研究题第八章 家庭教育的方法第一节 家庭环境熏陶渍染一、重视家庭环境影响二、创造良好的家
庭环境第二节 说服教育以理服人一、谈话二、讨论第三节 树立榜样形象影响一、榜样的力量是无穷
的二、引导子女向榜样学习第四节 实际锻炼切身体验一、重视实际锻炼二、指导子女进行实际锻炼⋯
⋯第九章 家庭教育的艺术第十章 独生子女的家庭教育第十一章 特殊儿童青少年的家庭教育第十二章 
家长的自身修养第十三章 家庭教育的指导第十四章 新形势下的家庭教育附录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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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教育学》

章节摘录

家长必须明白，各门知识之间是有内在联系的，它们互相依存、互相制约。普通文化知识学好了，可
以促进专门知识的学习；普通文化知识学不好，反过来也会影响专门知识的学习。普通文化知识学好
了，文化素质提高了，可以加深对专业知识的理解；文化素质低，理解能力差，肯定不利于专业知识
的学习。总之，家长要设法处理好全面发展和发展特长的关系，使二者很好地统一起来。二、针对孩
子的不同个性因材施教不同的年龄阶段，儿童、青少年的生理和心理都具有不同的年龄特征，这是儿
童、青少年身心发展的一个特点。除此以外，儿童、青少年的身心发展，在不同的人身上，还表现出
各自的个性。就是说，在同一年龄阶段的儿童、青少年中，不同的孩子，由于先天的遗传素质、后天
的生活环境和所受到的教育，以及孩子本身的实践情况不同，在身心发展的可能性、方向和水平上是
存在差异的，这种差异就叫个性，也叫个性特征。人与人之间的个性差异是普遍存在的，出生于不同
家庭的孩子有个性差异，出生于同一家庭的孩子，甚至是双生子之间，也存在着个性差异。古语说：
“人心不同，各如其面。”是说人们的心理特点各不相同，就像人们的面孔一样，是千差万别的，心
理特点绝对相同的人是不存在的。就连同一身体的连体人，也具有不同的心理特征。例如，1843年在
美国北卡罗来纳州举行婚礼的两个新郎，哥哥叫昌·班克，弟弟叫英·班克，两个人是连体兄弟。尽
管他们两个人从娘胎里到出生，以至长到成年，身体都连在一起，但脾气却完全不同：哥哥昌·班克
脾气暴躁些，弟弟英·班克脾气则较温顺、随和一些。遇有不同意见时，英·班克常常让着点，以免
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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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教育学》

后记

我的《家庭教育学》一书就要问世了，我由衷地感到欣慰，尽管它还有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但它是
我十多年辛勤劳动的成果，是汗水的结晶。我于1965年从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学校教育专业毕业。分
配到师大附中，先后做过班主任、少先队总辅导员、团委书记、党总支副书记。15年以后的1980年，
我又回到师大，在教育科学研究所专门从事家庭教育理论研究，至今已有十多年时间。当我选定这个
科研方向时，社会上的家庭教育已经开始“热”了起来，而这个学科的研究，在国内却是一片空白。
开垦这样一块“处女地”，困难重重。我一没有科研经费，二没有助手，三没有导师指点。但我没有
向困难低头，因为社会的需要给了我极大的勇气和动力。在这十多年当中，我先后发表了300多篇家庭
教育方面的文章，约有60万字；到20多个省市自治区，做了近300场家庭教育学术报告；出版了家庭教
育专著15部。约有300万字；在1986年，我首次在高等学校开设了家庭教育学课，并于去年首次招收了
家庭教育学的硕士研究生。我的《家庭教育学》一书就是在这样科研和教学的基础上撰写出来的。我
的家庭教育科学研究，坚持了以下几个结合：一是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相结合；二是家庭教育现
实问题研究和家庭教育历史研究相结合；三是家庭教育的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相结合；四是家庭教育
科学研究和教学相结合；五是家庭教育理论研究和科学普及相结合；六是对我国家庭教育的研究和国
外家庭教育研究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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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教育学》

编辑推荐

《家庭教育学:教育子女的科学与艺术》：高等学校文科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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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教育学》

精彩短评

1、这是一本不错的家庭教育学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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