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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前儿童家庭教育》

前言

中国是礼仪之邦、文明古国，自古以来就有重视家庭教育的历史传统，在家庭教育方面拥有丰富而宝
贵的经验。许多教育家对儿童的家庭教育问题都进行了阐述，提出了富有真理性的家庭教育思想，至
今为世人称道和效法。在古代，春秋时期的《管子》、《论语》、《孟子》、战国时期的《韩非子》
、西汉时期的《韩诗外传》、《礼记》、《列女传》等著作都论及学前儿童的家庭教育问题。特别是
南北朝时期的学者颜之推所著的《颜氏家训》，被称为“我国封建时代第一部系统完整的家庭教科书
”。这部家庭教育巨著系统阐述了儿童家庭教育的价值、原则、内容、方法以及家长的修养等问题，
奠定了我国家庭教育的理论基础。继此之后，各类家庭教育专著相继问世，诸多“家规”、“家训”
、“家范”、“家戒”等广泛流传于民间。南宋学者袁采的《袁氏世范》、北宋司马光的《温公家范
》、清朝朱柏庐的《治家格言》等著作，不仅在当时广为传诵，而且对后世影响很大。在近代，我国
的家庭教育论著也以各种形式问世。较有影响的是民国初年、时任广东省省长的朱庆澜所著的《家庭
教育》一书。它是我国最早以白话文的形式撰写的家庭教育著作，书中对儿童家庭教育的作用、原则
、内容和方法等基本理论，结合当时的家庭教育现状，进行了系统全面的论述，对当时的家庭教育起
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著名教育家陈鹤琴先生的《家庭教育:怎样教小孩》，是
中国家庭教育领域流行最广、影响最大的一部专著。该书自1925年出版以来，再版过十余次。该书全
面系统地阐述了“儿童的心理”、“学习之性质”、“家庭教育的教导原则101条”，通过生动具体的
事例，向家长说明怎样作父母、怎样教小孩的道理。陈鹤琴先生的这些主张，对于我们探索中国化、
科学化的学前儿童家庭教育仍然具有现实意义。在当今的中国，学前儿童的家庭教育更是得到空前的
重视，绝大多数家庭都把孩子的教育放在家庭最重要的位置上。党和政府也高度重视儿童的家庭教育
问题，先后颁布了许多有关的法律规范、政策措施。学前儿童家庭教育也是学术界的一个十分活跃的
研究领域，各个高校学前教育专业也普遍开设了《学前儿童家庭教育》课程。然而，在我国，这门学
科尚在不断的发展完善之中，尚未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学前儿童家庭教育的理论体系，对这门学科
的研究对象、研究范围和内容，教育学家们尚未取得一致的看法。因此，出现一些认识上的不同，也
是很自然的，要想给它划定一个比较明确的界限，也是很困难的。一般认为，《学前儿童家庭教育》
主要是研究出生至6岁儿童的家庭教育活动，揭示学前儿童家庭教育规律，以提高学前儿童家庭教育
质量的一门学科。家庭教育发生于家庭之中，应该包括各个家庭成员之间的一切教育活动。但是由于
家庭成员在家庭中生活中所处的地位、所承担的责任不同，所以，家庭中的教育活动主要就是由家长
向子女发起的。因此，学前儿童家庭教育的研究重点便是家长（主要是父母）对学前儿童实施的教育
活动。自20世纪70年起，我国开始推行计划生育政策，提倡一对夫妻只生育一个子女，致使生育率迅
速下降，独生子女日益增加。独生子女家庭已经成为我国家庭类型的主体。即便是非独生子女家庭，
由于子女数量少（多数家庭为两个子女）、生育间隔时间长，其养育方式也接近于独生子女家庭，因
此，本教材所论及的学前儿童家庭教育，主要以独生子女为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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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前儿童家庭教育》

内容概要

《学前儿童家庭教育》从当前我国家庭的变革和幼儿园教育改革的实际出发，比较系统地阐述了学前
儿童家庭教育的基本理论、原则和方法，分析了特殊类型和特殊年龄儿童的家庭教育问题，并以学前
教育机构家庭教育的指导为重点，论述了幼儿园、家庭、社区的合作共育问题。《学前儿童家庭教育
》力图较好地体现学前儿童家庭教育的理论与实践的最新研究成果，力求做到理论性与应用性、操作
性的有机结合，方便学生学习和教师使用。《学前儿童家庭教育》既可供高等学校学前教育专业学生
使用，也可作为早教机构和幼儿园一线教师的参考资料，同时也可用作幼儿园家长学校的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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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前儿童家庭教育》

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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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教育的特点第二章　学前儿童家庭教育的制约因素　第一节　家长自身素质　第二节　家长的教
养态度与方式　第三节　家庭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　第四节　家庭教育的社会历史背景第三章　学前
儿童家庭教育的目的、任务和内容　第一节　学前儿童家庭教育的目的　第二节　学前儿童家庭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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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岁婴儿的家庭教育　第三节　2～3岁逆反期幼儿的家庭教育　第四节　5～6岁儿童入学时的转折与
家庭教育第六章　特殊类型的学前儿童家庭教育　第一节　智力超常儿童的家庭教育　第二节　智障
儿童的家庭教育　第三节　离散家庭的教育问题　第四节　留守儿童的家庭教育问题第七章　学前教
育机构家庭教育的指导　第一节　学前教育机构家庭教育指导的意义和任务　第二节　学前教育机构
家庭教育指导的原则　第三节　学前教育机构家庭教育指导的内容和途径　第四节　学前教育机构与
家庭的合作活动第八章　社区与学前儿童家庭教育　第一节　社区教育概述　第二节　社区教育资源
的开发与利用第九章　新形势下的学前儿童家庭教育　第一节　当前我国学前儿童家庭教育面临的新
形势　第二节　学前儿童家庭教育的变革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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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前儿童家庭教育》

章节摘录

插图：第二节 智障儿童的家庭教育一、智障儿童的发现与鉴别智障儿童，又叫弱智儿童、智力落后儿
童、智力残疾儿童，是指儿童的智力和活动能力明显低于同年龄儿童的水平，并表现出适应行为障碍
的儿童。我国一般称为弱智儿童。在调查中发现，智障儿童的发病率不低于3％o，在偏远的地区还会
超过这个数字。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HO）的国际分类，按儿童智力发展水平可把智障儿童分为4级
，即：一级智力残疾（极重度）、二级智力残疾（重度）、三级智力残疾（中度）、四级智力残疾（
轻度）。他们在智力发展水平上不同，适应能力也表现出不同，具体看下表的对比（见表6.1）。智障
儿童的早期发现，在家庭中主要通过观察其特点来进行。观察的方法主要有：1）刚出生的婴儿的观
察。有无家庭疾病史、母亲孕期是否有特殊的疾病或感染、是否高危产妇生产的孩子、是否早产儿、
过期生产、巨大儿等等。2）出生后的检查。检查哭声、吸吮、心跳、皮肤颜色、呼吸情况等是否正
常。3）学龄前期的检查。观察他们的大肌肉动作、小肌肉动作、适应能力、语言发展等是否正常，
有无口吃、吐字不清、动作反应缓慢等情况出现。4）借助于智力测验。根据智力量表测儿童的智力
发展水平，不同的年龄阶段，测量出的智力与正常的智力进行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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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前儿童家庭教育》

编辑推荐

《学前儿童家庭教育》：高等教育“十一五”规划教材，学前教育专业系列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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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前儿童家庭教育》

精彩短评

1、一般的教学参考书
2、这是我看到此类书中编写比较新，体系比较好的一本了。推荐给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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