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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大学生进行德育教育过程中家庭环境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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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是在环境中进行的，德育作为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无疑也是在环境中进行

的。随着社会的发展，高校德育的国际环境、国内环境、家庭环境以及学校环境都发

生了新变化，给高校德育带来了新的挑战。这就要求德育工作者强化环境意识，分析

影响高校德育环境的变化，为进一步提出优化德育环境的措施创造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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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高校德育中存在的新问题、新情况  

全球化时代，我国的经济、文化生活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加之高校教育的改革，

使得整个社会的思想意识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周围环境的变化也让大学生的思想道

德状况产生了一些新特点:  

第一，全球化经济转型过程中引起大学生价值观的变化。这些变化主要表现为认

同竞争，期望创业，重视个人价值的实现，有强烈的效益意识等，大学生比以往更期

望有一种多样性和包容性的环境。  

第二，网络已成为大学生获取知识和信息的最主要途径之一。一些学生希望通过

网络来听到更多方面的声音，并自信能够对信息真伪作出判断；不少大学生把网络作

为在校园中发表言论、交流感情的最主要场所，从网络开始流行的一些词汇现在已成了

不少学生的口头禅。网络正在极大地改变着高校学生的生活方式、学习方式、交往方

式、娱乐方式甚至是语言习惯，对青年学生的学习、工作、生活和思想观念产生着深

刻的影响。  

第三，大学生心理问题越来越突出。独生子女承受父母家庭太多的期望，加上应

试教育的影响，他们适应社会的能力还不强，进入大学以后，竞争环境更为激烈，一

时的不适应容易导致出现各种各样的心理问题。 理想信念淡化，精神空虚；价值取向

功利化，享乐主义盛行；合作意识差，集体主义淡薄；诚信观念薄弱，道德标准低；

自我调控能力差，心理素质脆弱等。  

二、家庭环境及其影响  

家庭环境的好坏，往往对子女的思想道德品质和个性心理品质起者重大影响和制

约，这些影响很容易通过学生本人带入学校，并通过自身的行为影响其他人。当前，

在家庭环境中有很多不利因素影响学校德育，从而对高校德育形成了严峻的考验和挑

战。不良家庭教育观念对高校学生的影响，己是不争的事实，如社会风气、党风政风

行风不正，享乐主义、官僚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和贪污腐化等现象冲击着人们的心灵

和思想，也极大地影响着家庭教育，形成不良的家庭教育观念:  

其一，是“不吃亏”的教育观念根深蒂固，导致子女争强好胜，甚至以自我为中

心。有的家长由于长期在工作、生活和人际交往中处于所谓的“劣势”地位，于是，

将这种思想有意无意地传授给子女，子女受其熏陶，潜移默化中使这种意识内化为自

己的思想，处处想争先，事事想争前，有时甚至导致子女思想发育不良和人格障碍，

严重影响和制约大学生的成长成才和优良个性心理品质的形成和发展。  

其二，是“非诚信”教育，就是家长教育子女“不能太老实”。诚信说到底是做人

做事方面要言而有信，不欺瞒诈骗。但很多父母教育子女的是“老实人吃亏”，“逢

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致使子女从小养成了见风驶舵，不诚实思维的习

惯。加上在某些方面一两次蒙混过关，更加助长了这种倾向，这种观念和思想带入高

校以  

后，对高校德育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据有关资料显示，大学生中有近三成的学生考

试作过弊，有近一半以上的大学生有作弊的想法，只是迫于舆论和良心而没有实施。

有学生认为考试作弊而没有被发现是自己有本事够机智，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充分

说明不良的家庭教育不利于大学生优良品质的养成。  

其三，是“重智育轻德育”倾向。家长期望值的高低及期望构成均对学校德育产生

影响。在我国，独生子女日趋普遍，家长对子女的期望值己有过高倾向，且这一倾向

还在强化。过高的期望值不仅从心理上给学生以重压，而且也因其不能实现而带来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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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子女双方积极性的损伤，极易产生德育的负效应。由于物质主义、拜金主义、实

用主义等影响，目前我国家长的期望构成上存在一个危险的倾向，就是“重智育轻德

育”，出现了“许多人花钱买智育、美育、体育，就是没有人花钱买德育”的现象。

家庭道德教育弱化，使子女从小就意识到只要学习好便可以“一俊遮百丑，”直接导

致学生的道德素质下降。  

三、家庭德育环境的优化  

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和家庭问题的增多，高校德育面临十分复杂的家庭环境，对学

生成长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优化高校德育环境，必须优化学生成长的家庭环境。

家庭环境的优化是一项十分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从各方面积极努力。对高校而言，

优化学生成长的家庭环境，应从以下几方面做起:  

1、加强对家庭环境的调查与研究。实际上，家庭环境是不受高校德育左右的，学

校对家庭环境的影响也是十分有限的，高校德育可充分发挥自身德育影响，对家庭环

境中的一些可人为调控的因素进行引导，力所能及的优化学生成长的家庭环境。  

首先，引导家长高度重视家庭教育。苏霍姆林斯基认为:“如没有整个社会首先是

家庭的高度的教育学素养，那么不管教师付出多大的努力，都收不到完满的效果”，

“教育学应当成为所有的人都懂得的一门科学—无论教师或家长都应当懂得它”。当

代学生家长的文化层次在不断提高，但真正重视家庭教育、掌握科学的家庭教育方法

的家长还是少数，高校对此应该做深入的调查，了解本校学生家长的素质结构、层

次，研究提高家长教育意识、教育能力的途径。通过家庭电话访问，家庭教育咨询等

方式交流关于对大学生进行品德教育的情况，进行家庭教育指导，让家长意识到家庭

教育的重要性，掌握家庭教育的相关内容与方法，逐步提高家长的家庭教育意识和能

力，总之，学校不应被动地适应家庭，而是应该主动地指导家庭。  

其次，引导家长走出家庭教育的误区。在众多的家庭问题中，家庭教育的误区对学

生的健康成长产生的负面影响最大，高校可通过发调查问卷、做家庭访问、做电话访

谈等方式，调查家庭教育的相关情况，在收到有效问卷，掌握真实情况后，可组织包

括德育工作者，心理学和教育学等在内的相关专业人员，认真进行分析总结，并及时

反馈给学生家长。家长要树立现代教育观念，“光有品行没有知识是脆弱的，没有品

行光有知识是危险的”。未来的人应该是“资源人”而不应成为“工具人”，因此，

高校应通过多种方式大力号召树立德智并举的教育新观念。  

再次，引导家长注重言传身教，做好孩子的表率。父母的道德品质、生活方式、语

言行动等无不影响着自己的孩子，对孩子的成长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前苏联教育家

马卡连柯谆谆告诫每一个父母‘你们生活的每时每刻，甚至你们不在家的时候也在教

育孩子。你们怎样穿戴，怎样同别人谈话，怎样议论别人，怎样欢乐和忧愁，怎样对

待敌人和朋友，怎样笑，怎样读报—这一切都有着重要意义”。父母的言行是一本不

成文的教科书，无不潜移默化地影响孩子的身心发展。因此，父母的一言一行应该像

老师在学生面前那样“为人师表”。  

2、倡导营造和谐家庭氛围。家庭氛围实际上是家庭人际关系的独特德育价值发挥

的关键之一。不良的家庭氛围易产生心理损伤，还会伤及家长对子女及学校德育关注

的积极性。和谐家庭氛围则可产生良好的德育影响。因此，学校倡导和谐家庭氛围的

营造，应重点强调这两个方面:  

首先，建立和谐融洽的家庭关系。和睦融洽的家庭人际关系建立在互相关爱、互相尊

重的基础上，大量调查研究和现实生活的事实表明，不良的家庭人际关系中成长的孩

子，学习差的多，有心理问题的更多，表现为自卑、胆小、不合群、缺乏安全感和责

任心等，不仅会对学生成长造成直接的负面作用，而且还会对学校德育产生负效应。

中国的家庭教育往往重角色行为培养而忽视情感孕育和亲密关系，而美国家庭十分注

重家庭人际关系的平等，有利于大学生形成良好性格及心理品质。这种做法是值得借

鉴的。  

其次，创设良好的家庭沟通机制。家长要经常与孩子沟通，了解他们的思想和心理状

况，及时疏导子女的心理和思想问题，甚至为正确帮助孩子健康成长，有条件的家长

学习一些心理学方面的知识，这些是搞好家庭教育不可缺少的，应引起家长的重

视。。  

3、积极构建社会、家庭和学校互动的德育环境。“学校一家庭一社会”，三方面

的德育互动，有助于形成浓厚的德育氛围和强大的德育合力，能对大学生思想政治道

德素质的形成与发展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增强德育效果。在具体实施德育的过程

中，就学校德育引领优化家庭环境而言，学校要发挥主体作用，充分认识调动家长积

极参与和协助的重要性，要正确地引导家长配合学校的德育工作，促使家庭德育与学

校德育的有机结合，充分发挥家庭环境的巨大潜力。从而促进学校德育与家庭环境的

和谐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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