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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
教育大计，教师为本。
高素质、专业化的教师队伍是提高教育质量的关键，提高教师素质和专业化水平是教师教育的根本任
务，课程设置和教材建设是教师教育的重要内容。
高等教育出版社策划出版的“高等院校教育学类专业课程规划教材”涵盖了教育学类专业课程的主要
内容，反映了教育学科各分支学科研究的新成果与新水平。
这套教材体现了以下特色：一是教材的实践性。
教育学科是实践性很强的理论学科，理论联系实际是教育学各分支学科须着力处理好的关键问题。
作为教育学类专业课程教材，该套教材打破了以往同类教材对教育理论的抽象阐述与枯燥呈现，用案
例分析阐述理论内涵，突出实践教学的内容，把教育理论变得生动并指向教育实际问题的解决，凸显
了教育学科的实践性。
二是教材的先进性。
教育学分支学科研究的不断深入和细化，涌现出很多新成就和新思想。
这套教材在保证学科领域最基本的知识结构的基础上重新建构学科体系，注意吸收本学科研究的新成
就和新思想，具有与本学科发展相适应的新水平，因而能够反映教育学分支学科新的变化和发展。
三是配套课程资源的丰富性。
信息技术在教学领域的广泛应用，推动着教学模式、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的变革。
课程观念已由单一课程观向教育资源观转变，教学资源亦须由单一纸介质教材向立体化教学资源转变
。
高等教育出版社建设了这套教材的配套电子教案、辅教光盘、辅学光盘、试题库、学科素材库、课程
网站等立体化教学资源，极大地丰富了教材的配套课程资源。
此外，这套教材的主编都是在我国教育学科领域享有一定声望和成就的学者，他们知识广博而精深，
思想先进，思维活跃，在高等院校里承担着相关课程的实际教学，积累了丰富的学术基础和实践经验
。
由他们来组织编写教材，使这套教材的质量有了可靠的保证。
我相信，这套教材一定能够在教育学类专业课程建设方面以及教育学科建设方面发挥引领与推动作用
。
我愿意向广大师生推荐这套教材，也相信这套教材的出版，会受到广大师生的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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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家庭教育学》由四个篇章组成。
第一篇为总论篇，主要论述家庭教育学学科的性质、任务、问题及挑战以及家庭教育学的历史演进和
研究方法；第二篇为理论上篇，主要深入研究影响家庭教育的基本因素，包括亲子关系、家庭互动和
家庭文化等内容；第三篇为理论下篇，主要包括家庭教育的内容、原则和方法等内容；第四篇为实践
指导篇，主要包括不同年龄阶段、不同类型的家庭教育重点问题和对策，以父母为教育对象的家庭教
育指导和家庭、学校和社区之间的合作等内容。
　　本教材是为高等院校教育学类各专业、教师教育各专业编写的本科教学用书，也适宜作师范院校
函授生、中小学教师进修教材，同时，也可为广大家长及教育一线老师提供学习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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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论 为什么要学习家庭教育学第一篇 总论篇第一章 家庭教育的学科发展第一节 家庭教育学的历史演
进第二节 家庭教育学的问题和挑战第三节 家庭教育学的发展前景第二章 家庭教育的历史资源第一节 
我国传统家庭教育思想的批判和继承第二节 儒家文化圈中其他国家家庭教育传统第三节 西方国家近
现代儿童教育观及家庭教育思想第四节 苏联教育家的家庭教育思想第五节 当代西方国家家庭教育的
实践反思第二篇 理论上篇第三章 亲子关系：家庭教育的逻辑起点第一节 亲子关系概述第二节 亲子关
系中的教育要素第三节 亲子关系的传统与超越第四章 家庭互动：家庭教育的实践机制第一节 家庭互
动的内涵第二节 家庭互动中的教育第三节 家庭互动过程中的教育机制第五章 家庭文化：家庭教育的
价值内核第一节 什么是家庭文化第二节 中国家庭文化的特征第三节 中国家庭教育文化第四节 东西方
家庭教育文化对话与融合第三篇 理论下篇第六章 家庭教育的内容第一节 良好的家庭情感与家庭品质
教育第二节 基本社会伦理与行为规范教育第三节 基本的生活知识和技能教育第四节 良好的身体和心
理素质教育第七章 家庭教育的原则第一节 家庭教育的循序渐进原则第二节 家庭教育的因材施教原则
第三节 家庭教育的严慈相济原则第四节 家庭教育的教学相长原则第八章 家庭教育的方法第一节 以语
言传递为主的方法第二节 以情意培育为主的方法第三节 以行为训练为主的方法第四篇 实践指导篇第
九章 家庭、学校和社会的教育协作第一节 家庭、学校和社会教育对个体成长的影响第二节 家庭、学
校和社会的教育协作第三节 家庭、学校与社会教育协作的原则第十章 不同年龄段孩子的家庭教育指
导第一节 儿童期孩子的家庭教育指导第二节 少年期孩子的家庭教育指导第三节 青春期孩子的家庭教
育指导第十一章 不同类型家庭的教育指导第一节 不同代际家庭的教育指导第二节 不同子女数目家庭
的教育指导第三节 特殊类型家庭的教育指导第十二章 父母成长与亲职教育指导第一节 父母成长与亲
职教育指导原则第二节 学校家庭教育指导第三节 社会机构对家庭教育的指导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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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再次，家庭教育对人的发展的影响时间最长。
人的一生都在发展变化。
自出生到离开这个世界，人生的每个阶段都有要趟过的小溪和跨越的河流。
通常我们将18岁以下的儿童称为未成年人。
未成年人的主要角色任务是学着如何成人，家庭则为之提供了学习的榜样。
在这个耳濡目染的环境中，儿童逐渐生长了独立生存的能力，同时也习得了与家庭成员相互关爱和相
互照顾的共处能力，并为将来要践履的父母角色、祖父母角色奠定了基础。
在一个祖孙三代的完整的大家庭中，各个角色在互动的过程中相互影响、不断完善。
父母从孩子身上反思自己该如何做父母，子女又从父母身上学习怎样做子女。
家庭教育的影响一直贯穿于一个人的一生。
2.家庭教育对学校教育具有支持和促进作用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说过：“家庭要有高度的教育学
素养，如果没有整个社会首先是家庭的教育学素养，那么不管教师付出多大的努力，都收不到完满的
效果。
”家庭教育首先要培养的是人独立生存的能力，包括一个人如何面对自己的问题。
是否有良好的行为习惯、开放的心态、独立思考的习惯、与人相处的能力，归根到底都与一个人的自
我调节、自我控制能力有关。
好的家庭教育为一个人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意味着一个人做好了接受外部环境影响的准备。
倘若家庭教育并未为此奠定好基石，人就会变成“不可教”、“不好教”的人。
二战结束后，美英等西方国家的教育改革经历了三次浪潮：第一次是上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初期的基
础教育普及运动；第二次是从70年代末期到80年代初期的全面提高教学质量的运动；第三次是从80年
代末期开始至今方兴未艾的家长参与或者家校合作运动。
从美英等西方国家在教育改革发展的关注点上的变化也可以看出家庭教育对学校教育的支持和促进作
用。
3.家庭教育对社会文明发展具有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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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教材力求从以下四个方面体现特色：第一，在思想上以终身教育为指导，把握家庭教育在整个教育
系统中的位置。
通过对古今中外优秀家庭教育思想、教育理论的梳理，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探讨家庭教育学在整个
教育学科中的位置、家庭教育学的历史遗产、家庭教育学的理论贡献、家庭教育学科发展的趋势和方
向。
第二，在内容上力求体现教育科学的逻辑性与时代性。
在立足教育基本原理的基础上，结合当前教育科学的最新发展，尤其是教育学、心理学、文化学、社
会学等学科的新成果，以及当代家庭教育的实践成就，力求准确、全面地阐述当代家庭教育学的基本
原理。
第三，在语言上力求通俗易懂、讲求逻辑。
注重科学性与通俗性的结合，力图通过严谨通俗的语言把所涉及的基本理论问题基本讲清讲透。
第四，在体例上，采用开放、互动的编写方式。
在形式上采用案例分析、关键术语重述、资源链接、反思探究等方式引导读者进行深入的思考。
希望读者通过《家庭教育学》的学习能够对家庭教育内在规律和特性有所认识，从而提高自觉运用家
庭教育科学指导家庭教育实践的能力。
全书作者分工如下：绪论、第一章、第二章，张永英；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缪建东；第六章、
第七章、第八章，邵泽斌；第九章、第十章、第十一章、第十二章，殷飞。
马玲、张守龙协助主编做了大量的统稿及校对工作，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家庭教育学》在写作过程中参考和引用了许多学者的研究成果，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感谢高等教育出版社魏延娜同志为《家庭教育学》的出版所付出的辛勤劳动。
由于本人水平所限，书中缺点和错误在所难免，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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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家庭教育学》：全国教师教育课程资源专家委员会审定教材，高等院校教育学类专业课程规划教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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