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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生子女家庭教育的现状调查 

——以武汉十岁以下儿童为例的实证分析 

陈莹婷 

（湖北财税职业学院，湖北 武汉 430064） 

【摘 要】计划生育政策造就了一个特殊的群体———独生子女，并且这一群体的规模正在不断的扩大。独生子

女政策成功地控制了我国人口的数量，减缓了人口急剧膨胀的速度，无疑对我国的经济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然而，

随着独生子女规模不断扩大，更突出了独生子女政策产生的问题。在诸多问题中，有关家庭教育问题已成为当今社

会所广泛关注的。本文以湖北省武汉市十岁以下独生子女家庭进行调查研究， 对48 位独生子女家长进行访谈，对

独生子女家庭教育的现状进行了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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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调查对象的选择 

本文采用了个案分析发进行研究，选取了5 个1—10 岁独生子女家庭进行个案研究，同时为了掌握独生子女家庭教育的真

实现状，以便更好地了解独生子女家庭教育中呈现的特点及存在的问题，本研究选取了9 个2—10 岁的独生子女家庭18 位家长

进行了面对面的访谈，另选取了10 个家庭共20 位1—10岁的独生子女父母进行了网络、电话访谈。 

二、独生子女家庭教育调查 

1、父母基本情况 

数据统计中，父母文化程度为初中及以下占2.1%、中专/高中占12.5%、大专占35.4%、本科占39.6%、硕士及以上占10.4%。

其中本科及硕士以上学历共计41 人，占85.4%，说明被调查的对象学历层次比较高。此次调查对象职业包括工人、公务员、工

程师、教师、护士、会计、营业员、个体经营者、自己职业者等，其中以教育、工程设计、个体经验商居多。被调查对象有95.6%

的父母是一边从事工作一边承担子女的教育任务。在家庭结构方面（这里所指的家庭结构是按照父母是是否为独生子女来划分

为父母双方均为独生子女（双独父母）、父母双方有一方是独生子女（单独父母）、父母双方均不是独生子女（非独父母）），

“双独父母”家庭有9 个，占37.5%；“单独父母”家庭有10个，占41.7%；“非独父母”家庭5 个，占20.8%。 

2、独生子女的基本情况 

从独生子女性别上统计，独生子14 人，占58.3%；独生女10人，占41.7%。本研究选取了24 个0—10 岁独生子女家庭进行

研究，被调查的对象中3 岁以下的独生子女有5 人，占20.8%；3—5 岁的独生子女有7 人，占29.2%；5—7 岁的独生子女有8人，

占33.3%；7—10 岁的独生子女有4 人，占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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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父母教育现状调查 

（1）教育知识。结合访谈结果发现，目前独生子女家长非常重视家庭教育，因为孩子人生中首先接受的就是家庭教育。家

庭教育子女的知识来源主要是通过大众传媒来获得，占58.3%，如书籍、电视、网络、报刊等。其次是同事、朋友间的相互探讨

以及长辈传授的育儿经验，占27.1%，其中同事和朋友的教育知识有些也是从大众媒介中获得的。在调查中发现从社区、卫生部

门、妇联等举办的家长学校或家庭教育知识讲座培训中获得教育知识的仅占4.2%。其实绝大多数家长是希望获得教育知识的相

关培训的，之所以所占比例不高原因有两点：一是家长找不到合适正规的教育学校或教育机构；二是许多家长愿意参加培训但

是确实没有时间。调查中也有家长明确表示不愿意参加培训，认为许多培训表面上是为了提高家长的教育知识，而实际上却是

推销产品，所以比较反感培训，宁愿自己去摸索教育知识。总体来说家长的教育知识特点表现为不够专业、系统。例如，调查

中37.8%的家长根本不了解什么是发育中敏感期，43.2%的家长听说过敏感期这个概念，但具体是什么、怎样帮助孩子度过敏感

期的办法是不知道的。又如，89.8%的家长认为赏识教育就是表扬，这实际上是对赏识教育理解的偏差。赏识教育不能简单地理

解为表扬，因为赏识教育是赏识孩子行为的结果来强化他们的行为。从以上结果来看，父母的相关教育知识有待提高。 

（2）教育观念。教育观念包括期望观、亲子观、教子观几方面。第一，期望观。家长对子女学业的期望指与社会上对学历

的要求几乎是一致的。随着高校的扩招，社会单位对学历的高要求使家长对独生子女获得的学历期望也越来越高。从家长对子

女未来职业的期望来看绝大多数家长希望子女从事比较稳定的工作或是有一技之长。第二，亲子观。个案一：桐桐家的亲子观。

桐桐母亲是一位高职教师，平时在家的时间相对比较多，业余安排上 85%的时间花在抚养孩子方面。每个月都会安排一次全家出

游活动，比如公园、商场、亲朋好友家。桐桐今年刚 1 岁半，很多事情都是父母作出决定，但当孩子表现出强烈的反感时父母

会放弃自己的决定。桐桐父母表示当孩子会明确表达自己的意愿时，他们也会充分考虑的。个案二：寒寒家的亲子观。寒寒父

母是个体户经商者，平时工作非常忙，父亲的业余时间几乎没有花在女儿的教育方面。寒寒 2 岁半以前完全是由爷爷奶奶带，

奶奶出国后由父母接管，但寒寒 2 岁半就上了幼儿园，晚上才回家，回家后主要是由母亲照顾。个案三：瑞瑞家的亲子观。瑞

瑞 2 岁半时父亲被调派到江西工作，但每个周末都会回武汉。与桐桐家类似，瑞瑞父母几乎所有的业余时间都花在孩子的教养

方面。在作出决定时更多的考虑是孩子的想法，如果孩子不愿意他们也不会强迫。个案四：悦儿家的亲子观。悦儿在 1 岁前父

母在日本生活工作，回国后母亲就没有外出工作而是选择留在家里全心全意地照顾孩子。悦儿父母非常重视亲子教育，提倡和

谐、民主的亲子观，凡事会先征求孩子的意见。个案五：牛牛家的亲子观。牛牛的父亲也是一名个体户经营者，但与寒寒家相

反，牛牛的父亲每天会抽空陪陪牛牛，母亲每晚会陪孩子一起做作业，与孩子的意愿、行为不一致时，母亲会听取孩子的理由，

最后谁有道理就按照谁的做法去做。调查发现父母的业余时间更多的花在抚养孩子方面。家庭结构对亲子观的影响表现不明显，

而父母的文化程度对亲子观有一定的影响，父母受教育的程度越高，亲子观越表现出平等、民主。第三，教子观。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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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教育方式。调查如表 1 所示。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有些家长给出的答案是“不一定”，这是因为家长认为有些事情可以

顺着孩子，有些不能，看具体是什么样的事。在这项调查中发现两个特点：第一，父母本身是独生子女的对孩子更加溺爱；第

二，绝大多数祖辈对独生子女的要求是百依百顺的，其中“双独”家庭的祖辈最为突出。 

 

三、独生子女家庭教育的特点分析 

1、独生子女的中心地位更明显 

在独生子女家庭中，独生子女往往是全家关注的重点，家庭中心地位已从原来的家长转向孩子。独生子女家庭中地位明显

提高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父母的业余时间更多花在抚育孩子方面。从本次调查中发现，目前父母业余时间更多的

花在孩子的教养方面。由此可见，在孩子的抚养上独生子女父母比多子女父母花了更多的心血。第二，在饮食生活方面，父母

更是以独生子女为中心来安排饮食和生活。笔者从身边朋友了解到：3 岁以下婴幼儿的独生子女父母95%给孩子选择的是美赞臣、

多美滋等一线品牌奶粉。这些父母都认为奶粉对婴幼儿的身体和智力有一定的影响，他们不会为了省钱而去买价格较便宜的不

知名品牌，对于口碑好的知名品牌他们根本不在乎奶粉的价格，只要有利于孩子的发育家长是不会舍不得的。第三，家长在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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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子女经费方面是“重金投入”。现代独生子女家长普遍认为子女能否成才必须要有财力的投资。正是因为家长们都有这种心

理，才会不借耗费重金和精力，为孩子买各种参考资料、请家教以及花钱给孩子选择各种特长班、兴趣班、强化班。从3 岁以

前的早教培训班到幼儿园、学校的选择上都是“重金投入”，甚至有些家长已经将目光投向了国外教育市场。 

2、重视启蒙教育、亲子教育 

现在的父母都很重视幼儿启蒙教育。为了给自己的孩子选择一家最好的早教机构，不少父母不惜花费时间和精力去考察、

去试听。在调查中57.2%的孩子都接受过启蒙教育，且发现绝大多数的启蒙教育都是为了提高孩子的智力。 

孩子的成长过程，事实上也是与家庭之间的一种亲子互动关系。在多子女家庭中，家庭规模是庞大的，家庭成员互动的对

象多，频率自然就低。家庭规模与家庭结构直接影响了家庭间的内部关心。在多子女家庭中，父母有多个不同的互动对象，而

在独生子女家庭中无论何时何地、何种情况，父母的互动对象始终是独生子女一人。因此，在独生子女家庭中亲子互动是更集

中、直接的，频率是更高的。 

3、强调中西结合的教育观念 

随着社会不断地发展，东西方文化的不断交融，在现代中国城市家庭教育中，独生子女父母更强调中西合并的教育观念，

东方的价值观，西方的理念，共同描绘出现代独生子女父母家庭教育方式。 

在关于“教育孩子时受到东方传统文化影响多还是西方文化影响多”的调查中，有60.4%的独生子女父母认为东西方文化对

自己都有影响。不少家长认为中国一些优良的传统美德孩子必须要继承，这是告诉他们做人的道理，而西方的教育在于培养孩

子具有适应各种环境和独立生存能力的社会人，所以在教育中主要是东西文化兼容，各取长处。在调查中也有35.4%的独生子女

父母认为自己在教育孩子时更多的受到的是东方传统文化的影响。 

现代中国都市，年轻父母大多受过良好的教育，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其实也接受了许多西方文化。他们的教子观很多都是

来源于书本上，这些书本也大多是国外翻译来的教育书籍。随着信息的不断发展，西方文化让更多人慢慢接受且用在了孩子的

教育中。当问到“你比较赞同长幼有序的分配方式还是平等的分配方式”时，有些认为自己只受到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家长也

选择了平等的分配方式，而不是像中国传统的孔融让梨的长幼有序的分配方式。也就是他们认为自己只受到中国文化影响而实

际上也有接受西方文化的教子观。总之，现代家庭的教子观正朝着东西方思想交融互补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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