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6月3日 星期三

编辑/版式 耿雪洁/孙维维 邮箱：hbrbxjz@126.com 校对 杨素侠 7版成长周刊·家庭

徐梓认为，在现代家庭中，在家

规家训渐弱的情势下，良好家风的

形成格外重要，可以说这是一种现

代意义上的“家规家训”。没有规

矩，不成方圆。但对于孩子的教育

来说，以身示范比简单的规训更加

生动有效，耳濡目染要远远胜过耳

提面命。如果一家人能在日常生活

中形成一种良好的风气，共同认可

一种价值观，这对于孩子也是一种

很强大、很有效的教化资源。孩子

会在潜移默化中被家风影响，自然

养成好的习惯。孩子喜欢玩手机，

如果家长只是粗暴制止，效果不一

定很好，不如以身作则，以己示范，

家长自己首先不玩手机。“孩子都是

有样学样，所以言传不如身教，父母

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十分重要。”徐梓

说，比如，一个家庭可以把晚餐视为

一种重要的家庭活动，每个成员都

要尽量参加，如果临时有事不能参

加，就要提前告知其他成员。这种

家风就会告诉孩子，每一个人都要

受到约束，每一个人都要守规矩。

这样一来，家规家训也能够在现代

家庭中得以传承。

据铸基教育网

要让家中有规矩
家规家训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古人用家规家

训教诫家人、子弟，在我国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从先秦到明清，
有诸多流传下来的经典家训为人称道。但遗憾的是，随着物质
生活水平提高和科技进步，现代家庭对家规家训却提得越来越
少了。

什么是家规家训
北京师范大学国学经典教育研

究中心主任徐梓教授告诉《生命时

报》记者，重家教素来是中华民族的

优良传统。《礼记·大学》认为：“欲治

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

修其身。”在儒家修身、齐家、治国、

平天下的序列中，家起着枢纽性的

关键作用。它强化着个体的修身，

也筑实了治国、平天下的基础。因

此，古人非常重视对家的维护建设

及对子弟族众的教育。为“保家亢

宗”、子弟的幸福和家族荣耀，就拟

定一定的行为规范，这便是家法家

训的最早起源。

“传统的家训一般分为文献形

式和口头训诫两种。”徐梓说，文献

形式又分为两种，一种是用以规范

孩子一生为人处事和居家治生的原

则，包括诸如孝顺父母、尊敬长辈、

刻苦读书、和睦邻里、勤俭治家、量

入为出等内容。在家谱中，有更多

形式整齐的这类家训、家规。其中

最为人称道的名训有《颜氏家训》

《朱子治家格言》等。另一种则是针

对孩子具体行为提出的规训和劝

勉，主要为书信形式，比如著名的

《曾国藩家书》。

尊重天性不能没规矩

徐梓介绍说，古代的家规家训主

要是针对一个大家族或家庭。传统

的大家族不仅人口众多，规模庞大，

而且具有政治上的自治、经济上的自

给自足、文化上的自我认同特点。很

多学者指出，家族是中国传统社会里

最具自主性和充满活力且“无所不

能”的一个组织。治家如治国，国家

少不了法律，家族中也离不了家规家

训，“国法以治其国，家教以齐其

家”。所以从根本上说，我国家规家

训的繁荣根源于传统的家族制度及

其特性。而现代人的居住和生活方

式多以小家庭为主，因此对于家规家

训的重视程度越来越低。

“现在看来，很多家庭把家规

家训遗忘得过于彻底了。”徐梓说，

当下有不少父母受到西方自由主

义教育观的影响，误以为孩子就要

随着天性恣情任意发展。这种态

度有些矫枉过正，导致很多孩子没

有起码的敬畏感，天不怕地不怕，

做人做事没有了底线。“美国爱家

协会主席杜布森博士说过一句很

经典的话，‘没有堤岸的河流，不过

是一片泥沼’。”徐梓强调，家长对

孩子要有一定的引导、约束、甚至

适度的惩戒，这也是家规家训的意

义所在。一定要让孩子从小养成

好习惯，凡事要有敬畏之心，要能

自我约束。在按照自己意愿做事

的同时，也要照顾别人的利益，考

虑他人的感受。

良好家风易于传承

科技的发展和学业的压

力，让很多孩子渐渐失去了疯玩

疯跑的机会，他们对手机、平板电脑玩得

精通，肢体协调能力、平衡能力却明显不

足；知道许多卡通玩偶的名字，却叫不出常见花

花草草和蔬菜的名字。

前些天还看到有媒体报道说“北京多所小学

课间禁止学生到户外玩耍，只准喝水上厕所”，

“学校的窗户和走廊都被加固了安全护栏，课间

休息不准嬉闹 大声喧哗”“体育课不到操场跑跳，

却坐在屋里游戏或看动画片”……老师是省心

了，小朋友们的情绪却低落了，有家长抱怨“学校

快和监狱差不多了”。校方的解释是出于对学生

安全负责，不得已采取强有力的防范措施。但家

长们却担心，在这种环境下成长的孩子，天性如

何释放和发展？孩子的天性被压制，甚至不少孩

子患上各类心理问题，如厌学、多动、行为退缩、

焦虑、抑郁、爱打架、骂人等。有时候会无意中听

到一些小学生说“活着真没意思”，作为成年人，

特别痛心、揪心。 在那个花一样的年龄，在那个

应该是对世界对自然充满各种奇妙想象和探索

欲望的年龄，竟然说出这样悲观的话，无论怎样

都会令人觉得惋惜。

其实，幼儿时期的玩也叫游戏，具有许多功

能，不少教育学专著对玩的好处有诸多阐述：

锻炼身体最自然的方式。不管是跳皮筋还

是丢沙包、跳绳、踢毽子，都有利于孩子身体成

长。孩子主动的活动可以锻炼不同的身体部位

和肌肉群，对孩子的发育十分必要。

进行心理建设、宣泄情绪的好途径。有些游

戏会带孩子进入一些情境，让他换位思考在不同

的情况下怎么做出反应，怎么更好地表达自己，

以达成目标，也可以通过角色扮演，宣泄掉类似

的负面情绪。比如，角色受到委屈，在剧中哭了

起来，扮演者也会把自己的委屈释放掉。许多游

戏需要肢体参与，这本身就会带动身体的气血运

转起来，释放积极的生理激素，和坐着相比，这本

身就是一种情绪释放。

玩可以促进孩子语言和智力发展。许多游

戏需要孩子在参与的过程中和小伙伴沟通交流，

这会促使孩子组织语言表达自己的想法，并让小

伙伴明白。一些语言表达流利的小朋友就喜欢

在各种场合说话，所以表达就越来越利落。

游戏过程可以锻炼与小伙伴协作的能力以

及培养良好的性格品质。比如一场拔河比赛，靠

的就是团队齐心协力，用力一致才可能赢得比

赛。这期间小伙伴们团结合作完成一件事情，不

仅可以增强合作能力，也会加深感情，增强归属

感。看过一个朋友家一岁多儿子跨上小木马的

视频：小木马有轮子，会自己动，宝宝往上跨，小

木马就往前跑，孩子跨不上去。妈妈没有帮忙，

只是默默地录视频，孩子就一次次重来，终于自

己跨上去了。这对孩子来讲，是一个挑战困难的

过程，他会学习到通过自己的努力达成目标，这

是建立自信心的重要方式，也是形成不屈不挠的

性格特点的路径。

所以，自然环境是最好的教育宝库，扔掉手

机、平板电脑，多带孩子去自然中疯玩吧！

据铸基教育网

给孩子最好的
奖励是玩

家长课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