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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n the Importance of Strict Family Education for 
Children’s Excellent Quality Tra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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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huowen Jiezi said that “teaching for the above, the next effect.” What we mean here is family education, which is the education 
of parents about morality and etiquette. Throughout the history of China, it is the Chinese children who have created the enduring 
Chinese civilization through the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of the five thousand years. The Chinese nation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prosperous, and it is inseparable from the contribution of every family. Strict family education is the best choice to cultivate 
children’s excellent quality.  Strict family education will not only affect children’s values, but also guide children to a broader stage, 
and become a useful talent for the country and the people when they grow 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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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严谨家教对孩子优秀品质培养的重要性  
高荣红 

甘肃省榆中县恩玲中学，中国·甘肃 兰州 730000

摘　要

《说文解字》中说“教为上所施、下所效”。在这里我们所说的家教即家庭教育，是家长对孩子进行的关于道德、礼节的教育。
纵观中华历史，正是中华儿女在上下五千年的传承与创新中造就了中华文明的经久不衰。而中华民族越来越繁荣，离不开每
一个家庭的贡献。严谨家教，是培养孩子优秀品质的最优选择。严谨的家教不仅会影响孩子的价值观念，还会引导孩子走向
更广阔的舞台，长大后变成利国利民的有用之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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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从古至今，父母的谆谆教诲一直贯穿于每一位中华儿女

的人生，不绝于耳。“养不教父之过”成为鞭策父母严谨家

教的圣言。自党的十八大以来，良好的家教更是被更多的人

推崇，走上了一个新的高度。习近平总书记曾说“我们都要

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可见，

中华大地是培育出严谨家教果实的土壤，现在，这颗果实正

如雨后春笋般生长，教导着每一位中华儿女，生生不息。

《孟子·离娄上》一书中载到“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

家，家之本在身”。同样的，每一个人的教养会影响每一个

家庭的素质，每一个家庭的素质决定了一个国家的国民素质。

所以说，良好的家庭教育能够培养孩子成熟的心智、积极向

上的心态、刚直不阿的气节和端正的价值观念。所以为人父母，

更应该以身作则严谨家教，重视严谨家教在孩子成长过程中

的影响。

2 严谨家教促使孩子心理健康成长

父亲在孩子们心中，始终如一座大山一样，稳重踏实给

人安全感，而母亲则更像一座港湾，温馨舒适带来心理上的

慰藉。父母始终是孩子们最好的教师与榜样。有些人认为严

谨的家庭教育对于孩子来说过于残酷，做为父母应该将所有

宠爱都给予孩子，在物质上尽最大可能给予满足，衣来伸手、

饭来张口。殊不知，这样的教育观念正是将孩子推向悬崖的

元凶。在培养孩子方面，一味追求物质上的满足，只会加深

孩子间的攀比心理，致使孩子形成虚荣心理，这种教育方式

是万万不可取的。相反，严谨家教应该是要从小树立孩子勤

俭节约的意识，让孩子明白成由勤俭败由奢的道理。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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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孩子树立感恩观念，犹如乌鸦反哺、羔羊跪乳一般，积

极付出、努力回馈，从而促进真善美的传承发展。当一个家

庭对孩子心理上的培养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这个孩子的心

智就会比同龄人更加成熟，他考虑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方法

就会更加全面、看待问题的眼光也会独到。

3 严谨家教培养孩子的能力

随着社会大众认知水平的普遍提高，一方面，大多数家

长认为培养孩子就是照顾孩子健康长大，满足孩子一切物质

上的需求。另一方面，随着生活压力的增多，很多父母都投

身于事业，无暇顾及孩子，便将教育孩子的重任全权“委托”

给学校，认为学校是教书育人的地方，只要是关于孩子教育

的问题都应该由学校解决，自己能做的就是监督孩子按时完

成学校的作业。其实这种观念是片面的，父母常常忽略了学

校只是学习知识的场所，不能兼顾孩子各方面的需求，父母

不知道自己才是孩子最好的教师，自己平常的一举一动孩子

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并且往往积极效仿。严谨的家教可以

从小培养孩子发现问题，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促进孩子的

人格健全与独立思考的能力。严谨的家教配合学校的系统化

培养，就会更好的发挥出教育的作用，使孩子能力得到更好

的培养 [1]。

4 严谨家教树立孩子正确的价值观

价值观，作为人生道路中的指向标至关重要；价值观的

培养，更应该做为重中之重来重视。人生中如果没有价值观

的指引，犹如在大海中迷失方向一样，无所事事，终将一事

无成。树立积极向上的人生观、公正廉明的价值观，可以指

引人在生活中不迷失方向，面对困难时积极应对。严谨家教

也要注重孩子价值观的培养，在家庭教育中，时时刻刻灌输

价值观念的内容，在家长的指导下使孩子从小树立适合自身

的积极向上的价值观念，同时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加深对

价值观念的理解，从而为孩子步入社会做好准备。

5 严谨家教促进良好家风的传承

良好家风是促进家族昌盛的关键。良好家风的建设与传

承，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持续发展不断完善的。家长从小

注重对孩子的家风教育，一方面可以让孩子树立良好的家风

意识，形成自身对家风的认识；另一方面，可以在自己对家

风家教的理解上完善它，从而更好的教育下一代。有人说良

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严谨家教则是传承家风的第一步也

是最重要的一步。一个拥有严谨家教的家庭，在教育孩子方

面会更加的去关注孩子心理上的培养而不是一味的追求物质

上的满足。同时严谨家教的过程中，不是单方面的父母教孩

子学，而是孩子和父母相互学习相互成长的过程。家长以成

人的眼光看待问题，常常考虑利益问题，而孩子则抛开功利

以单纯的心理去解读问题，这常常是成人所忽略的一方面。

如果将两方面结合，就会更好的完善双方看问题的眼光。这样，

父母在传授知识的同时完善自身的知识储备，从而更好的继

承发展并且完善家风建设。促使良好家风代代相传。

不论是学校教育、社会教育还是家庭教育，都对孩子优

秀品质培养至关重要，都应该得到相同的重视。学校教育决

定人生的高度，社会教育决定人生的深度，而家庭教育决定

了人生的广度。做为父母，深知家庭教育的重要性，但由于

个中原因的羁绊，往往适得其反。怎样才能充分利用自身的

水平，彻底的完善家庭教育，成为为人父母的最为懊恼的问题。

第一，“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一方面，做为父母，

同时也是孩子的教师，应该抱有活到老学到老的决心，时刻

学习知识，扩展自己的知识量、拓宽自身的知识面。与孩子

相互学习，共同进步。另一方面，改变以往学校教育为主的

观念，将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结合，重视家庭教育在孩子成

长过程中的作用，促使家庭教育向更好的方向发展 [2]。

第二，“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一方面，

父母在严谨家教的过程中不应该只说不做，而是要言传身教，

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来教育孩子，同时注重自己的一言一行，

时刻为孩子做一个良好的榜样。另一方面，做到有答必应，

在生活中做出的承诺要及时兑现，正如曾子杀猪兑现承诺一

样，为孩子做一个言必行行必果的榜样。

严谨家教犹如一剂良药一般，在培养孩子优秀品质的过

程中发挥着不可磨灭的作用。父母作为孩子最好的教师，犹

如一座灯塔，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中为孩子成长指明方向。

孩子们畅行在生活的海洋中，由最初的一支不经风雨的小船

在父母严谨家教的打造下变成了一艘艘乘风破浪的巨舰。这

一艘艘巨舰终将在广阔无垠的海面上勇往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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