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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三十年来，家庭教育研究的发展历程经过恢复期、发展期和繁

荣期，呈现出研究论文数量增长、研究领域扩展、研究内容时代性强、研究方法

多样、研究队伍壮大和注重海外研究成果引介和本土化等特点。今后一段时间家

庭教育研究仍然需要加大系统理论研究的力度，还会较多关注新时代的新课题，

更多体现应用学科的属性，还要加强专业研究者和实践工作者的合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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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的缘起 

与众人熟知的学校教育、社会教育一样，家庭教育也是一种基本的教育形式（或称形态）。

它是一个国家整个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未成年人接受教育和影响的基本途径之一。

家庭教育对每个人一生中德、智、体、美等各方面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重视家庭

教育，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相对应，家庭教育研究在我国也有着十分悠久的历史。不过

令人遗憾的是，新中国成立后的三十年，我国家庭教育的研究几乎是一片空白。乘着改革开

放的东风，我国家庭教育研究得以恢复和不断发展壮大。适逢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笔者

为此查阅了近三十年的若干教育类中文核心杂志，希望通过历史的这面镜子，能够回顾改革

开放后大陆家庭教育研究走过的道路，探寻近三十年家庭教育研究的特点，发现家庭教育研

究今后的走势。 

 

二、研究的方法和时期的划分 

本文主要采用文献分析法来概括和分析 1979－2008 年间的家庭教育研究状况。对于文

献资料的选择，根据以往研究的经验，笔者最终选取了六本教育类期刊，其中五本为中文核

心期刊，分别为：《教育研究》（1979 年创刊）、《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1983

年创刊）、《教育理论与实践》（1981 年创刊，1985 年公开发行）、《外国中小学教育》（1982

年创刊）、《上海教育科研》（1985 年公开发行）。另一本虽然不是核心期刊，但确是目前中

国唯一的一本家庭教育专业理论刊物《中国家庭教育》（2002 年创刊）。 

此外，对家庭教育涵义的理解，一般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的家庭教育指在家庭中，



家长（主要指父母）对子女及其他年幼者实施的教育及影响。在《中国大百科全书·社会学》

一书中，家庭教育主要是从广义上来讲，包括父母教育子女和家庭成员之间相互教育两个方

面，其中主要是父母教育子女。因此，本文从广义的家庭教育涵义出发，在上述六本杂志的

三十年的期刊中检索家庭教育研究成果，共检索到论文 627 篇。 

在我国家庭教育研究三十年来的发展历程中，有两个学术团体的成立对家庭教育研究的

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其一就是，1989 年，我国建立了中国家庭教育学会（最

初名称为中华全国家庭教育学会），挂靠在全国妇联，时任会长顾秀莲。这一全国性家庭教

育学会的成立，带动了各地区地方性家庭教育研究会的规范建立，更加引领了全国各地的家

庭教育研究的开展，特别是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家庭教育地位与功能、独生子女特点与教育

问题、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关系等问题的讨论。其二就是，2002 年 4 月，中国教育学会家

庭教育专业委员会成立，挂靠东北师范大学，理事长是长期致力于家庭教育研究的北京师范

大学的赵忠心教授。与此同时，作为中国教育学会家庭教育专业委员会的专业刊物——《中

国家庭教育》创刊，成为开展家庭教育研究、传播家庭教育信息的重要媒体，有利地推动了

全国各地家庭教育研究的繁荣和发展。因此，本文以两个学会成立时间作为关键点，将三十

年的发展分为三个时期，即：第一时期为家庭教育研究的恢复期（1978—1988 年）、第二时

期为家庭教育研究的发展期（1989—2001 年）、第三时期为家庭教育研究的繁荣期（2002—

2008 年）。 

 

三、家庭教育研究历史发展的现状和特点 

（一）现状 

从表 1 中可以看出，家庭教育研究的三个时期研究论文的数量呈不断上升的趋势。特别

是 2002 年以后，伴随着《中国家庭教育》杂志的创刊，家庭教育研究的论文数量进入了快

速增长时期。 

表 1：研究论文的增长分布 

时期 篇数 百分比（％）

一、1978—1988 年 27 4.3 

二、1989—2001 年 109 17.4 

三、2002—2008 年 491 78.3 

合计 627 100 



参照骆风教授曾做过的家庭教育研究内容分类标准，并结合近期家庭教育研究的新内

容，本文试着将家庭教育研究内容分为 20 项，包括家庭教育的性质作用与功能、亲子关系、

家长教育观念、家庭教育投入、家庭教育研究方法、家庭教育内容、家庭教育方法、家长素

质、家庭教育环境、早期家庭教育、家庭教育管理与评价、家庭与学校关系、家庭教育指导、

特殊群体家庭教育、独生子女教育、海外家庭教育评介、社会变迁与家庭教育、学习型家庭、

其他。为避免因划类的交叉，采取按“主题词”划类的原则，即按文章重点阐述的内容为划

分依据。如《独生子女家庭的亲子关系》一文归入“亲子关系”之中，《0~3 岁乳婴儿家庭

教养指导的研究》一文归入“家庭教育指导”之中，《马来西亚单身母亲家庭子女的教育情

况》一文归入“海外家庭教育评介”之中，《不同教养环境与独生子女性格和智力发展的关

系》一文归入“家庭教育环境”之中等等。 

表 2 家庭教育研究内容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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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3 1 1 0 0 0 0 0 2 0 0 3 1 0 4 10 0 0 2 

二 3 7 6 1 1 4 3 5 13 1 2 6 12 2 2 28 0 0 13 

三 21 19 22 9 1 25 16 21 15 9 9 51 76 42 4 45 28 9 69 

总

计 

27 27 29 10 2 29 19 26 30 10 11 60 89 44 10 83 28 9 84 

% 4.3 4.3 4.6 1.6 0.3 4.6 3.0 4.1 4.8 1.6 1.8 9.6 14.2 7.0 1.6 13.2 4.5 1.4 13.4 

（说明：表格最后一列的百分比为每一项研究内容的文章数占总篇数的百分比） 

 

（二）特点 

1．研究论文的数量不断增加。 

虽然量大不一定代表质优，但是质变毕竟是以量变为基础的。三十年的家庭教育研究呈



现的是向上发展的态势，这很明显地体现在家庭教育研究文章数量的不断增加上。从总体上

来看，从改革开放初的“家庭教育研究恢复期”的 29 篇到后面“家庭教育研究繁荣期”短

短 7 年的 491 篇，研究论文的数量有着突飞猛进的增长。从研究的专题内容上来看，数量的

增长也意味着对某专题内容的研究在不断深化。以家庭教育研究的核心内容之一“亲子关系”

为例，在恢复期只有 1 篇，在发展期里有 7 篇，到繁荣期就有 19 篇。在增长的量上，我们

不难发现亲子关系的研究更加多角度、多视野。最初的一般层面上泛泛而谈亲子关系的多（胡

卫、胡瓒的《对当前初中学生与其父母关系的透视》，《教育研究》1986.12；雷雳、王争艳、

李宏利的《亲子关系与亲子沟通》，《教育研究》，2001.6），近些年来的亲子关系研究切入点

更多，有关注亲子冲突视角的（郁琴芳的《网络时代亲子文化冲突初探》，《上海教育科研》，

2006.10）、有关注当事人视角的（张忠山的《中学生感知的父母对待亲子沟通的问题》，《中

国家庭教育》2007.1），有关注跨文化视角的（张玉琴、李美华的《跨文化视野中亲子依恋

风格研究探微》，《中国家庭教育》2007.1）等等。 

2．研究涉及的领域不断扩展。 

从教育科学的角度讲，家庭教育是教育学的一个分支。从教育学的学术知识宝库，运用

相关概念和技术方法来研究分析家庭教育现象，探寻家庭教育规律，在过去的三十年中占了

相当大的比例。但我们不要忘记，家庭教育是在年长者和年幼者之间进行的一种教育，这种

教育又是一种特殊的社会行为，因此家庭教育研究可以运用社会学的理论开展研究；家庭教

育实施的过程是教育者和受教育者身心变化的过程，心理学、生理学的理论也可以用于家庭

教育研究……正是由于看到了家庭教育作为一门交叉学科的特点，研究者们在后期越来越多

地学会多学科多视角审视家庭教育，涉及心理学、社会学、文化学、经济学等领域知识比重

不断增加。例如赵石屏的《试论家庭的教育机制——基于“生物—文化协进化”视角》、翁

丽霞的《家庭生活论视角下的中国家庭教育问题研究》、王乐天的《浅谈社会分层与社会流

动对家庭教育的推动作用及对家庭教育指导的要求》、姚伟、李卓的《家长的教育期望与孩

子的教育成本的经济学分析》等等。 

3．研究内容时代性强，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 

近三十年的家庭教育研究，显现出研究内容时代性强的特点。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

独生子女的大批出现，社会上对家庭教育理论的需求也越来越强烈。在家庭教育研究的恢复

期，我们明显可以看出，“独生子女教育”这一研究内容成为研究的重点内容，所占比重很

大。恢复期共 27 篇文章，属于“独生子女教育”内容的文章有 4 篇，占 15％，是除海外家

教评介最多的专题研究内容。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伴随着其他社会问题的产生，独生子女



教育问题已经没有那么突出和紧迫，研究者将研究的目光也就更多集中在其他的研究内容

上，比如离异或单亲家庭子女的家庭教育、流动人口子女家庭教育、特殊儿童家庭教育、留

守儿童家庭教育等等。特别是当全社会提倡终身教育、全民学习、亲子平等共学的大背景下，

学习型家庭作为一种新的家庭型态出现时，研究者迅速捕捉这一时代内容，开展理论和实践

的研究，以此来推动学习型家庭的创建。 

4．研究方法的使用日趋多样，不断成熟。 

家庭教育研究是多学科、多视野的，也注定了它的研究方法也应该是多样化的。在研究

方法上，三十年的研究历程可以看出两点：其一，家庭教育研究方法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

丰富；其二，与西方教育研究接轨的实证研究论文比重有所增加。除了传统的思辨性的说理

文章之外，我们看到有运用文献内容分析法的（吴娟娟的《离异家庭儿童问题行为及其家庭

因素相关研究综述》；李鹤的《父母教养方式与儿童的心理发展研究综述》、刘海华的《0~3

岁儿童隔代教养的研究综述》等等）、有运用调查法的（朱李平等的《浙江省未成年人家庭

教育指导的调查报告》、李洪曾的《上海市中小学、幼儿园家长教育观念的现状调查报告》、

葛缨等的《厦门小学生家庭教育投资、主观性教育资源调查研究》、孙莉萍等的《幼儿家长

在家教中运用奖励的调查研究》等等）、有运用比较分析法的（高峰的《上海、大阪儿童家

庭品德教育比较研究》、刘金花的《上海市与横滨市父母孩子角色标准的比较》、杨琦等的《<

颜氏家训>与<傅雷家书>的德育方法比较及启示》等等）；有运用个案研究法的（苏雪萍的

《家庭教育对青少年个性特征形成的影响——对一个初中生的实证分析》、张琼的《家庭教

育个案跟踪指导的初步实践与思考》等等）；还有运用质性研究方法的（饶玉梅等的《全职

太太型家庭子女教养方式的质性研究》等等）。 

5．研究者队伍不断发展壮大，“草根”研究比重加大。 

三十年的家庭教育研究历史中，研究者队伍不断发展壮大，非科研专业的“草根”研究

者比重加大。最初的家庭教育研究以教育学、心理学、医学专业的大学教师、教育科研人员

为主，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社会的发展，家庭教育重要性的越发凸现，越来越多地教师、家长

和教育系统外的人参与到真正的家庭教育研究中来。例如：《解读上海社区独生子女家庭教

育“成人本位”基本特点》的作者是一位普通的祖辈家长向若燕奶奶，退休前也从没有从事

过教育工作；《街道社区家庭教育指导中心组织管理模式探索》一文的作者是街道干部和社

区志愿者。再以《中国家庭教育》杂志中“家庭教育指导”内容的文章为例，在总共的 67

篇文章中，有 40 篇文章是来自教育一线的校长（园长）、教师或其他非教育系统的普通民众

所写，占到总数的 60％。 



6．海外的研究成果涉及地区扩大，并逐渐走向“本土化”。 

从改革开放初，家庭教育研究中就有对“海外家庭教育评介”的内容。最初的经验和成

果的介绍比较集中在前苏联、以及临近的日本，随着开放程度的进一步加大，对海外成果的

介绍在国家和地区上是以美国等发达国家为主，范围越来越扩大和分散。由于海峡两岸人民

有着共同的文化传统，随着中国教育学会家庭教育专业委员会、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等机

构、部门组织的多种形式的“海峡两岸家庭教育学术研讨会”的长期举行，越来越多地台湾

家庭教育研究成果被介绍到大陆，台湾家庭教育研究成果的评介成为大陆家庭教育研究繁荣

期一个比较突出的现象。我们还会发现，繁荣期的家庭教育研究逐渐从单纯的海外家庭教育

介绍、评价中走出，开始将“洋理论”本土化，创建适合我国国情的家庭教育理论，为大陆

的家庭教育实践服务。例如，台湾的学习型家庭理论介绍到国内后，研究者创造性地运用到

学校、社区的家庭教育指导实践工作中去，形成了相当多地“本土化”研究成果和经验（譬

如，上海市虹口区延风中学的《在“小手牵大手”的过程中创建学习型家庭》经验；上海市

嘉定区普通小学《开展家长小组辅导，提高家教指导效益》经验等等）。 

 

四、家庭教育研究的发展趋势和建议 

1．进一步重视家庭教育基础理论的研究，用更科学的方法将研究水平引向系统和规范。

在三十年这么长的时间段内，研究家庭教育“性质功能作用”和“家教研究方法”的文章只

有 27 篇和 2 篇，只占到 627 篇全部文章总数的 4.3％和 0.3％，比重相当小。随着社会的变

迁，研究者更多关注家庭教育新问题、新情况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对家庭教育基

本理论问题研究的投入程度，使得研究缺乏深刻性，许多基础性的重大理论问题没有得到认

真研究，近年来在《教育研究》、《华东师大学报（教育科学版）》和《教育理论与实践》等

教育类核心期刊上深刻地阐述家庭教育基本理论的文章较之以前有所减少。此外，对家庭教

育研究的研究方法进行反思的文章少之又少。“目前的这些研究方法是否有效？还有没有更

多更适合家庭教育的研究方法，比如人类学研究的田野法等等？怎样改进家庭教育调查研究

方法？”等等这些问题，可能是今后研究需要进一步重视和突破的方面。 

2．家庭教育研究将会更加反映出家庭教育学作为一门应用学科的属性。三十年的研究

发展表明，家庭教育学不仅要探索家庭教育的科学规律，同时家庭教育研究会越来越关注家

庭教育实践中的问题，并尝试着作出相应的回应。以“家庭学校关系”研究内容为例，从“恢

复期”的 3 篇到“发展期”的 6 篇，再到“繁荣期”的 51 篇文章，数量在不断增加，同时

在研究重心上也实现了从家庭教育配合学校教育到家校合作、合力育人的转移。 



此外，家庭教育研究在今后还将会不断与时代发展相呼应，积极研究新时代出现的新课

题。在社会越来越和谐，家庭生活越来越民主平等的发展趋势面前，家庭教育研究将会更多

地关注与这些方面密切相关的问题。例如，在“繁荣期”出现了较多的“学习型家庭”的理

论和实践研究。随着时代的发展，那种简单地把人一生分为学习和工作两个阶段的观念已经

不适合于这个时代。学习型家庭就是适应时代的要求而产生的鲜活的理念之一，它是在终身

教育思想、学习型组织理论以及人本主义理论的影响下诞生的。研究者开始重点关注“学习

型家庭”理念和创建实践，对家庭教育研究具有鲜明和重要的时代意义。可以预见，今后还

会有更多的类似“学习型家庭”研究的回应时代发展的新课题蓬勃兴起。 

3．家庭教育研究者队伍资源不断整合，“学院”与“草根”合作研究、协同作战。基于

对文献的分析，可以说家庭教育研究在教育学分支学科中算不上是一门“显学”，与其他教

育学的分支学科相比，家庭教育学的专业研究者队伍也相对偏少。尽管如此，家庭教育研究

者队伍中有不少中小学教师、家长以及对家庭教育感兴趣的热心人士。总体上说，家庭教育

研究的队伍在数量上是颇为可观的。但是，家庭教育研究专业队伍与“草根”队伍之间的合

作却低于一门应用型学科应有的水平。因此，从家庭教育研究未来的发展来看，一方面来扩

展专业的研究者队伍，另一方面要加强“学院”研究队伍与“草根”研究队伍的交流与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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