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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ocke was a famous Philosopher and thinker in England in the 17th century. His educational work, "A Rambler on 

Education", was aimed at educating the children of the rich in the upper class, which reflected a kind of educational 

view representing the emerging bourgeoisie in the Renaissance period of Europe. Locke not only had profound 

attainments in medicine and natural science, but also had rich experience in family education. The book was written in 

response to his relative Edward. Crock's request, guidance on the education of his son, and correspondence with him 

for several years. Locke taught and exchanged his thoughts on education with Clark. After receiving suggestions from 

his friends, Locke compiled the letters and published them officially in 1693 as An Educational Ramble. Locke's 

Educational Ramble is rich in content and very classic, especially the health education and moral education in it have a 

strong enlightenment significance for us to do a good job in family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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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洛克是十七世纪英国著名的哲学家和思想家，他的教育著作《教育漫话》是以上层社会的富人子弟为教育对象

的教育，反映的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兴起的一种代表新兴资产阶级的教育观。洛克不仅医学及自然科学有精深

造诣，而且具有丰富的家庭教育经验。该书是应他亲戚爱德华.克洛克的请求，指导其教育其子，与他有过长

达数年的书信往来。洛克向克拉克全面传授、交流自己的教育心得，在接受了朋友们的建议后，将有关书信整

理后于 1693 年正式出版，命名为《教育漫话》。洛克的《教育漫话》内容丰富且十分经典，尤其是其中的健康

教育和道德教育对于我们做好家庭教育具有极强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独生子女，家庭教育，教育漫话 
 

1.前言 

习总书记在第一届全国文明家庭表彰大会上强

调，我们要重视家庭文明建设，努力使千千万万个家

庭成为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点，

成为人们梦想启航的地方。充分肯定并赞扬了家庭教

育的重要作用。不管是“家庭是孩子的第一所学校”，

还是“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都表达了家庭教育不

可忽视的影响，尤其是对孩子的一生产生巨大的影响。

因此必须重视孩子的家庭教育。 

2.家庭教育的重要性 

“我敢说我们日常所见的人中，他们之所以或好

或坏，或有用或无用，十分之九都是他们的教育所决

定的。人类之所以千差万别，便是由于教育之故”。[1]

在《教育漫话》开篇如此写到，可知洛克极其看重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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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在人的发展中起的决定作用。而孩子在还未接受正

式教育之前都是在以家庭为单位的学习活动中进行

模仿、学习，家庭的氛围、家长的言谈举止等都会对

孩子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夸美纽斯将家庭教育成为

母亲膝前的教育，它为儿童实现社会化奠基教育基础。

国际 21 世纪教育委员会在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

交的报告中对家庭教育的重要作用作了高度评价，报

告指出：“家庭是一切教育的第一场所，并在这方面

负责情感和认识上的联系及价值观和准则的传

授……家长与教师之间必须进行真正的对话，儿童的

协调发展要求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互相补充。”［2］

赵忠心在《家庭教育》中指出：“按照传统的说法，家

庭教育是指在家庭生活中，由家长、即由家庭里的长

者（其中主要是父母）对其子女及其他年幼者实施的

教育和影响，这是狭义的家庭教育。广义的家庭教育，

应该是家庭成员之间相互实施的一种教育。在家庭里，

不论是父母对子女，子女对父母，还是长者对幼者，

幼者对长者，一切有目的、有意识施加的影响，都是

家庭教育[3]。张进峰在他的《家庭教育重要性的哲

学新论》中指出，家庭教育是实现人类血缘体对后代

生命之爱的行为。家庭教育是实现后代独立生存的行

为。家庭教育是群体教育的先决条件，没有家庭教育

对个体灵魂的良好的初步塑造，一个人就会变成不能

教、不可教的人，群体教育因而无从开展。[4]在他看

来家庭教育是整个教育系统的奠基石。首先父母通过

家庭教育的行为实现了对子女的生命性关爱。完成了

人类生命对后辈的爱心的转化。其次在他看来好的家

庭教育能够很好的培养和锻炼孩子的独立生存能力，

坏的家庭教育不仅对孩子的发展不利，而且从长远来

看是不利于整个家族的发展的。最后他强调家庭教育

的一个奠基作用，孩子一出生，最早接触的就是家庭

教育，且家庭教育贯穿孩子的一生。 

3.独生子女 

在中共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公报

指出：促进人口均衡发展，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

完善人口发展战略，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

子政策，积极开展应对人口老龄化行动。[5]尽管全

面二胎政策已实施，但还是有很多家庭仍是只有一个

小孩，要么是受优生优育的思想，年轻的夫妻更愿意

花精力在培养一个孩子身上，给他/她最好的生活条

件、最好的爱让他/她健康快乐的成长；要么是因为

难以承担抚养二孩的压力，尽管义务教育在很大程度

上减轻了普通家庭的教育负担，但是昂贵的幼儿园教

育、为了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的各式各样的培训班、

辅导班等等都让这些家长望而止步。 

在时东方，樊丽娜等人的观点中，独生子女变成

全家人的焦点，比非独生子女享受更多的教育资源及

投资，但是同时也承担更多的期待和压力，往往会出

现敏感焦虑等心理障碍，没有达到家庭成员的期许时

很容易出现失落等消极情绪和反应。[6]如果家庭教

育不能很好的处理这些问题就会导致严重的成长问

题，影响孩子的成长及一生。在学校教育中教师常运

用“罗森塔尔效应”的社会心理效应，“罗森塔尔效

益”指教师对学生的殷切希望能戏剧性地收到预期效

果的现象使得教师获得预期的效果。但是这种效应被

滥用在家庭中，主要表现为家长对子女的行为抱有一

种美好的期待，但是当这种这种期待与现实的效果不

符时，便会产生强烈的挫败感。因此家长有着正确的

教育理念以及正确的家庭教育对于孩子的健康成长

就显得十分重要，洛克的《教育漫话》给我们提供了

宝贵的经验。 

4.洛克的教育思想 

洛克是十七世纪英国著名的哲学家和思想家，他

的教育著作《教育漫话》是以上层社会的富人子弟为

教育对象的教育，反应的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兴起的

一种代表新兴资产阶级的教育观。洛克不仅医学及自

然科学有精深造诣，而且具有丰富的家庭教育经验。

该书是应他亲戚爱德华.克洛克的请求，指导其教育

其子，与他有过长达数年的书信往来。洛克向克拉克

全面传授、交流自己的教育心得，在接受了朋友们的

建议后，将有关书信整理后于 1693 年正式出版，命

名为《教育漫话》。 

洛克的《教育漫话》是一部深入浅出、饱含哲理

的经典书籍。其中蕴含的教育思想及教育内容和方法

都具有超时代性和历史性，在现在仍然显现出耀眼的

光辉。 

洛克的整个教育思想分为：德、智、体三方面，

其中的“德”指的是“道德教育”，“智”指的是“知

识与技能教育”，“体”指的是“健康教育”。洛克认为

在这三者中健康教育排在首位，其次是道德教育，最

后是知识与技能教育。洛克的极其重视健康教育，对

于当下我们重视智力上的发展而忽视身体的发展，重

视智力发展忽视道德培养有着很强的警醒作用。 

洛克认为：儿童的心智和源头的水性相近，容易

引导，决之东则东，决之西则西。[7]因此教育的作用

就更加不可忽视。在年幼时儿童的心智不具有辨别的

能力，不能区分那种是符合德行发展的，哪种行为是

违背德行发展的，因此就必须的通过教育来让其作出

正确的选择，培养正确的德行，进而走向成功的人生。 

5.对我国独生子女家庭教育的启示 

5.1 对孩子不能娇生惯养 

随着物质生活条件的提升，越来越多的家长开始

重视孩子的健康问题，家长把孩子视为心尖上的宝贝，

含在嘴里怕化了，捧在手心里怕摔了，将孩子囚禁在

自以为是绝对安全的牢笼里，但不想正是着所谓的安

全正在一步步侵蚀着孩子的健康。孩子在家长的娇生

惯养之下，不仅对于孩子的成长不利，而且也会让孩

子形成一些病态的心理及行为，因此家长应该避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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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娇生惯养，多让孩子在生活中历练，才是真正的

对孩子好。在家庭教育中，父母应该从孩子发展的长

远利益出发，而不是把一味的满足孩子的任何需求作

为是爱孩子的最正确的方式，这样只会让孩子养成饭

来张口，衣来伸手的陋习，当孩子还小时，孩子有需

求时父母还能够满足，但是随着孩子慢慢成长，其各

方面的需求也在不断成长，这时父母不能满足的话必

然会引起家庭矛盾更有甚者发生惨案。因此，父母不

能对孩子娇生惯养，切忌目光短浅，应从孩子的长远

利益出发去表达爱意。 

5.2多带孩子到户外运动 

在游泳与户外运动方面，洛克主张当孩子长大可

以学习游泳的年龄而且又有人教他时，他应该学习游

泳[8]。这个不仅可以使学生由于会游泳使生命得到

保障，还可以起到强身健体的作用。尤其是在前段时

间重庆公交车坠江事件发生后，人们意识到孩子学会

游泳这项运动的重要性，在遇到相似的事件时，会游

泳的孩子比不会游泳的孩子更多了一种生命的保障。

还有一件事对于每个人尤其是儿童的健康极有好处，

这就是要多到户外活动，即使在冬天，也应尽量少烤

火。[9]多到户外活动对于他们的健康帮助越多，帮

助他们形成强健的体魄，以及让他们既不惧怕骄阳、

也不担心风雨，这是对他们的一生发展都是极其有利

的。独生子女不断增多再加上优生优育的思想的影响，

越来越多的孩子被父母囚禁在“爱的牢笼”,所有的

活动都安排在看似安全的室内，而将孩子探索世界的

翅膀关在门外。依据《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实施

方案》精神，学校必须保证学生在学校时每天 1 到 2

小时的户外运动和锻炼时间，而且通过增加体育分在

升学总分的考核比例来达到学校及家长主动增加学

生的课外活动时间，从而最终达到增强身体素质，预

防视力下降的效果。家长可以通过组织一些亲子活动，

既能让孩子到室外活动同时又能在活动中增加情感

交流，形成和谐有爱的家庭环境。 

5.3养成良好的睡眠习惯 

在睡眠与卧床方面，洛克主张没有什么能比睡眠

更能增进儿童的生长与健康。[10]人的身体是有各种

器官构成的，不同的时间身体的各个器官在进行自我

排毒的功能，如淋巴排毒、免疫系统排毒等等，所以

保证儿童足量的睡眠，以及让儿童养成早睡的习惯都

是对儿童的健康成长极其重要的，而且洛克主张硬床

可以锻炼身体，然而如果每夜被羽绒被褥所包裹，则

会融骨伤体。不啻为虚弱之因，短寿之源。[11]睡硬

床可以让孩子的脊柱更好地定型，而不至于在软床中

让脊柱悄悄的变了形。有助于儿童塑造出挺拔的身姿，

避免含胸驼背等不良姿态。在现代社会，网上世界丰

富多彩，不少人沉迷其中，不分昼夜的在“网上挂着”。

长期的书面不足，不仅会导致免疫力降低，而且还会

使记忆力也降低，不利于孩子的身心健康。从孩子的

成长出发，必须保证孩子的睡眠时间及养成良好的睡

眠习惯，才能为以后的学习和生活打好基础。现在的

报道中时常能看到一些年轻人应沉迷于网络世界几

天几夜不睡觉而导致猝死的新闻。这些都给我们睡眠

敲醒了警钟。能好好睡个觉现在对于很多人来说已经

算是一件很奢侈的事了。 

5.4 尽早对孩子进行教育 

儿童的潜能是需要教育者的帮助和引导才能得

到启发，教育者通过各种各样的实践活动将儿童的潜

能由可能变为现实，而且儿童的可塑性是惊人的，洛

克将儿童看作为一张白纸，你施加什么样的教育，孩

子便养成什么样得品格，要格外重视儿童的精神的形

成，而且须及早形成，这足以影响他们今后一生的生

活。[12]洛克十分重视孩子及早地接受教育，并认为

孩子在早期养成的各种行为以及德行对孩子一生的

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其中洛克在教育儿童用理

智克服欲望中说到，一切德行与美善的原则在于，当

欲望得不到理性认同时，我们需要具有克制自身欲望

得到满足的能力。这种能力的获得及改进依靠习惯，

而使之轻松、熟练地发挥则靠早期实践。[13]强调了

及早进行早期教育的作用，并认为对儿童的的管教开

始的越早，便会让儿童更加安乐。 

5.5 重视对孩子的榜样示范作用 

榜样作为一种无声的力量，作为孩子最亲近的人，

父母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被孩子看在眼里。学习

的方法与其依从规则，不如根据榜样；儿童若是远离

不良的伙伴，在仿效他人的时尚做法后就会得到大家

的尊重与赞许，他们也会为自己行为优雅而自豪。[14]

在儿童的规则观念还不是很强的时候为孩子制定太

多的规则是不利的，而且有些相似的规则反倒会引起

孩子心中的疑惑，为什么这件事这样做是对的，同样

的事再做一次就是错的，使孩子在认知上产生疑惑，

我们所有人都在一定范围内受着别人影响，模仿别人

做事、模仿别人的穿着、说话、妆容等等，更别说小

孩子，我们细心一点就会发现，孩子的一些行为我们

总能在现实生活中找到原型，但与成人不同的是，小

孩子不能区分现实生活中哪些是他们该学习的，哪些

是他们应该避之不及的，这时家长就应该好好为他们

选择哪些是他们可以学习的榜样，哪些是应该引以为

戒的反面教材。同时家长对孩子提出一些要求时，他

们也应该以身作则，为孩子树立好的榜样。与榜样相

比，没有人事情能够这么温和而有深入地打动人的心

扉。[15]在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团体中，孩子的学习大

多是出于对大人的言谈举止的模仿，父母与孩子的交

流是双向互动的，家长采用什么样形式的教育便会对

孩子产生相应的影响，因此，家长首先要对自我进行

教育，身教重于言传，重视加强自身修养要做好榜样

示范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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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创造和谐有爱的家庭环境 

家庭环境总是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儿童的发展，

而且这种影响时持久的。因此加强家庭建设，创建和

谐有爱的家庭环境，将家庭、家教、家风的德育效果

发挥到最大。不管是父母的过度管教，还是过度溺爱，

都会导致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孩子在远离自己的原

生家庭以后，就会倍感无助，在以后的生活中遇见老

师，在职场里遇见面试官，都会觉得对方是个权威的

人物，也会因此而不敢说话，表现的不够成熟、自信。

这种心态在心理学上有个专有的名词，叫做习得性无

助。[16]因此要创造和谐有爱的家庭环境。在和谐有

爱的家庭环境中孩子的思想品德、行为举止等都朝着

积极的方向发展。 

5.7 让孩子养成正确交友习惯 

诚然，如果儿童常常呆在外面，他的胆量自然会

变得大些，与同龄儿童相处时，他更善于打闹起哄，

出谋划策；伙伴间因为相互竞争，导致年轻的孩子生

气勃勃，用心学习。[17]在健康教育中，洛克提出多

到户外参加活动，这样可以使他养成健康有力的体魄，

也能在与其他人的游戏中锻炼自己的为人处事之道。

学习的方法与其依从规则，不如根据榜样；儿童若是

远离不良的伙伴，在仿效他人的时尚做法后就会得到

大家的尊重与赞许，他们也会为自己行为优雅而自豪。

[18]在这可以看到孩子身边的任何人都可能会对孩

子的成长产生这样或者那样的影响，在书中洛克时常

提到拥有一个品行良好的仆人对于培养孩子良好的

德行的作用，不仅可以让孩子避免沾上不良的恶习，

还可以巩固家长在孩子心中的伟大形象。因此对于孩

子交朋结友也要重视。 

6.总结 

洛克曾经说，医生为病人开错处方，要耽误病情；

教师为学生开错了处分，则影响人的发展，而且这种

错误比医生更是不可原谅。[19]可见洛克十分强调教

育的作用，并认为教育对于人的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

作用。洛克用医生开错处方耽误患者的病情来类比教

师为学生开出处分，说明教育和医生治人一样都是关

乎性命的大事，谁都马虎不得。因此洛克的教育思想

对于家庭教育有着很重要的借鉴意义，尤其是针对独

生子女家庭子女的教育。家庭教育是教育的起点和基

点，家庭建设的基础无论是从个人、集体还是在整个

社会来说都是骑着无可替代的基石作用，而且还是关

系着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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