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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前，家庭建设和家庭教育日益得到重视，对原生家庭教育与家庭教育观念的研究便显得十分重要。现

有研究分别在原生家庭教育、家庭教育观念方面做了一定的研究，为我们更好洞悉家庭教育提供了借鉴。

在此基础上，本研究着眼于探究原生家庭教育对家庭教育观念的影响，以00后大学生为研究对象，运用

半结构访谈对其原生家庭教育情况及家庭教育观念进行考察，并采用程序化扎根理论分析两者之间的关

系。研究发现，原生家庭教育对00后大学生家庭教育观念的认知、形成和内容均有重要影响。在未来研

究中，可以考虑通过增大样本量、使用问卷调查和量化分析、与生育意愿相结合等对该研究主题进行更

加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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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cholars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construction of family and family education nowadays. There-
fore, it is very important to research on family education of origin and the concepts of family edu-
cation. However, there have been some researches on these two topics, which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us to better know about family education. On this basis, I focused on the influence of family 
education of origin on the concepts of family education, took post-00s college students as the re-
search objects, used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to investigate their original family education and 
family education concepts. Besides, I analyzed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se two things via proce-
duralised version. The research found that family education of origin has an important influence 
on the cognition, formation and contents of the concepts of family education of post-00s college 
students. In future researches, to research on this topic more deeply, I suggest that scholars should 
increase the sample size, use questionnaires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 combine family education 
of origin and the concepts of family education with the desired fertility. 

 
Keywords 
Post-00s College Students, Family Education of Origin, Family Education Concepts 

 
 

Copyright © 2021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家庭是个体早期社会化最为重要的场所[1]，也是社会最基本的组成单位。一直以来，作为家庭重要

内容之一的家庭教育对社会和个人的发展均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一方面，家庭教育在社会教育改革和

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在儿童和青少年成长过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2]。另一方面，一个人的品格、成就

及其问题大都可以在家庭环境和家庭教育中追根溯源[3]。因此，对家庭教育的研究十分必要。而近些年

来，“初中生被母亲当众扇耳光后跳楼身亡”“张扣扣杀人案”“上海卢浦大桥 17 岁少年跳桥”“吴谢

宇弑母案”等与家庭教育有一定联系的极端事件频发。这些在社会上传播较广、影响较大的事件，使人

们对事件本身及其家庭原因产生了极大的关注。 
为了更好洞悉家庭教育，促进社会发展，目前有较多有关家庭教育的研究，其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

即家庭教育的现状[4] [5]、作用[6] [7]和未来发展[8] [9]。然而，国内对家庭教育的现有研究仍然存在以

下不足：一是对家庭教育的研究大多集中于理论层面的分析，对现状的实地调查较少；二是作为家庭教

育重要内容之一的家庭教育观念的相关研究还有待发展，其一直以来在家庭教育研究中的占比较少；三

是对原生家庭教育与家庭教育观念形成的相关性的研究较少。而就现实来看，00 后大学生作为逐渐成长

起来的新一代青年，其家庭教育观念日渐成型，并且在时代、社会、家庭等的多重影响下形成了新的风

格与特点。同时，00 后大学生作为下一代的家长，其家庭教育观念对未来家庭教育发展也有一定的影响。

因此，对 00 后大学生家庭教育观念的研究较为重要。而一个人家庭教育观念的形成通常来自多种因素的

塑造，其中，原生家庭教育在人一生中的基础性和长期性[10]，决定了其在孩子家庭教育观念形成中的关

键地位。基于此，进行大学生的家庭教育观念研究，对原生家庭教育的探究是必不可少的重要一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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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在当前重视家庭建设和家庭教育的背景下[11]，原生家庭教育与大学生家庭教育观念的研究

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一方面，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当今家长认识到家庭教育的重要性，并为家长

更好进行家庭教育提供借鉴和指导。而另一方面，其还能帮助大学生正确认识和看待原生家庭教育对自

己家庭教育观念的影响，同时促使大学生进一步完善自己的家庭教育观念。从而，推动我国当今及未来

家庭教育的发展。另外，对大学生家庭教育观念的聚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丰富现有家庭教育研究的研

究对象和研究内容，并为未来的家庭教育研究提供一定的参考。 
基于现实背景及现有研究，本研究提出“原生家庭教育对 00 后大学生家庭教育观念的影响”这一研

究问题。具体而言，即以 00 后大学生及其原生家庭为研究对象，运用滚雪球抽样的方法在 S 省 M 市的

00 后大学生中获取研究参与者，通过半结构访谈对 00 后大学生的家庭教育观念及其原生家庭教育情况

进行考察，并采用程序化扎根理论分析两者之间的关系，以探究原生家庭教育对 00 后大学生家庭教育观

念的影响。 

2. 文献综述 

家庭教育的相关研究发展至今，已较为成熟，其研究涉及影响因素、现状及对策、变迁发展阶段、

未来方向、作用效果等各个方面。但是，研究原生家庭教育与家庭教育观念的现有文献较少。因此，本

文将着眼于原生家庭教育与家庭教育观念之间的关系，弥补研究空白。 

2.1. 原生家庭教育相关研究 

相较于“新生家庭”，原生家庭是指[12]作为个体出生、长大的家庭，是个体最初成长、学习并贯穿

一生的环境和背景[13]，对个体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14]。而作为家庭重要内容的原生家庭教育更是如此，

其承担了个体教育的起点和基础的关键角色[12]，对个体的多方面有重要影响[13]。 
家庭教育主要是指父母对子女实施的家庭教育[15]，其一般包括背景环境、行为实施主体、主要对象

三个关键因素[16]。家庭教育的发生背景是在家庭生活中，以家庭为主体环境[16] [17] [18]。而家庭教育

的行为实施主体是家庭中作为监护人的父母[15]以及家庭成员，但监护人也可能因特殊原因而变为除父母

以外的其他家庭成员，如留守儿童的监护人[16]，因此，家庭教育的行为实施主体应是父母或监护人和家

庭成员。而家庭教育以孩子为主要教育对象[16]。另外，家庭教育还包括三个重要内容，即互动关系、教

育方式与教育目标。家庭教育以亲子关系为互动关系的中心[17]；家庭教育的教育方式通常会遵循家庭所

持有的育人法则[16]；家庭教育的目标主要是培养社会所需要的人[17]以及帮助孩子成人、成才[16]。综

上，家庭教育是指在家庭生活中发生的由父母或监护人和家庭成员遵照一定育人法则对孩子所实施的教

育，其以亲子关系为中心，以培养孩子成人、成才为目标。 
目前，国内外对原生家庭教育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教育环境、教养方式、教育期待等及其影响方面。

首先，家庭教育环境是家长对孩子进行家庭教育的背景环境，主要分为家庭环境性因素和家庭教育性因

素，具体包括家庭经济社会地位、家庭文化背景、家庭居住环境、家庭成员互动及夫妻关系、亲子关系、

家庭教育投入、父母教育态度和行为规范等[12] [19] [20]。作为孩子最重要和基础的成长环境[19]，家庭

教育环境对孩子的学业情况[19] [20]、性格品德[21] [22]、能力发展[23]、心理健康[24]均有重要影响。其

次，家庭教养方式是指父母在抚养和教育子女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相对稳定的行为风格和行为方式，

包括通常使用的教育子女的方法、形式等，是父母各种教养行为的特征概括[25] [26]。而父母教养行为是

家庭教养方式的重要体现。于父母教养行为而言，温暖和控制是两个重要概念[27]。在此基础上，家庭教

养方式形成了较多种分类，如鲍姆林特提出的专制型、权威型和放纵型，林磊、董奇提出的极端型、严

厉型、溺爱型、成就压力型和积极型[25]，目前国内较为流行的情感温暖型、过度管束型、冷漠拒绝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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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依据父母教养角色划分的慈父慈母型、严父慈母型、慈父严母型、严父严母型[14] [28]。家庭教养方

式对孩子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孩子的社会化方面[25] [26]，包括自信、自尊、自我效能、心理适应等心理健

康内容[14] [29] [30]、社交心理距离、印象管理等社交内容[31]以及自我管理能力等自我管理内容[28]。
再次，教育期待是指家长的教育期待，是家长对子女未来学历、成就、品德、能力等教育成就的主观信

念或判断[32] [33]。作为一种隐性观念，教育期待也会在潜移默化中影响孩子身心各方面的发展[33]。 

2.2. 家庭教育观念相关研究 

家庭教育观念的概念是以家庭教育的概念为基础的，其主要是指父母或家长在教育和培养子女的过

程中所持有的关于子女发展以及如何发展的教育观[34]，具体内容包括教育方式、教育途径、教育内容、

子女的可塑性及成功教育的信心等方面的观点[35]。 
家庭教育方式即家庭教养方式[26]，其能够表现出家长在家庭教育观念中对自身职责定位的认识。如，

偏向于粗暴和控制的家庭教育方式反映了家长对自己权威的看重；采用溺爱方式教育孩子的父母常常以

孩子为家庭的中心，为孩子提供了较多的父母关爱却缺乏将孩子教育成人、成才的社会责任感[36]。教育

途径是指家长为达到教育的目的而采取和实施的具体活动。注重沟通互动、定期谈心等教育途径是亲子

平等的体现，蕴含着对孩子的尊重和理解[34]。而打骂、体罚等教育途径则体现了家长强烈的权威意识，

容易损伤孩子的自尊心[36]。教育内容包括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劳动教育等，具体有道德品质、智

力才能、身心健康、审美能力、劳动技能等内容[37] [38]。对教育内容的侧重能够体现家庭教育观念中的

价值倾向。如，LeBaron 等人[39]发现本科生在未来家庭财务教育中最为重视沟通家庭财务、责任的机会、

辛勤工作的价值和储蓄的过程这四个核心主题，而这反映了受访者们在家庭教育中对管理、责任、勤劳、

自律等价值的重视。而家长在子女的可塑性、成功教育的信心等方面的观点实际上是一种教育期待，其

能够强化家长的教育行为[40]。合理的教育期待会在无形之中对孩子形成积极的心理暗示，并帮助家长为

孩子提供适宜的成长环境与条件[41]。而过高的教育期待会增加孩子的心理压力[42]，过低的教育期待则

会导致未能充分挖掘孩子的天赋和潜力[40]。 

2.3. 小结 

目前，国内外在原生家庭教育及家庭教育观念方面的研究已经积累了一定的基础。原生家庭教育的

研究侧重于教养方式、教育环境、教育期待方面。其中，教养方式是原生家庭教育对个体最为重要的影

响途径，其不仅会影响个体的人格特点[13]等个人发展，还会塑造个体日后为人父母的教养参考架构[43]。
原生家庭的教育环境对个体发展有着关键的引导作用。教育环境包括父母的教育态度和行为规范、家庭

氛围、亲子关系等，对个人的观念塑造和生活模式选择有重要影响[12]。而原生家庭的教育期待往往会在

不同程度上影响个体的发展。合理的教育期待具有积极影响，偏颇、极端、盲目的教育期待则常常导致

个体身心的不和谐发展[44]。对于家庭教育观念的研究，则主要为关于教育方式、教育内容、教育途径、

教育期望的观点方面。其中，对教育方式的认知和选取是家庭教育观念的关键内容，教育途径和教育期

望是影响家庭教育观念科学化的重要因素，教育内容则能够体现家庭教育观念中的价值倾向。但是，现

有研究中关于家庭教育观念的研究维度较为单一，未能构建原生家庭与家庭教育观念的关联性，对二者

的分析探讨仍存在空白。 
对此，本研究选取原生家庭教育中的教养方式、教育环境、教育期待，以及家庭教育观念中关于教

育方式、教育内容、教育途径、教育期望的观点作为研究内容，以探究原生家庭教育对家庭教育观念的

影响。而对家庭教育观念的深入研究以及对原生家庭教育与家庭教育观念之间关系的探索即是本研究的

创新性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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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研究方法 

3.1. 质性研究方法 

3.1.1. 扎根理论研究法 
扎根理论(Grounded Theory)作为实证研究与理论建构之间的桥梁，是收集、分析资料，并在此基础

上归纳和生成理论的系统性方法与步骤[45]，其研究开始于具体社会现象，最后呈现为解释性的理论[46]。
目前，扎根理论在学界至少可以分为三个流派，即经典扎根理论(original version)、程序化扎根理论

(proceduralised version)、建构型扎根理论(The Constructivist’s Approach to Grounded Theory)。经典扎根理

论强调对研究问题的演绎以及研究资料的客观处理，编码过程包括实质性编码与理论编码。程序化扎根

理论在经典扎根理论的基础上有所发展，在编码过程中加入了客观技术程序辅助，将编码过程细化为开

放性编码、主轴性编码和选择性编码三个步骤。建构型扎根理论则是将建构主义思想与扎根理论的实践

相结合后产生的方法，其具有注重研究者的文化背景与理论视角、无编码过程、资料分析和理论构建全

在研究者的提问与收集资料的动态过程之中等特点[46] [47]。 
本研究选择程序化扎根理论对资料进行分析，具体步骤如下： 
1) 开放式编码 
首先，通过分解和提炼原始资料将其中的内容分成若干类型，并从中抽象出若干概念。进而，再不

断地比对和分析这些概念，按照一定的逻辑关系将其归纳为一定数量的初始范畴。 
2) 轴心式编码 
在已有的初始范畴中，依据因果关系、现象、情境、中介条件、行动策略、结果这一脉络寻找各初

始范畴之间的逻辑关联[48]，从而将不同类属的初始范畴整合为若干“轴线”。在此基础上，一条“轴线”

上的几个范畴会被归纳到一个主范畴，而这些“轴线”上的初始范畴则成为说明其主范畴的副范畴。 
3) 选择性编码 
分析主范畴的性质和内涵，并结合原始资料反复进行关系比对和挖掘，据此选择出核心范畴，以及

将其概念化、理论化，从而构建理论框架[49]，见图 1。 
 

 
Figure 1. Theoretical framework diagram 
图 1. 理论框架图 

https://doi.org/10.12677/ae.2021.114210


喻蕾涵 
 

 

DOI: 10.12677/ae.2021.114210 1370 教育进展 
 

3.1.2. 半结构式访谈法 
半结构式访谈法即依据一定的访谈提纲对研究对象进行访谈，同时又允许其在访谈过程中根据实际

情况增加额外的内容，使访谈既较为有序，又灵活变通。 
本研究选取了 20 位符合“00 后大学生”这一条件的访谈对象，每一位访谈对象的访谈时间为 1 小

时左右。访谈提纲根据研究问题和概念界定列出，同时结合了现有研究以及现实经验，具体内容为：原

生家庭教育在教养方式、教育环境、教育期待方面的状况；家庭教育观念中有关对孩子的教育方式、教

育内容、教育途径、教育期望的想法；原生家庭教育对家庭教育观念的影响。访谈结束后，将访谈内容

整理为完整的文本资料并在此过程中对资料进行初步分析，而后再对资料进行系统的程序化扎根理论编

码分析。 
通过访谈发现，原生家庭教育对 00 后大学生的家庭教育观念有较大影响，其家庭教育观念中所涉及

到的教育方式、教育内容、教育途径、教育期望通常与他们在原生家庭中所接受到的教育具有一定的相

似性，但也会出现其家庭教育观念与原生家庭教育差别较大的情况。 

3.2. 数据收集 

3.2.1. 访谈对象 
笔者在 S 省 M 市通过滚雪球抽样的方式，筛选出 20 位 00 后大学生作为访谈对象，其基本内容如表 1： 

 
Table 1. Basic information of the subjects 
表 1. 研究对象基本情况 

研究对象 出生和成长地 性别 年龄 就读中学层次 

A S 省 M 市 男 22 重点中学 

B S 省 M 市 男 20 重点中学 

C S 省 M 市 男 20 重点中学 

D S 省 M 市 男 18 重点中学 

E S 省 M 市 女 21 重点中学 

F S 省 M 市 女 20 重点中学 

G S 省 M 市 女 19 重点中学 

H S 省 M 市 女 18 重点中学 

I S 省 M 市 男 21 重点中学 

J S 省 M 市 男 20 重点中学 

K S 省 M 市 女 18 重点中学 

L S 省 M 市 女 18 重点中学 

M S 省 M 市 男 19 重点中学 

M S 省 M 市 男 19 重点中学 

N S 省 M 市 男 20 重点中学 

O S 省 M 市 女 19 重点中学 

P S 省 M 市 男 22 重点中学 

Q S 省 M 市 男 18 重点中学 

R S 省 M 市 女 20 重点中学 

S S 省 M 市 女 20 重点中学 

T S 省 M 市 女 20 重点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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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样本的处理 
在本研究中，共调查了 22 个样本，在此基础上，对样本按照居住地区、年龄、就读学校进行了一定

的筛选，最终确定了 20 位具有以下特征的访谈对象：居住地区上，访谈对象及其父母均居住于 S 省 M
市；年龄上，访谈对象的年龄集中于 18~22 岁，其父母多为 60 后和 70 后；就读学校上，访谈对象高中

时期均就读于同一所中学，就读的大学则涉及多所学校。通过此，可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地区、年龄等其

他因素对研究结果的影响。 
访谈过程中，访谈信息主要由录音笔记录，访谈结束后再将录音笔中的音频资料通过音频读取、文

字记录等方式转化为文本资料。而后，不断地分析、对照文本资料，进行程序化扎根理论的编码分析。

首先，在开放式编码中，先以“贴标签”的方式从资料中提取出各独立事件，并由此抽象出相应概念，

进而再依据一定的逻辑关系将概念归纳为一定数量的初始范畴。其次，在轴心式编码中，将各初始范畴

根据一定的脉络整合到 6 条“轴线”上，得到 6 个主范畴，而每条“轴线”上的初始范畴则成为其所属

主范畴的副范畴。再次，在选择性编码中，通过对 6 个主范畴的分析，将其归整为 3 个核心范畴，并使

之概念化、理论化，从而构建理论框架(见表 2)。 
 
Table 2. Encoding process 
表 2. 编码过程 

副范畴 主范畴 核心范畴 

原生家庭教育的教养方式、教育环境、教育期待影响 00
后大学生认识家庭教育观念是什么以及其重要性 

原生家庭教育影响 00 后大学生对家庭教

育观念的看法 
原生家庭教育观念影

响 00 后大学生对家

庭教育观念的认知 
原生家庭教育的教养方式、教育环境、教育期待影响 00
后大学生是否主动发展、完善自己的家庭教育观念以及如

何对其发展、完善 

原生家庭教育影响 00 后大学生如何对待

家庭教育观念 

原生家庭教育的教养方式、教育环境、教育期待促进 00
后大学生对自身家庭教育观念的思考 

原生家庭教育影响 00 后大学生家庭教育

观念的萌芽 
原生家庭教育影响 00
后大学生家庭教育观

念的形成 
原生家庭教育的教养方式、教育环境、教育期待影响 00
后大学生如何形成自己的家庭教育观念以及家庭教育观

念的变化 

原生家庭教育影响 00 后大学生家庭教育

观念的形成过程 

原生家庭教育的教养方式、教育环境、教育期待影响 00
后大学生家庭教育观念的构成以及对组成部分重要性的

排序 

原生家庭教育影响 00 后大学生家庭教育

观念的组成 原生家庭教育影响 00
后大学生家庭教育观

念的内容 
原生家庭的教养方式影响 00 后大学生对自己子女的教育

方式、教育内容、教育途径、教育期望的想法 
原生家庭教育影响 00 后大学生家庭教育

观念的具体内容 

4. 研究结果 

4.1. 实证分析 

4.1.1. 00 后大学生的原生家庭教育状况 
在本研究中，00 后大学生的原生家庭教育状况主要包括教育环境、教养方式、教育期待三方面的内

容。 
1) 家庭教育环境 
在所有研究对象中，其家庭教育环境具有一定的相似性。这主要体现于家庭环境性因素，即家庭居

住于中高档小区、家庭经济条件较好、父母在当地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和关系网络，且父母均具有认为教

育很重要的观念认知。但是，总体而言，各研究对象的情况具有一定的差异。在家庭环境性因素中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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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关系上，80%的研究对象认为家庭中拥有良性的家庭成员互动，20%的研究对象对家庭关系有一定的不

满，其中，认为家庭中亲子关系(子女与父母双方或者其中一方的关系)较差的有 25%，认为父母关系较

差的有 100% (见图 2)。而在因为父母关系较差而对家庭关系存有不满的研究对象中，其父母的关系状态

均为“离异”。同时，父母行为规范作为家庭环境性因素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在访谈中被 90%的访

谈对象提及。其中，80%的访谈对象认为父母的行为规范总体较好，自律、上进、负责等品质经常在父

母日常的作息规律、主动看书、认真辅导子女作业等行为中有所体现。其余 20%的研究对象则认为父母

存在较多的负向行为，如爱吵架、不守时、沉迷于游戏等(见图 3)。值得注意的是，在家庭教育氛围中，

家庭关系与父母行为规范两个因素之间体现出一定的正相关关系。而在家庭教育性因素方面，所有研究

对象均认为父母对待教育的态度良好，体现出了对教育的重视。然而，各研究对象家庭的实际教育投入

有所不同。虽然 100%的研究对象的家庭尽其所能地为子女提供了足够多的教育物质投入，但是其每个家

庭在时间、精力上的教育投入却有差异。15%的研究对象表示父母为子女教育投入了非常多的时间、精

力；80%的研究对象认为父母对子女教育的时间、精力投入适当，既对父母职责有所落实，又妥善安排

好了自己生活、工作等的时间；5%的研究对象则认为父母对其教育的时间、精力投入严重不足(见图 4)。 
 

 
Figure 2. Family relationships of subjects 
图 2. 家庭关系情况 

 

 
Figure 3. Behaviors of subjects’ parents 
图 3. 父母行为规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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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4. Actual investment in education of subjects’ family 
图 4. 家庭实际教育投入情况 

 
2) 家庭教养方式 
在所有研究对象中，其所接受到的家庭教养方式各有差异。首先，在家庭教养方式的两大重要因素

“温暖”和“控制”上，60%的研究对象认为温暖大于控制，20%的研究对象认为温暖与控制相当，20%
的研究对象认为控制大于温暖。(见图 5)。具体而言，根据林磊、董奇提出的极端型、严厉型、溺爱型、

成就压力型和积极型五种家庭教养方式[25]，5%的研究对象的家庭教养方式属于严厉型，25%的研究对

象的家庭教养方式属于成就压力型，其余 70%则属于积极型(见图 6)。另外，在父母各自于子女教养中的

具体方式上，慈父慈母的组合居多，占全部研究对象的 60%，严父严母、严父慈母、慈父严母的组合则

各占 5%、10%和 25% (见图 7)。总体上，慈父慈母更偏向于积极型的家庭教养方式，严父严母、严父慈

母、慈父严母则更多使用严厉型和成就压力型的家庭教养方式。 
 

 
Figure 5. Family education modes for subjects 1 
图 5. 家庭教养方式情况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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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6. Family education modes for subjects 2 
图 6. 家庭教养方式情况 2 

 

 
Figure 7. Family education modes for subjects 3 
图 7. 家庭教养方式情况 3 

 
3) 教育期待 
在所有研究对象中，其父母对子女都有一定的教育期待，具体内容包括对子女品德(100%)、学历

(100%)、成就(90%)、能力(40%)、经济条件(25%)的期待等(见图 8)。在教育期待的传达方式上，85%的

研究对象认为其父母曾明确表达过对其的教育期待，15%的研究对象认为父母在日常生活中通过实际行

为等隐性地表达过一定的教育期待(见图 9)。而对于教育期待的程度，40%的研究对象认为父母的教育期

待的程度较高，55%的研究对象认为程度中等，另外 5%的研究对象认为程度较低(见图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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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8. The specific contents of parents’ expectations for subjects’ education 
图 8. 父母对子女教育期待的具体内容 

 

 
Figure 9. The way of subjects’ parents expressing their expectations for subjects’ education 
图 9. 父母教育期待的传达方式 

 

 
Figure 10. The extents of parental expectations for subjects’ education 
图 10. 父母教育期待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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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00 后大学生的家庭教育观念概况 
在本研究中，对 00 后大学生家庭教育观念的探究主要集中于他们对教育方式、教育内容、教育途径

的选择上。 
1) 教育方式 
根据林磊、董奇提出的极端型、严厉型、溺爱型、成就压力型和积极型五种家庭教养方式[25]，40%

的研究对象倾向于积极型的教养方式，对孩子的教养以“鼓励”、“表扬”、“支持”为主，60%的研

究对象选择的教养方式可以归纳为成就压力型，多表示“希望孩子达到一定的成就，难免会给孩子一些

压力”(见图 11)。而对于各自作为父亲和母亲想要在家庭教养中扮演怎样的角色，95%的研究对象都偏

向于“慈父”或者“慈母”，另有 5%的研究对象选择“严母”(见图 12)。 
 

 
Figure 11. Subjects thoughts on family education modes for their children in the future 1 
图 11. 关于教育方式的想法 1 

 

 
Figure 12. Subjects thoughts on family education modes for their children in the future 2 
图 12. 关于教育方式的想法 2 

 
2) 教育内容 
总体上，研究对象对子女教育内容的构想可以概括为德、智、体、美、劳五个方面。具体而言，包

括品德教育(100%)、智力开发(100%)、身心健康发展(85%)、生活技能传授(85%)、自我管理(70%)、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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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60%)、性格塑造(40%)、劳动教育(30%)以及审美能力培养(25%)等(见图 13)。其中，研究对象尤为

重视品德教育和智力开发，其认为“品德和智力是一个人成长、发展并在社会上立足的基础”。 
 

 
Figure 13. Subjects’ conception of their children’s educational contents in the future 
图 13. 对子女教育内容的构想 

 
3) 教育途径 
在对教育途径的选择上，研究对象多倾向于温和、平等的教育途径。如，100%的研究对象认同沟通

在教育子女中的重要性，95%的研究对象认为陪伴是很好的教育途径，85%的研究对象提到了自己为孩子

树立榜样这一教育途径，70%的研究对象认为与孩子玩耍可以寓教于乐，65%的研究对象表示会通过直接

教授和辅导来向孩子传授生活技能、教授学业知识等(见图 14)。 
 

 
Figure 14. Subjects’ perceptions of the ways of family education 
图 14. 对教育途径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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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教育期望 
在教育期望方面，85%的研究对象对子女都有较高的教育期望，包括身心健康(100%)、性格品德

(95%)、事业成就(90%)、学业成绩(70%)、经济状况(70%)等方面(见图 15)。10%的研究对象对子女的教

育期望较低，认为“孩子健康、平安、快乐就好”。另有 5%的研究对象对子女没有明确的教育期望(见
图 16)。 
 

 
Figure 15. The contents of subjects’ expectations for their children 
图 15. 对子女教育期望的内容 

 

 
Figure 16. The extents of subjects’ expectations for their children 
图 16. 对子女教育期望的程度 

4.1.3. 原生家庭教育对 00 后大学生家庭教育观念的影响 
研究发现，原生家庭教育对 00 后大学生家庭教育观念具有一定的影响，具体影响主要体现在 00 后

大学生对家庭教育观念的认知、家庭教育观念的形成以及家庭教育观念的内容三方面。 
1) 原生家庭教育影响 00 后大学生对家庭教育观念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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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原生家庭教育是影响 00 后大学生如何看待家庭教育观念的重要因素。对于如何了解到家庭教

育观念这一概念，70%的研究对象表示是在接受父母对自己进行家庭教育的过程中，20%的研究对象表示

是将所了解的知识与家庭受教育经历相结合后得出，10%的研究对象表示是父母向自己直接教授。但是，

无论上述提到的哪种途径，原生家庭教育都是研究对象了解家庭教育观念的重要基础。而对于家庭教育

观念的重要性，分别有 70%、15%的研究对象认为其非常重要、比较重要，原因主要有“在父母对我的

教育中，我看到了家庭教育观念的重要性”、“父母告诉我家庭教育观念很重要”等。另外有 15%的研

究对象并不重视原生家庭教育观念，主要因为其“没有生育的打算”，究其根本，可以归纳为“原生家

庭教育为他们带来了较多不好的体验”以及“不愿自己经历父母在家庭教育中的辛苦付出”两种原因(见
图 17)。其次，原生家庭教育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 00 后大学生如何对待家庭教育观念。认可原生家庭

教育观念重要性的 85%的研究对象，同样也有较为强烈的意愿去发展和完善自己的家庭教育观念。对此，

其主要通过育儿实践(100%)、增加阅历(100%)、阅读书籍(70%)、吸收经验(35%)等方式进行(见图 18)。 
 

 
Figure 17. Subjects’ views on the concepts of family education 
图 17. 对家庭教育观念的看法 

 

 
Figure 18. Subjects’ choices of ways to develop and perfect their family education concepts 
图 18. 对发展和完善家庭教育观念途径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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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原生家庭教育影响 00 后大学生家庭教育观念的形成 
在 00 后大学生家庭教育观念的形成中，原生家庭教育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所有研究对象都在不

同程度上表示，接受家庭教育的过程，给其开始逐渐思考自己“会在家庭教育中怎么做”、“持有什么

样的家庭教育观念”带来了一定的影响。75%的研究对象表示自己是在接受家庭教育时潜移默化地萌生

了自己家庭教育观念的雏形，其余 25%的研究对象则表示是在某一时间点受家庭里的具体事情或者父母

行为的刺激而萌发了对家庭教育观念的思考(见图 19)。而在 00后大学生家庭教育观念不断发展的过程中，

原生家庭教育更是对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70%的研究对象认为，自己的家庭教育观念是在原生家庭教

育的基础上发展而来，“主要内容来自于自己的原生家庭教育，但也会对其中自己认为存在的不足有所

改善”。10%的研究对象表示将会完全承袭自己的原生家庭教育中蕴含着的家庭教育观念。另有 20%的

研究对象则表示“自己并不认同原生家庭教育”，因此“自己的家庭教育观念会与原生家庭教育相差较

大”(见图 20)。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在研究对象幼年时，其父母离异带来的变化也会影响到其原生家

庭教育的发展，而这往往会给研究对象家庭教育观念的形成造成较大的影响，多让其对原生家庭教育存

在一定的不满，甚至完全不认同。 
 

 
Figure 19. The generation of subject’s concepts of family education 
图 19. 家庭教育观念的萌芽 

 

 
Figure 20. The formation of subject’s concepts of family education 
图 20. 家庭教育观念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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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原生家庭教育影响 00 后大学生家庭教育观念的内容 
原生家庭教育对 00 后大学生家庭教育观念的内容的影响非常关键。首先，00 后大学生的原生家庭

对家庭教育中不同内容的重视与选择直接影响了 00 后大学生家庭教育观念的组成部分及其重要性。如，

在谈及自己的家庭教育观念时，10%的研究对象提到了家庭教育环境，而其父母在对其家庭教育环境的

营造上便十分用心。5%的研究对象认为教育期望并不属于家庭教育观念的内容，因为其父母对其“并没

有明确的教育期望”。另外，所有研究对象都对家庭教育观念中的教养方式非常重视，主要原因有“在

接受原生家庭教育的过程中感受到了父母对教养方式的看重”和“谨慎选择”等。其次，原生家庭教育

也对 00 后大学生关于家庭教育观念具体内容的想法上有较大影响。通过对比研究对象的原生家庭教育状

况与家庭教育观念概况可以发现，对于大多数研究对象而言，其对子女教养方式、教育内容、教育途径

和教育期待的想法都在不同程度上与其原生家庭教育状况有着一定的一致性或相似性。而一些研究对象

更是直接提到“父母对我从小便是这样教育的，在每天耳濡目染之后，我自然也就形成了相似的家庭教

育观念”、“我在父母的家庭教育之下成长得不错，我也就自然而然地觉得我父母的家庭教育观念是正

确的，并且有了和他们差不多的家庭教育观念”、“父母对我的家庭教育让我从小就形成了一定的思维

习惯与行为模式，也许这就是让我拥有和他们相似的家庭教育观念的原因”。这说明，研究对象的家庭

教育观念多来源于自己所接受到的原生家庭教育，且多通过对原生家庭教育的习得或模仿产生。但是，

少数研究对象的家庭教育观念也与其原生家庭教育表现出了较大的差异。如，一位研究对象所接受到的

家庭教养方式主要为成就压力型，而在对子女教养方式的选择上他却选择了积极型。再如，一位研究对

象的父母对其有很高的教育期望，但是他在他的家庭教育观念中所表现出的对子女的教育期望却较低。

问及原因，其主要提到“对原生家庭教育不满”、“是对原生家庭教育的一种温和的反抗”等内容。这

说明，原生家庭教育对 00 后大学生造成的较差的体验，也可能会使 00 后大学生对原生家庭教育产生批

判，从而形成与原生家庭极为不同的家庭教育观念。 

4.2. 结论 

研究发现，原生家庭教育对 00 后大学生的家庭教育观念存在一定的影响，主要体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原生家庭教育影响 00 后大学生对家庭教育观念的认识。在原生家庭教育中，父母多少会有一定

的家庭教育观念并且在日常家庭教育过程有所表现，这常常会成为 00 后大学生了解家庭教育观念这一概

念的根源。同时，父母所表现出的对家庭教育观念的重视程度以及对待方法，也会使 00 后大学生在潜移

默化中形成相应的看法与行为。 
二是原生家庭教育影响 00 后大学生家庭教育观念的形成。00 后大学生自身家庭教育观念的萌芽多

来源于其接受原生家庭教育的过程，而其对原生家庭教育的满意程度和体验感又影响其家庭教育观念的

发展方向。对原生家庭教育体验感较好的 00 后大学生倾向于在原生家庭教育的基础上发展自己的家庭教

育观念，对原生家庭教育存在较大不满的 00 后大学生则更偏向于选择与原生家庭教育差别较大的家庭教

育观念。 
三是原生家庭教育影响 00 后大学生家庭教育观念的内容。总体而言，00 后大学生关于家庭教育观

念的想法多通过对原生家庭教育的习得或模仿形成。但是，也存在 00 后大学生家庭教育观念与其原生家

庭教育差别较大的情况，这主要因为 00 后大学生对原生家庭教育的不满与批判。 

5. 讨论 

本研究运用访谈法和扎根理论对 00 后大学生的原生家庭教育状况与家庭教育观念概况以及两者之

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初步了解 00 后大学生的家庭教育观念及原生家庭教育对其的影响。这在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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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上能够为当今家长如何更好地进行家庭教育以及当代大学生如何更好地认识和完善自己的家庭教育

观念提供指导，同时也为今后家庭教育的相关研究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但是，由于笔者研究经历的不足，该研究仍存在以下三个问题：第一，研究样本较少，仅涉及 20 位

00 后大学生，不能较好体现 00 后大学生在原生家庭教育状况以及家庭教育观念概况方面的全貌；第二，

研究样本同质化过高，均为家庭条件中等且曾就读于同一所中学的 00 后大学生，对整体的代表性不高；

第三，和实际情况有一定的差距，由于人生经历的限制，目前 00 后大学生的家庭教育观念还仅停留于设

想阶段，与其最终成型和实际应用还有一定的时间距离，因此该研究的研究结果可能与其最终的家庭教

育观念及其应用有一定的出入。 
对此，未来研究可以考虑增大样本量，以提高研究结果的准确性。同时，可以使用问卷调查与量化

分析研究 00 后大学生的原生家庭教育与其家庭教育观念的关系，从而更深入地探究原生家庭教育对 00
后大学生家庭教育观念的影响机制。另外，还可以将 00 后大学生的原生家庭教育、家庭教育观念与其生

育意愿相结合，以更全面地探究 00 后大学生的家庭教育观念以及原生家庭教育对其产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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