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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elf-made questionnaire was applied to conduct the survey, which included 4 parts: “table man-
ners”, “visit rules”, “daily rules”, “old and young communication rules”. Two groups of children (30 
from stem family and the other 30 from nuclear family) were participated the survey, to find those 
differences on understanding, identity and following.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1) Children’s tra-
ditional rules and customs development included 3 levels: knowing, understanding and doing. It 
was necessary to enlighten the children with reason, move them with affection, and guide them 
with action for children’s traditional rules and customs development. (2) The family structure had 
affected children’s traditional rules and customs development. The dimensions of understanding 
and following traditional rules and customs of the children from stem family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e children from core family. Grandparent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raditional 
rules’ and customs’ inheritance. (3) Different aspects of the traditional rules and customs showed 
some differences in the process of inherit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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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采用自编的传统规矩礼数调查问卷，从“用餐规矩”、“拜访规矩”、“生活规矩”、“长幼相

处规矩”四个方面了解不同的家庭结构下(主干家庭和核心家庭)的两组儿童(各30人)对于传统规矩礼数

的了解度、认同度和遵从度的差异。研究结果发现：(1) 传统规矩礼数的学习包括知、情、行三个方面，

对于传统规矩礼数的培养建议按照“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导之以行”的基本模式来培养。(2) 家庭结

构影响了儿童在传统规矩礼数的培养成效，主干家庭下的儿童对于传统规矩礼数的了解度和遵从度显著

高于核心家庭下的儿童。主干家庭中的祖辈教养者对传统规矩礼数的起到重要的传承作用。(3) 传统规

矩礼数既有传承的问题也有发展问题，不同方面的传统规矩礼数在传承过程中体现了一定的差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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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提出  

家庭结构是指家庭中成员的构成及其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状态，以及由这种状态形成的相对稳定

的联系模式。家庭结构包括家庭人口要素和家庭模式要素两个方面(徐汉明，盛晓春，2010)。最通行的家

庭结构分类是按家庭的代际层次和与亲属的关系把家庭分为：①核心家庭，即由父母和未婚子女所组成

的家庭；②主干家庭，即由父母和一对已婚子女，比如由父、母、子、媳所组成的家庭；③联合家庭，

即由父母和两对或两对以上已婚子女所组成的家庭，或者是兄弟姐妹婚后不分家的家庭；④其他家庭(以
上 3 种类型以外的家庭) (齐麟，2003)。 

当代社会，核心家庭已成为各国家庭的主流形式，但在中国，主干家庭依然占到显著的比例，因为

中国是为数不多的普遍存在“隔代教育”的国家。据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对全国城乡 20083 位老人的

调查，照看孙辈的老人占了 66.47%，隔代抚养孙辈的女性老人在城乡更是分别高达 71.95%和 73.45% (沈
锄云，2000)。李赐平(2004)认为中国根深蒂固的家庭伦理观念以及父母工作繁忙无暇照顾孙辈，只好求

助祖辈帮忙等多重原因造成了隔代教育在我国会具有如此巨大的规模。 
由于社会阅历、教育程度、时代背景以及生活方式等多方面的差异，祖辈和父辈在家庭教育的理论

和内容、标准、重心以及具体方式方法等方面多有分歧和差异(黄姗，陈小萍，2007)。不同的家庭结构下

由于实施教育的对象不同，造成受教育者即儿童培养上的诸多差异。目前关于隔代教育的研究常常强调

隔代教育的弊端，认为祖辈教育观念陈旧，容易溺爱孩子等。但是任何事物都有其两面性。隔代教育也

有其优势所在，譬如祖辈家长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积累的丰富社会阅历和人生感悟，也有充裕的时间和

精力等(余逸群，2001)。而且老一辈作为怀旧的一群人，他们会更多地保有着传统的中华文化和美德，有

他们参与教育孙辈，孩子们能否更好地传承这些优秀的传统文化和美德呢？为更好的回答这个问题，本

文以传统规矩礼数作为研究的切入点，考察不同家庭结构下主要是生活于核心家庭和主干家庭下的两组

青少年对传统规矩礼数在了解、认同和遵从上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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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过程 

2.1. 研究工具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所使用的主要研究工具为自编问卷。通过查阅相关文献及访谈老一辈等多

种形式，研究者选择了与青少年关系比较密切四类传统规矩礼数，包括从“用餐规矩”、“拜访规矩”、

“生活规矩”、“长幼相处规矩”等四个方面(见表 1)，每个方面涉及 8 条，共 32 条。 
考虑到品德的构成包括三个方面道德认知、道德情感和道德行为。对于这些规矩礼数的学习也应当

从认知、情感和行为三个方面来加以考虑。即对于规矩礼数的学习首先必须要对相应的规矩礼数有一定

的了解，其次是对这些规矩礼数做到情感上的认同，才能在行为上自觉的遵守。因此对于每一条规矩礼

数，自编问卷都从知、情、行三个方面进行考查，分别编制了三道调查题。例如： 
(1) 你是否了解“吃饭时双手应该扶着碗，不能一只手放在桌子下”这项传统规矩礼数？ 
1、不了解 2、了解 
(2) 你是否认同“吃饭时双手应该扶着碗，不能一只手放在桌子下”这项传统规矩礼数？ 
1、完全不认同 2、比较不认同 3、说不清楚 4、比较认同 5、完全认同 
(3) 在日常生活中，你能否做到“吃饭时双手扶着碗，不把一只手放在桌子下”这项传统规矩礼数？ 
1、完全做不到 2、基本做不到 3、说不清楚 4、基本能做到 5、完全能做到 

2.2. 研究对象 

考虑到儿童的认知水平，本研究选择四年级的学生作为研究对象。研究者对北京某小学四年级 4 个

班的全体学生进行整体施测。为匹配主干家庭和核心家庭成长的学生人数，从所有被试中随机抽选出 30
名在主干家庭成长的学生(其中男性 14 人，女性 16 人)和 30 名在核心家庭成长的学生(其中男性 14 人，

女性 16 人)作为数据分析对象。 

3. 研究结果 

根据被试的回答情况，在“了解”这类题目上，如果被试回答“不了解”，则编码为 1，回答“了

解”则编码为 2。在“认同”和“遵从”这两类题目上，均根据被试的实际回答分别记 1~5 分。所以，

被试的分数可以反映出其对于所调查的传统规矩礼数的了解度、认同度和遵从度，分数越高，说明了解

度、认同度和遵从度越高。 

3.1. 被试对调查项目了解度、认同度和遵从度的相关 

对所有被试在所调查的传统规矩礼数在了解、认同和遵从三个层面上的得分加以统计，并求出这三

个分数的皮尔逊相关系数，具体结果如下表所示。 
从表 2 可知，被试对于所调查的传统规矩礼数在了解、认同、遵从三个层面上的得分，两两之间 

 
Table 1. Self-made questionnaire of four dimensions of traditional rules and customs and illustrations 
表 1. 自编问卷所调查的传统规律礼数的维度及举例说明 

传统规矩礼数维度 相关规矩礼数举例 

用餐规矩 吃饭时双手应该扶着碗，不能一只手放在桌子下。 

拜访规矩 敲门时要力度适中，间隔有序敲三下，不可急促拍门。 

生活规矩 递剪刀给他人时要手拿剪子尖，把剪子柄让给对方。 

长幼相处规矩 长辈递过来的东西做晚辈的需要双手去接以示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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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Correlation test of different dimensions 
表 2. 各维度间的相关性检验 

 了解总分 认同总分 遵从总分 

了解总分 1 0.668** 0.471** 

认同总分 0.668** 1 0.652** 

遵从总分 0.471** 0.652** 1 

 
均呈现出非常显著的正相关。其中了解和认同的相关为 0.668，了解和遵从的相关为 0.471，认同和遵从

的相关为 0.652。但认同与遵从的相关为 0.652 远远大于了解与遵从的相关(0.471)。 

3.2. 家庭结构对被试在传统规矩礼数整体及各维度了解度的差异检验 

为了解家庭结构对于被试在传统规矩礼数了解程度的影响，分别对生活于主干家庭和核心家庭的两

组被试在对传统规矩礼数的了解得分进行分组 T 检验。具体结果如下表 3。 
结果表明家庭结构对被试传统规矩礼数的了解度有显著影响。其中主干家庭了解的总分为 1.84，平

均下来约有 84%的生活于主干家庭的儿童对于问卷中所提及的传统规矩礼数都有了解，而仅有 66%的生

活于核心家庭的儿童对问卷中所提及的传统规矩礼数全部了解。这两组数据在统计上具有显著的差异，

主干家庭的儿童得分显著高于核心家庭。具体到四个维度，在“用餐规矩”、“生活规矩”、“长幼相

处规矩”三个维度上，两组被试的差异显著，在“拜访规矩”这个维度上，两组被试差异边缘显著。在

“长幼相处规矩”这个维度上，两组被试的了解度得分都是最高，但在“生活规矩”这个维度上，两组

被试的了解度得分都是最低。 

3.3. 家庭结构对被试在传统规矩礼数整体及各维度认同度的差异检验 

为了解家庭结构对于被试在传统规矩礼数的认同程度是否有影响，分别对生活于主干家庭和核心家

庭的两组被试在对传统规矩礼数的认同总分及分维度得分进行分组 T 检验。具体结果见表 4。 
从上表可以看出，就所调查的传统规矩礼数而言，生活在主干家庭和核心家庭的两组被试在认同总

分上并没有达到统计上 0.05 水平的差异，但处于边缘显著的水平。具体到四个分维度上，除了在“生活

规矩”两组的认同度得分有差异外，其他三个分维度的差异并不显著，但在“用餐规矩”上的得分处于

边缘显著的水平。而且不论是对生活在主干家庭还是生活在核心家庭的被试，两组被试对于“生活规矩”

的认同度均为最低，特别是对于生活在核心家庭的被试，平均得分仅为 3.61，是唯一低于 4 分的组别。

而 4 分代表比较认同，说明对于生活在核心家庭的被试而言，对于本次所调查的日常生活方面的传统规

矩礼数认同度低。 

3.4. 家庭结构对被试在传统规矩礼数整体及各维度遵从度的差异检验 

家庭结构是否能够影响被试在生活中对相关传统规矩礼数的遵从程度，本研究对不同家庭结构的被

试在传统规矩礼数的遵从总分及分维度得分进行差异比较，结果参见表 5。 
结果表明主干家庭和核心家庭下的儿童在遵从总分上差异显著，主干家庭下的得分显著高于核心家

庭。具体到四个分维度，在“拜访规矩”维度上，两类家庭儿童得分达到显著差异，主干家庭的儿童得

分显著高于核心家庭，但是其他三个维度，两类家庭的儿童差异未到统计显著性。与认同度得分一致，

在“生活规矩”这个分维度上，两类家庭的儿童的得分都是最低，平均分均未到 4 分，特别是核心家庭

的儿童平均分仅为 3.28，明显低于其他三个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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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 Difference comparison on scores of dimensions of understanding of subjects from different families. (N stem = 30, 
N nuclear = 30) 
表 3. 不同家庭结构的被试在传统规矩礼数的了解总分及分维度得分的差异比较。(N 主干 = 30，N 核心 = 30) 

 家庭结构 均值 标准差 t Sig. (双侧) 

了解总分 
主干家庭 1.84 0.19 −3.379 .001** 

核心家庭 1.66 0.22   

“用餐规矩”维度 
主干家庭 1.88 0.18 −3.524 .001** 

核心家庭 1.68 0.26   

“拜访规矩”维度 
主干家庭 1.84 0.22 −1.992 .051 

核心家庭 1.71 0.27   

“生活规矩”维度 
主干家庭 1.77 0.23 −3.544 .001** 

核心家庭 1.54 0.27   

“长幼相处规矩”维度 
主干家庭 1.88 0.18 −3.122 .003** 

核心家庭 1.72 0.22   

 
Table 4. Difference comparison on scores of dimensions of identity of subjects from different families. (N stem = 30, N 
nuclear = 30) 
表 4. 不同家庭结构的被试在传统规矩礼数的认同总分及分维度得分的差异比较。(N 主干 = 30，N 核心 = 30) 

 家庭结构 均值 标准差 t Sig. (双侧) 

认同总分 
主干家庭 4.36 0.56 1.960 .055 

核心家庭 4.05 0.65   

“用餐规矩”维度 
主干家庭 4.43 0.72 1.944 .057 

核心家庭 4.05 0.79   

“拜访规矩”维度 
主干家庭 4.51 0.55 1.684 .097 

核心家庭 4.25 0.67   

“生活规矩”维度 
主干家庭 4.09 0.75 2.310 .024* 

核心家庭 3.61 0.85   

“长幼相处规矩”维度 
主干家庭 4.40 0.61 0.620 .538 

核心家庭 4.30 0.69   

 
Table 5. Difference comparison on scores of dimensions of following of subjects from different families. (N stem = 30, N 
nuclear = 30) 
表 5. 不同家庭结构的被试在传统规矩礼数的遵从总分及分维度得分的差异比较。(N 主干 = 30，N 核心 = 30) 

 家庭结构 均值 标准差 t Sig. (双侧) 

遵从总分 
主干家庭 4.22 0.53 2.131 .037* 

核心家庭 3.90 0.63   

“用餐规矩”维度 
主干家庭 4.32 0.76 1.768 .082 

核心家庭 3.99 0.68   

“拜访规矩”维度 
主干家庭 4.50 0.45 2.291 .026* 

核心家庭 4.18 0.63   

“生活规矩”维度 
主干家庭 3.73 0.93 1.827 .073 

核心家庭 3.28 0.96   

“长幼相处规矩”维度 
主干家庭 4.38 0.66 1.015 .314 

核心家庭 4.15 0.68   



张丰，徐娟 
 

 
594 

4. 讨论分析 

4.1. 儿童传统规矩礼数习得的培养道路分析 

中国号称“礼仪之邦”，规矩礼数之多之全可谓是冠绝天下，人类生活中所遇到的衣食住行、生死

嫁娶等具体事宜，无一不有周全完备的规矩礼数。礼的要求很多，在生活中，父子间要“上慈下孝”，

兄弟间要“兄友弟恭”，夫妻间要“相敬如宾”，朋友间要“谦恭礼让”，邻居间要“守望相助”等等。

前两年，由冯小刚主演的电影《老炮儿》在各大影院上映，京味十足的对白中，“礼儿”、“规矩”，

这两个听上去略显抽象又含义无穷的名词，在重要情节里不断反复出现，引发了大家对传统规矩礼数的

关注和重视。 
传统规矩礼数的学习在教育心理学中隶属规范学习的范畴。规范学习包含规范的认知学习、情感学

习和行为方式学习三个方面。规范的认知学习是指对规范意义与内容的学习，获得规范的相关知识，形

成规范观念。规范的情感学习是指形成与规范相一致的情感体验与需要状态。规范的行为方式学习是指

通过规范操作性经验的积累，获得与规范一致的行为方式和行为习惯(张大均，2005)。 
知、情、行这三个方面彼此联系，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相互转化。在本研究中，对于每一条传统

规矩礼数都从是否了解、是否认同、是否遵从三个方面对被试进行调查，而这三个方面所呼应的就是认

知、情感、行为三个方面。从被试在了解度、认同度、遵从度三者的数据高度相关，可见对于传统规矩

礼数的学习同样需经历从了解到认同再到遵从这样的一脉相承，逐步提升的过程。而且认同度与遵从度

的相关(0.652)远大于了解度与遵从度的相关(0.471)，这说明对某一个传统规矩礼数的落实，了解仅是基

础，但认同是核心。只有从情感上认同，并肯定其意义和价值，儿童才能积极内化，从而在行为上主动

遵从和贯彻实施。所以对于传统规矩礼数的培养同样可以遵照“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导之以行”这样

的基本模式来建议培养，特别要突出对于传统规矩礼数的认同。 

4.2. 家庭结构对儿童在传统规矩礼数培养的影响分析 

从本研究的数据可以看到，家庭结构是影响儿童在传统规律礼数培养上的一个重要变量。生活于主

干家庭和核心家庭两种不同的家庭结构下的儿童对于传统规矩礼数的了解度和遵从度均存在显著差异，

主干家庭的儿童在了解度和遵从度上均显著高于生活在核心家庭的儿童。在认同度上，两种家庭中生活

的被试的得分也达到了边缘显著的水平。就了解度、认同度和遵从度三者而言，两组儿童在了解度的差

异最为显著，其次是遵从度，认同度的差异最为不明显。可见，主干家庭和核心家庭对儿童的影响主要

体现在了解度上。在主干家庭中，年幼的孩子可以亲身观察到的是父母对祖父母的恭顺、孝敬，体验长

幼相处之道，而且老人给孩子讲的故事多是他自己的经历和古代传说，儿童受主干家庭中祖辈教养者言

传身教的耳濡目染，使得他们有更多的机会知悉这些传统的规矩礼数(王丽荣，李若衡，2016)。生活于核

心家庭的儿童的父辈们，大多为 70 后、80 后，对于日常的一些传统规矩礼数，一方面自己的了解熟悉

度就不如自己的长辈清晰，另一方面他们基本都处于自己事业发展的关键期，各自忙于自己的事业，培

养孩子的时间本就有限，有限的时间里更多关注的是孩子的学习，而无暇顾及这些传统的规矩礼数的熏

陶。因此，主干家庭相对核心家庭而言更有助于传统规矩礼数的传承。特别是在认识层面上，主干家庭

中的儿童基本都知道调查所提及的这些传统的规矩礼数。 

4.3. 不同维度的传统规矩礼数的培养差异性分析 

此次研究所调查的传统规矩礼数分为四个方面，分别是“用餐礼仪”、“亲朋拜访”、“日常生活”、

“长幼相处”四个方面。数据显示，儿童对于这四个方面的了解度、认同度和遵从度的得分呈现出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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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模式。例如在“日常生活”这个维度中，不论是生活在主干家庭的儿童还是生活在核心家庭的儿童其

了解度、认同度和遵从度的得分都是四个维度中得分最低的。这主要和“日常生活”这个维度所考察的

项目本身有关。以“递剪刀给他人时要手拿剪子尖，把剪子柄让给对方”这条规矩礼数为例，这条规矩

礼数本质是要求一个人在递给别人类似于剪刀这样的工具，应该将容易伤害人的那一头留给自己，将安

全送给别人。这样的规矩偏于细节，在日常生活中人们的关注度不如“用餐礼仪”、“亲朋拜访”。另

一方面，由于目前孩子们所使用的大多都是安全剪刀，剪子尖还是剪子柄的问题相对就不是那么重要了。

所以这样的一条规矩礼数传承度就偏低。此外，“日常生活”这个维度中还有一条“平时坐着不许抖腿，

不能翘二郎腿”。在中国传统礼仪中，言行举止是极其讲究，鞠躬、磕头、作揖都有各自的标准和蕴意。

以作揖为例，根据不同场合作揖有不同用法，右手握拳左手包于其上称为“吉拜”，常用于过年等喜庆

场合，反之则是“凶拜”，一般用于吊丧。而且女性的手势和男性是相反的。这些讲究，现在的年轻人

基本都不清楚，与之类似的如“平时坐着不许抖腿，不能翘二郎腿”这些要求也逐渐淡化，不再是一个

必须讲究的礼仪。可见，传统规矩礼数既有传承的问题也有发展问题，随着时代的变迁，那些最为重要

的规矩礼数被保留下来，世代相传，而有些规矩礼数则慢慢淡化，逐步退出历史的舞台。 

5. 研究结论 

(1) 传统规矩礼数的学习包括知、情、行三个方面，对于传统规矩礼数的培养建议按照“晓之以理、

动之以情、导之以行”的基本模式来培养。 
(2) 家庭结构影响了儿童在传统规矩礼数的培养成效，主干家庭下的儿童对于传统规矩礼数的了解度

和遵从度显著高于核心家庭下的儿童。主干家庭中的祖辈教养者对传统规矩礼数的起到重要的传承作用。 
(3) 传统规矩礼数既有传承的问题也有发展问题，不同方面的传统规矩礼数在传承过程中体现了一定

的差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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