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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方家庭教育的差异 

摘要：中西方文化差异导致了家庭教育也存在着不同特点，不同的教育特点也

会导致不同的效果。了解中西方家庭教育差异，可以更好的针对中西方学生提

供有效针对性的教育方式，也便于更好的理解中西方文化特点。本文试从教育

培养的策略和不同方面剖析家庭教育在中西方的差异和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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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历史、政治、地理位置、宗教信仰等因素的不同，导致了各国、各地

区的文化出现了不同。在家庭教育中，中西方也同样存在差异性。 

（一）性格培养方面 

西方家长：让孩子学会独立。西方家长更重要的是培养他们独立的性格。

孩子能做到的，就让他自己做，这是对孩子的尊重。比如在西方父亲或母亲在

前面走，刚刚学会走路的孩子跟在后面走。他们认为这对孩子独立性的培养十

分重要。 

中国家长：以自己的价值取向培养。中国家长更多是以自己的价值观对孩

子提出要求，对孩子的成长会更多干预，虽然会让孩子少走弯路，但也不利于

独立人格的形成。 

（二）孩子发展方面 

西方家长：让孩子自由发展。他们的家庭教育是以培养孩子富有开拓精神、

能够成为一个自食其力的人为出发点的。基于这种观念，西方国家的很多家庭

都十分重视孩子从小的自身锻炼，认为孩子的成长必须靠自身的力量，因此从

小就培养和锻炼孩子的自立意识和独立生活能力。例如让孩子自己动手修理、



装配摩托车，分担家里的割草、粉刷房屋、简单木工修理等活计。此外，还要

外出当杂工，如夏天替人推割草机、冬天铲雪、秋天扫落叶等。 

中国家长：更加看中成绩。因为中国是应试教育，所以中国的家长更重视

孩子的学习。许多贫困家庭认为这是改变家庭现状的最佳途径。 

（三）和孩子的心灵沟通方面 

西方家长：经常沟通重视心理健康。西方的家长更加重视孩子健康心理的

培养，因而很注意与孩子的情感交流，关心孩子的心理需要。 

中国家长：更关心物质需求而忽视心理需求。在我国对子女的关心基本上

集中在孩子的物质需要方面，很少关心甚至根本无视孩子的心理需求，忽视孩

子健康心理的培养和性格、意志的磨炼。 

中西方在家庭教育中存在很大差异，我们可以找出许多值得中国家长学习

的观念和做法。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家庭教育就是我们的人生第一课，

孩子的成长与家庭教育息息相关。世上没有完美的孩子，每个孩子的存在都是

独一无二，不要把别人家的孩子常常挂在嘴边，多关注自己的孩子，给予孩子

鼓励与肯定，让孩子生活在良好的家庭教育环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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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FFERENCES IN FAMILY EDUCA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The cultural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have led to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of family education, and different educational characteristics will also 

lead to different effects. Understanding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family education can better provide effective and targeted education methods for 

Chinese and Western students. It will also facilitate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analyze the differences of 

family education in China and the West from the viewpoint of education strateg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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