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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仪式感：孩子成长的精神营养

■ 吴贵明

家庭教育法草案日前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会
议审议，之前多省份已出台家庭教育促进条例。

党和政府历来重视家庭教育，以法的形式规
范家庭教育体现了国家意图，关乎国家、民族、社
会的家庭教育已不仅仅是“家事”了。当然，就个
体而言，家庭教育更关乎和美家庭的建设、人生价
值的体现。

促进家庭教育的根本是，将孩子培养成具有
良好品行、身心健康，最终成为对社会有用之人。

家庭教育对人一生将产生深远的影响，如果
家庭教育取向偏离了正确的轨道，孩子的发展就
可能跑偏。媒体曾报道过一个典型案例：湖南“天
才少年”魏永康的母亲曾学梅是位普通工人，她把
全家人的希望都寄托在儿子身上。魏永康2岁掌
握1000个汉字，4岁学完全部初中课程，8岁跳级
升入重点中学，13岁考入重点大学，17岁成为中
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硕博连读研究生，是很多人
眼中的“神童”。然而，3年后被校方退学，原因是
生活不能自理。退学使他和他的母亲逐渐意识到
了问题的严重性。返回家中，曾学梅反思从前的
教育方式，开始手把手教他如何自理，如何跟同学
朋友相处，并送他到长沙，在陌生的环境中锻炼自
己。之后，魏永康考研、娶妻生子，同周边人一样
过上稳定的生活。

魏永康从“少年天才”到失意少年再到涅槃重
生，证明不是他自理与社交能力不行，而是没有得
到好的引导和训练。他的母亲一心为孩子好，用
自己认为最好的方式培养儿子，却不知已酿大
错。事实上，绝大多数父母如魏永康的母亲一样
望子成龙、望女成凤，以自认为的最佳方式养育孩
子。人生是条单行道，不可重来；人生是条河，不
可重现；人生是独一无二的，不可复制。这不可重
来、重现、复制，无疑让为人父母者，在摸索成为好
父母的路上，多了焦虑不安和诚惶诚恐。我们不
能不深虑家庭教育主体的教育理念与教育能力。

由此可见，促进家庭教育的核心，是对家庭教
育主体，即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正面教育引导和
积极影响，使他们能朝着“有益于未成年人全面发
展、健康成长”的方向开展家庭教育。

之所以提“方向”，是因为人具有能动性，每个
家庭不同，孩子不同，每个孩子成长的时代、区域、
环境也不同，家庭教育没有范本可照抄，没有标准
步骤可操作。但万变不离其宗，家庭教育不能即
时短视，应该面向未成年人的未来；不能拔苗助
长，应该遵循未成年人身心发展规律；不能盲目蛮
干，应该因循教育规律；不能凌驾淫威，应该尊重
未成年人人格尊严；不能一味“别人家的孩子”，应
该明白个体差异；不能畸形培养，应该促进未成年
人德智体美劳全面健康发展；不能越俎代庖，应该
重视未成年人的亲历成长；不能言行不一，应该做
好未成年人的榜样；不能打压漠视，应该给予未成
年人理解激励；不能强行迫使，应该对未成年人寓
教于乐、寓教于日常、寓教于生活……

这些“不能”与“应该”，以及“应该”指向的落地、度的把握，
倒逼父母要去“学着做好父母”。家庭教育立法，从法的角度也
要求父母要将“学着做好父母”视为义务与责任。因此，父母的
教育思想与教育能力的提升，已不再是个人的喜好与选择。

有人说，父母可以被划分为四个层次：第一层次是给钱，满
足孩子物质需要；第二层次是给时间，有效陪伴孩子；第三层次
是学习，学习做好父母；第四层次是改变自己，为做好父母改掉
自己的陋习，为做好榜样改造自己，与孩子共同成长。这无疑为
父母们指明了努力的方向。

当然，为了促进家庭教育事业发展，仅靠父母们个人的努力
是不够的，政府、社会和学校也必须主动作为，从社会氛围、舆论
引导、孩子成长成才评价、工作家庭友好、家教理论研究与普及、
家教方法辅导、父母共担建设等方方面面，帮助与加持父母“学
着做好父母”。由此，我们期待家庭教育法早日出台。

（作者系福建省泉州师范学院教授、福建省妇女理论研究会
会长）

为期6天的“第四届香港青年中华文化推广大使培训计划暨
香港青年新创见新春线上文化班2021”近日举办。此次活动在
文化和旅游部港澳台办的指导下，由中国儿童中心对外交流中
心联合香港青年新创见共同组织开展。

活动面向对传统文化感兴趣且致力于推广中华文化的香港
青年群体，以文化讲座和体验为主要内容，围绕春节年俗，传授
传统文化理论和手工艺技能。活动旨在助推中华文化在香港的
传播与传承，增进香港同胞对国家、民族和中华文化的认同。

此次活动涵盖了茶艺茶道、手工扇、国画、非遗工艺即绒花、
中式插花、茶百戏等6门传统文化课程，邀请内地优秀教师或非
遗传承人霍艳平、蔡志伟、李冬林、贾军、冯珂馨、刘钻、章志峰等
授课。在“生活茶艺”课上，学员们学习了茶的历史、分类、知识、
茶艺，学会如何让自己和家人及身边的人健康饮茶、提升生活品
质。在“中国插花艺术”课上，学员们了解到，宋代文人将中国插
花艺术列为“生活四艺”（插花、挂画、焚香、点茶）之首，是一门精
巧的艺术，不仅点缀人们的日常生活，而且，在唐宋时期，中国插
花作为岁朝清供，给春节增添了几分雅趣。如今，每逢佳节，插
花也成为不少家庭增添节日气氛不可或缺的艺术品。学员们亲
身实践，希望以古老的中式插花艺术，丰富今天的生活。

据悉，来自香港新创见的80余名青年会员参加了培训，学员
成功完成所有课程并上传作品后，获得由中国儿童中心对外交
流中心与香港青年新创见联合颁发的结业证书。

香港青年新创见（简称新创见）是于2015年11月底成立的
青年团体，其宗旨为：在港推广国情教育和中华文化，促进两岸
及港澳地区青年交流，参与公共事务并弘扬关爱文化。新创见
自成立以来，积极推广中华文化，在香港和内地组织了一系列丰
富多彩的文化交流活动，吸引了众多香港青年的参与。

（小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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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节临近
香港青年线上学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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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式感更在于
享受内心的富足

■ 中国妇女报·中国妇女网
记者 陈若葵

孩子的成长需要家校社共育已成
社会共识，而实现良好家庭教育的前
提是营造良好的家庭氛围，独具匠心
的家庭仪式，能给家人带来意外的惊
喜。然而，快节奏的生活和各种竞争
压力，使一些家庭对此有所忽略。那
么，在有仪式感的家庭中成长起来的
孩子，与缺乏这种体验的孩子有什么
不同？家庭仪式感在孩子生活中的重
要程度如何？

“我心目中的仪式感”

“我小时候每晚听睡前故事，雷打
不动，其实我对好多故事已经烂熟于
心了，但还是要爸爸妈妈一遍遍地
讲。我上学以后每天睡前还坚持请爸
爸妈妈为我讲书，当然主要是以字为
主的童话书、小说，为的是听到他们
的声音，享受被关注、被宠爱的感觉，
心里温暖、踏实、愉悦。”高二学生肖
楚楚对中国妇女报·中国妇女网记者
说。

肖楚楚还告诉记者，刚上小学的
那年冬天，她早上特别不愿意起床，为
了能准时到校，妈妈每天早上6点半，
准时用日本动画导演宫崎骏的动画片
《千与千寻》或《天空之城》的音乐叫她
起床——这是她最爱的动画片，听到
熟悉的音乐，她就不知不觉起床了。

“现在想想，小时候听睡前故事和听宫
崎骏的音乐，长期坚持，形成一种习
惯，也是一种仪式，我从这种仪式中获
得了满足感。”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节日家人团
聚、生日party等“仪式感”在生活中最
为普遍。“每年爷爷奶奶过生日，春节、
中秋等节假日，我们一家、姑姑一家聚
集在爷爷奶奶家，8口人一起吃顿团圆
饭；每年除夕在家里拍全家福留作纪
念，一家人其乐融融。”谈起“仪式感”，
北京海淀区高一学生白烨说，她表示，
这些小小的仪式很珍贵，不仅提醒家
人珍惜彼此，也让家族之间有了归家
的念想，“常回家看看”的仪式感在潜
移默化中给孩子传达了“爱家”“孝老
敬亲”的观念。

“从小时候起，在每个特殊的节
日，爸爸妈妈都会抽出时间来陪我做
一些有意义的事。比如上幼儿园时，
爸爸和我一起给妈妈做母亲节贺卡、
给妈妈挑选生日礼物；和妈妈一起为
爸爸做生日蛋糕；爷爷奶奶当年结婚
的时候没拍过婚纱照，在他们的金婚
纪念日，我们一家陪爷爷奶奶补拍婚
纱照……”说起仪式感，北京某高校
大二学生黎雨晴侃侃而谈，她表示，

“仪式感”在生活中不应缺席，“特别
是看到爷爷奶奶拍婚纱照时那种幸
福、甜蜜、欣慰、满足的神情时，更觉
得一些特定的生活仪式，如同交响乐
中的华彩乐章，为平凡的生活‘画龙
点睛’。”

小学生苏可心对仪式感最深的体
会是全家每月一次的“阅读时间”。“姥姥
姥爷、爸爸妈妈和我都喜欢看书，所以，
姥爷就提议把每个月的第一个周六作为
全家的读书交流日。这天晚上，每个人
把自己最近读的好书、好文章推荐给家
人，也可以挑选自己喜欢的小说中的一

个章节或一首诗，给大家朗读。这个仪
式从我上小学一年级开始，如今已经坚
持五年多了，我因此爱上了朗读。家庭

‘阅读时间’将成为我一生中最美好的记
忆之一。”

仪式感对孩子并非可有可无

快节奏的生活和各种竞争压力，
使不少家庭日复一日、周而复始地重
复着模式化的生活：家长苦于在工作、
家务和孩子之间寻求平衡，孩子则把
绝大部分时间用在课业和兴趣学习
上。“累”和“没时间”，是很多家庭的共
同感受，一些家庭仪式也因此被简化
甚至忽略掉了。

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的一项
调查显示，74.3%的人感觉家庭的仪式
感越来越淡漠了，大部分人觉得是仪
式教育的缺失。

诚然，即便没有仪式，生活也会
照常进行，如同每天太阳都会照常
升起。然而，今天与昨天相同，明天
又与今天一样。但长此以往，孩子
会丧失对生活的期待，缺乏活力与
热情。

谈到仪式对孩子的影响，苏可心
妈妈梁女士表示：“赋予一些日常生
活细节一定的仪式，它就有了特殊的
含义，适当的家庭仪式能让孩子有存
在感、幸福感，有利于培养孩子良好
习惯和健康人格，同时也增强了亲子
关系，‘阅读时间’使我们一家人更亲
近了。”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钱
志亮认为，爸爸妈妈的陪伴、父母给孩
子的大大小小的仪式，比如睡前故事，
能为孩子的内心注入安全感，使亲子
关系更加融洽，当睡前故事成为习惯
之后，不用大人提醒，孩子也会产生一
种强烈的自我暗示，“故事听完了，现
在我该睡觉了。”

他认为，仪式感能让孩子拥有清
晰的目标，比如在孩子的生日仪式前，
父母和孩子聊一聊，让他意识到，自己

在新的一岁里需要有点新变化。这个
仪式既能带给孩子目标感，也赋予他
使命感，孩子会认为这是我必须做到
的事情，会自我激励，努力去做。仪式
感演化出来的是时间感、存在感和被
需要感。

细心营造 生活处处有仪式

让孩子感受到家人的相互在意和
深爱，让他看到家庭的温馨和善良，让他
尊重身边的每一个人，希望他对美好生
活心存向往……这些，都可以借助一些
仪式，让孩子亲力亲为，进而接受家庭通
过仪式感传递给他们的价值观。

仪式不分大小，只要精心营造，很
多日常行为都可以成为属于自己的家
庭仪式，带给家人沁入心脾的仪式感
体验。

比如每学期开学前，家长和孩子一
起选购新书包，或者把旧书包洗干净；准
备文具；一起给新书包上书皮，让孩子意
识到，从现在起，要好好迎接新学期，认真
学习。

持之以恒的特定仪式，最终能成
为某个固定的、不可被随意替换的神
圣时刻，成为一个家庭独特的传统。
比如，每天的“感恩时间”——全家人
在晚上的某个时段，回顾当天的生
活，各自找出一两件值得感激的事情
来，或者在可能被视为不好的、甚至
是沮丧的事情里找出其积极的因
素。这种互动能赋予孩子一种感恩
和乐观的心态，在无形中塑造孩子的
世界观。另外，设置睡前的“祝福时
间”，每天睡前，父母和孩子拥抱一
下，祝福彼此“晚安”，让家的亲密延
续进梦里。

制作特殊的家庭图册也能使家庭
成员获得温馨甜蜜的仪式感。里面可以
有家庭重要活动，各种纪念日，孩子成长
珍贵瞬间如满月、第一次翻身、第一次走
路的照片、配图说明及简短的小故事，从
这些累积起来的岁月精华中，可以看到
孩子的成长、家人的变化；在时光流逝
中，每个家庭成员都能看见自己与家人
在不同时期的关联，看到家庭的情趣，看
到生命的延续和浓浓的温情。当然，最
关键的，是要让孩子和家长一起参与制
作这个相册。

不同的家庭，其家庭仪式各有千
秋。可以设定一个固定的家庭日，在
这一天，放下工作、关掉手机和电脑，
去公园散步、去郊外爬山，或是去看电
影、看演出；也可以将每晚的亲子游
戏、假期家庭旅行、周末跟孩子一起干
家务、到超市购物、定期参加公益活动
纳入家庭仪式感体验中；还可以在孩
子上幼儿园、升小学、初中、高中、大
学，孩子的10岁生日，爸妈的结婚纪
念日等等，举行一个小小的家庭仪式，
给孩子的成长留下一个个美好的记
忆。

家庭仪式一旦固定下来、坚持下
去，就成了一种习惯。仪式感，会让家
庭更具凝聚力。

（文中认为均为化名）

法国童话《小王子》中说，“仪式是使某一天与其他日子不同，使某一时刻与其他时刻不同。”借助这些外

在的、看得见的载体，人们得以用最直接的方式表达内心的情感，并获得相应的情感体验。

仪式无处不在。在生活中借助适当的仪式，可以传递信仰，传递对生活的热爱，传递对精致生活方式的

认可与追求。如果父母在日常生活中多创造一些仪式，无疑是给孩子营造了丰富的情感体验的氛围，使之有

机会感受“诗意”人生。不仅如此，家庭的仪式感还能增进亲子之间的交流，维持融洽的家庭关系，在家人内

心留下美好的记忆，给平凡的日子增添亮色，提升家庭的幸福指数。

教育观育观

■ 陈若葵

所谓仪式，其实也是我们表达情
绪的一个载体，是我们在内心追求价
值感的外化表现。

仪式感不是追求形式、华而不实的
东西，也不需要铺张浪费，不是物质的
堆砌，朴实温暖更佳。家庭仪式感传达
的是人们对生活的热情、对家人的爱与
尊重。在家庭中，通过这种特定仪式，
让我们认同对方、接纳对方，表达出“我
爱你”的意愿，让每个家庭成员都能获
得归属感。

家庭教育需要仪式感。我们对孩
子的爱应该是一场有质量的陪伴，而
仪式感恰恰是重要的体现形式，也是
给孩子最好的“富养”。父母潜心对待
生活中那些看似平凡的小事，为它们
赋予一点点情调、制造点小浪漫，能让
孩子在感受对方、感恩彼此中享受生
活的情趣、家庭的温馨，拉近家庭成员
之间的联系，维系他们的情感，让彼此
的心贴得更近，让家更有家的模样。

俗话说：“言传不如身教”，家庭仪
式感的建立就是家长对孩子一种非常
好的身教。孩子在潜移默化、耳濡目
染中习得这些仪式，慢慢地内化为自
身成长和自身生命中的一部分，自觉
地延续下来，成为家族传统。这有助
于培养孩子精致生活的素养和能力，
也是引导孩子懂得生活、传承生活、享
受生活的一种非常好的方式。

评判仪式感最重要的标准是它
能否让人感受到内心的富足，正如著
名文化学者、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研究
员李河所言：“最重要的仪式，一定都
是精神性的。”美国亚特兰大日报社
曾做过一项调查研究，发现在家里

“收集故事和回忆”所带来的幸福感
远胜于物质的满足，甚至学业、事业
上的成就，且不会因生活的变化而改
变。这些回忆在若干年后，如同一个

“节日”接着另一个“节日”，触动到孩
子心底最柔软的部分，让他们相信，
生活是美好的。

我国当代学者王小波曾说过：“一
个人拥有此生此世是不够的，他还应
该拥有诗意的世界。”仪式感恰恰能给
孩子一双发现的眼睛，发现平凡生活
中的亮色、生活中的诗意，有能力点亮
平淡生活中的星星之火，不断制造生
活的惊喜，让普普通通的生活充满节
奏、律动和韵味，提高生活的幸福指
数。在有仪式感的家庭中成长起来的
孩子，他们更懂得珍视平凡的日子，更
善于赋予某个时间和时刻特殊的意
义，他们有制造幸福的能力，其一生会
更幸福也更爱自己的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