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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越人才培养的家庭教育支柱

余清臣

人们常说，家庭是孩子的第一所“学校”，父母是孩

子的第一任“教师”。家庭教育的“第一位”看起来是

时间意义上的，更是生命成长初始化意义上的。人的一

生是一个连续的进程，也是前后相互影响的过程，在人

生不同阶段发生的事情会有不同的历史意义。在可以

持续作用于人生很长时间的情况下，家庭教育在人生历

程中的特殊意义是对人的发展进行初始化作用，一个人

此后所受的学校教育都是以此为前提促进人的发展。

初始化的原初内涵是在系统运作初期对基础参数进行

设置，这个概念主要产生于信息技术领域。在人的发展

意义上，初始化主要是指在个体生命初期确立其基础认

识观念、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其主要意义是构成了生

命自主成长的最原初但最内在的底层控制系统。

从内涵来说，家庭教育对人成长的初始化过程主

要有三个方面。第一，家庭教育配置了个人对生活的基

本认识和理解。生活是家庭的基本事务，也是家庭教育

的基本内容，父母对年幼子女的教育在日常生活中奠定

他们对日常生活的基本认识理解，如对基本生活内容和

关系的理解。第二，家庭教育配置了个人基本的生活取

向。人只要在生活中就要开始面临各种生活选择，因而

也就需要掌握指导选择的基本生活取向，年幼的子女在

父母教育中必然会涉及这个方面，如在饮食、穿衣和物

品选用上树立基本取向。第三，家庭教育配置了个人处

理生活事务的基本方式。即便在年幼阶段，人的生活也

包括很多生活事务，如接人待物。很多家长注重对子女

基本生活习惯的教育，事实上就是在生活事务方面对子

女进行塑造。在早期家庭教育所涵盖的常规内容中，那

些对家庭、亲隋和长幼的基本认识，那些对成败、哀乐和

褒贬的基本取向，那些日常接人待物的基本行为，都是

幼年时期深受家庭教育影响但未必被后来的学校教育

完全修改的教育主题内容。

卓越人才的培养特别需要重视早期家庭教育对人

发展的初始化作用，要注重探索家庭教育对于卓越人才

培养的重要作用及其机制，也要把父母更深度地吸纳到

卓越人才培养的实践和探索体系之中。在当前主流的

家校合作文化中，家庭常常作为学校教育的参与者或辅

助者而出现，这种倾向与把“学校作为教育主渠道”的

定位存在着内在的一致性。毫无疑问，卓越人才的核心

素养更直接于学校教育中培养，但是当前时而发生在优

秀青年学生身上的悲剧事件也提醒着人们：卓越的人

才首先要是一个完整的人，对卓越人才核心素养的培

育应该得到对过完满生活基础素养的培育的配套。无

论一个人能在工作中取得多么优秀的成果，无论一个人

能在公共领域承担多么大的使命，他们都要过自己的人

生，组织好自己的人生栖居地是不可替代的核心事务。

学习生活，这是在幼年所受家庭教育中就开始进行的事

情，也是家长特别需要关注和不断帮助其升级的事情。

同样是生活，却可以有品质高低的区分，为高品质生活

而准备的家庭教育初始化就是在年幼时向子女培育奠

定美好人生的底层认识、价值和行为。

对于卓越人才培养的探索者来说，关注与理解高

水平家庭教育初始化作用与人才成长之问的内在关系

是非常必要的，可以此为基础建立卓越人才培养的完整

体系。对于卓越人才培养的学校教育者来说，积极联合

家长共同参与卓越人才的培养是需要追求的一个重要

目标。虽然家长在对子女进行初始化的早期家庭教育

之后常会在子女教育事务中退出中心地位，但是让家庭

认识到早期家庭教育的核心地位和不可取代作用，会让

更多家长在卓越人才培养的大局中积极承担教育子女

的事务，发挥积极作用。在明确早期家庭教育初始化作

用之后，更多家长需要关注和改进自身的早期家庭教育

理念与做法，在配置子女的人生底层认识、价值和行为

上作出更积极的努力。

人才是对人的一种评价性称谓，能够长久具有高

度价值的人一定是那些获得完整发展的人。培养完整

发展的人，这不仅是学校教育的任务，也是家庭教育的

任务，家校和学校一样都在这个共同的任务中担当着相

互不可取代的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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