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章  泰华教育小说中家庭教育问题的启示 

    随着华人华侨在泰国人数的增加以及经济和社会地位的提高，泰国华人华

侨社区的家庭教育问题不仅是华族自己的事情，而且也是整个社会的事情，解

决这些问题光靠家庭自己是不够的，需要社会、政府 、学校协力配合。目前、

泰华教育小说作家们和教育界内许多学者都在探讨华人华侨家庭教育问题，但

他们往往都是泛泛而谈，没有就某一策略展开深入、详尽地分析；而且在讨论

对策时，也只是停留在家庭教育问题谈得比较多，至于如何提高泰国华族自身

素质、采取什么措施来改善家庭教育内部环境涉及得较少。笔者认为，要想真

正解决泰国华族的家庭教育问题，一方面需要政府宏观层面的支持，华人华侨

家庭教育提供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另一方面则需要从华族家庭内部入手，对

华族家庭开展有效的家庭教育指导，提高华族人口素质，改善华族家庭教育的

内部环境。在这里我将重点探讨泰华教育小说对家庭教育指导策略的启示。 

 

一、 爱要有度，严要有格 

天下没有不爱孩子的父母。然而，许多华族父母为爱孩子而阻碍了孩子的

发展，甚至损害了子女的身心健康。 

第一，物质上不要过度满足。基本上很多华人华侨父母是子女要什么给什

么，生怕子女受了委屈。这样使孩子无劳累之苦，习惯于坐享其成、养尊处

优，不知生活艰难、不懂节俭、不愿付出;常身在福中不知福，不尊重父母及他

人劳动，珍惜劳动成果，视享乐为气派将奢侈当潇洒，怕艰苦奋斗，缺乏直面

社会人生、战胜困难的信心和勇气。《浪子回头》里的小龙正是因为父母物质

上过度满足才一次次的离家，走向深渊。 

    卢永光笔下的《浪子回头》，主人公小龙家在泰北小城镇，父母亲为了让儿

子有机会学中国文化，从六岁就把他送到曼谷姑母家，但姑丈姑母都忙着做生

意，没时间照顾他，初时父母请了华文家庭教师指教，各方面表现还行，但后

来到学校遇到种种不良环境，引致小龙走进歧途，越变越坏。 

第二，行为上不要过分迁就。在泰华教育小说中的很多父母总认为树大自

然直，一味对子女马虎迁就。这就容易形成孩子固执任性、唯我独尊的不良个

性，促长孩子我行我素、蛮不讲理的“霸气”，使孩子心中只有自我，自私自

利，缺乏团结合作精神，缺乏崇高理想和强烈责任心、使命感，尤其缺乏为理

想事业献身的精神。这又让我想起了《名列前茅》中的胡小舍，《浪子回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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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的小龙，《过错》里面的汪有福等等，这些深刻的人物形象，时刻给我们敲

响警钟，提醒那些为人父母者。 

第三，生活上不要过多照顾。孩子的衣食住行几乎完全由父母包办代替，

总认为这样能帮助孩子排除干扰，使孩子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学习中

去。殊不知，这样既助长了孩子的依赖心理，又缩小了孩子自主探索空间，减

少了孩子自我锻炼、自我提高的机会，弱化了孩子独立自主意识，压抑了孩子

求新求异、开拓进取的天性。真诚地关爱孩子，既天经地义，又是取得家庭教

育实效的前提。但为了孩子健康成长、成材，父母必须注意爱的方式和分寸，

把握要求的尺度，在心与心的沟通和情与情的交融过程中，既关心爱护、尊重

信任孩子，又及时引导、严格要求、认真督促孩子。 

 

二、以身作则，言传身教 

教育家说:要蹲下身子跟孩子对话。教育规律也告诉我们:身教重于言教。

所以家长要放下架子，与孩子一道在学习、生活中进步，提升。一方面，要与

孩子一同改正缺点。譬如，要孩子少看电视，少上网，家长就不能整日泡在电

视里和网上;要孩子不挑食家长就不能抱怨家里的饭菜不合口味;要孩子按时作

息，家长就不能老赖在牌桌上通宵不归;要孩子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家长则不

能整日吞云吐雾、酗酒发狂。总之，要孩子改正缺点，家长也要检讨自己的缺

点，一项一项列出，看谁改正得快。另一方面，要与孩子一同培养优点。 

小孩子的世界观尚未形成，模仿能力强，家长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将

成为孩子学习的范例，可能影响到子女的一生。因此，作为家长要率先示范，

要求孩子做到的自己必需做到，为孩子树立一个好榜样。同时也由于孩子的模

仿性强，父母的言行如何，往往会对孩子产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     

第一，家庭无小事，事事有教育性。首先，父母双方应相互理解、相互敬

重、相互鼓励、相互帮助，努力营造友好和睦、民主温馨的家庭氛围，引导孩

子理解父母的良苦用心、尊重父母的辛勤劳动，切忌相互埋怨、相互指责。卢

永光的《李老汉进城》中的李老汉是个勤劳俭朴的庄稼汉，是第三代泰籍华

裔。他工作勤劳，勤俭持家，真诚。他亲手饲养的鸡鸭，亲自种植的蔬菜都舍

不得吃，卖了全部用来供子女上学。一年的宋干佳节前，他的儿女们决定让他

进城过年。进城以后，他非常不适用城里的生活，儿女们要带他出去游玩吃海

鲜，可是李老汉拒绝不去，怕浪费钱，还不如到报德善堂拜“阿公”。李老汉

祈求阿公保佑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并且把身上多年积蓄的一共二千三百

多铢血汗钱，捐了二千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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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李老汉跨出大门，又给了乞丐一张二十面额的钞票，结果一群乞丐、残

疾人纷纷涌来， 后李老汉把钱都分光了。他认为虽然钱没有了，但这是一件

善举。 后尽然把儿女们给他的一万六千铢的生活费中拿出一万铢捐给了挽卿

养老院。当财务人员要登记捐款人的姓名的时候，老汉只念了老伴和儿女们的

名字，独独没有念自己的名字。总干事对他的儿子说:“恭喜！恭喜你有这么一

位好爸爸” 

第二，遇事则教，遇物则诲。父母要正确处理好自己的工作、娱乐与孩子

教育之间的关系，经常注意观察孩子的言行举止，多与孩子的老师沟通联系，

多与孩子交流，及时了解孩子的成长状况和存在的问题，把握好教育时机，进

行科学有效的引导，不要等问题积累成堆或出现大问题时，再批评指责甚至打

骂孩子;切实把握好理智与情感的关系。真正把家庭教育作为夫妻双方共同的义

务、责任和常规性工作，而不是生活的佐料，更不是情绪发泄的对象。在关心

照顾好孩子的同时，注意结合日常生活进行积极引导，努力促使孩子健康快乐

成长。 

《我的母亲是戏子》是泰华文学作家年腊梅《花街》里的一篇小说，她说: 

“《我的母亲是戏子》是纪实的，文中的母亲就是我妈妈，她由于生活所迫，

愿意牺牲自己，十二岁就卖身到戏班学演戏，受尽苦难生活，挨打挨骂，但母

亲有超群出众的艺术才能，并能洁身自好敢于抗争，终于巧妙的跳出火坑，有

了个美满幸福的家庭。当时从事戏子生涯被人看不起，但其实是发扬中国文化

和艺术的任务，我为我母亲的英勇奋斗而感到自豪，我今天会写文章也完全是

受母亲熏陶和教育的结果，所以我很感谢和怀念我的母亲。” 

碧娟的《手心手背》也是一篇很成功的小说，以小见大，给予我们重要的

启示。手心手背都是肉，父母对于子女的爱是公平的。全文以对话完成，开始

四个女儿对母亲要每人拿 2000 元作为生日的寿礼迷惑不解，同时做出种种猜

测， 后才道出这些钱是要给“大姐”上学用。与“母亲”一同吃过苦的“大

姐”是一个认命的人，高中没有毕业父亲就去世了，进工厂接父亲的班，使弟

弟妹妹们有机会上大学。“文玲历来就没有把自己和弟妹们并列过，甭管是吃、

是穿、是用、是干活，她似乎永远和母亲在一起”。母亲是儿女们学习的榜样和

力量，对每个子女的爱都是一样的。 

郑若瑟的《无巧不成书》里的灶婶是一位心地善良的好人，小说写她宁肯

自己窘迫也借钱给邻居，帮助贩毒妇女悔悟等等小事。关键在于，她把儿子的

车借给邻居德婶，而这一天儿子要与情人去度假，首次约会就失信了，儿子担

心女友误会而中断联系。灶婶却教育儿子：“旅游不比病危重要，如果女朋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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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好，定会谅解”。无巧不成书，原来向灶婶借车的德婶却是儿子女友的舅妈。

反而为儿子的恋爱增加了成功的砝码。遇事则教，做父母的就应该向灶婶学

习。 

 

三、感知心思，与之共鸣 
    当前家长因为自己工作、生意忙，整日身心疲惫，不愿与孩子多交流，而

是习惯发号施令，习惯于孩子言听计从。孩子若不顺从，轻则呵斥，重则打

骂，不重视倾听孩子的心理诉求。但是孩子但获取信息的渠道很多，可以从电

视、网络、老师的教育、同学之间的闲谈中获取很多信息，从而建立对世界、

社会、教师、家长的独特认知，对事物都有自己独立的看法。家长如果不尊重

孩子的意愿，往往使自己的设计目标与孩子的成长现实南辕北辙，很容易泯灭

其求知欲和创造性，并且产生很多的家庭教育问题。如果家长愿意倾听孩子的

心声，就能够了解孩子的真性情，把握孩子成长的规律。如果在交流过程中能

与孩子产生共鸣，不经意间给予一些表扬、激励和批评、校正，一定能在孩子

的成长中起到意想不到的助推作用。感知孩子心思，一是认真听。每天都要挤

一定时间倾听孩子述说，不要随意打断或抑制孩子的说话欲望，让孩子畅所欲

言。二是主动问。要捕捉孩子的心理变化迹象的蛛丝马迹，有意设问，掌握孩

子所思所想。 

通过以上泰华教育小说中对家庭指导策略的启示，有助于改善当前泰国华

族家庭教育中存在的许多盲点和缺陷，有助于泰国华族家庭教育的的健康发

展；进而有助于社会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泰华教育

小说中表达的家庭教育各方面的内容思想以及指导策略毕竟是有限的。 重要

的还是教育工作者、家长、社会共同努力，为创建现代和谐家庭而努力。 

后在充分肯定泰华教育小说的历史价值的同时，谈谈与当代家庭教育的

关系。 

一是为当代教育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怎样使人在先天生理的基础上在

后天通过环境影响和教育训练获得一些内在的、相对稳定的、长期发挥作用的

身心特性，以及包括人的道德素质、智力素质、身体素质、审美素质、劳动技

能素质、人格素质、角色素质等在内的基本品格结构，是当今人们仍在探讨的

重大问题。在这一点上，现代教育小说作家已经做出了极其难能可贵的努力和

探索，为我们提供了许多非常有益的经验与借鉴。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现代小

说作家对现代教育思想的探讨才无疑会给当代教育实践提供重要的思想资源。

比如教育上的人人平等、人的主体性思想、儿童教育思想、家庭教育思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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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华人华侨能在复杂艰苦的环境下，立于不败之地，从苦难中解脱出

来，得益于现代意义上的素质的逐步养成，得益于包括泰华文学中教育小说作

家在内的一代现代知识分子的可贵探索和不懈努力。尽管当下人们的思想观念

已发生了很大变化，经济大潮也对人们的思想观念产生了强烈冲击，但人文精

神的张扬、素质的提高仍是制约国家发展的重要因素。 

二是影响了当代教育小说的创作。泰华文学作家们撷取有关教育题材，把

教育作为文学阐释的主要内容之一。如邢爱周的《父与子》、摩南的《噩梦生涯

何时了》、《人间垃圾》等都是关于泰国华裔家庭子女教育的作品，文章以质朴

深沉的笔触，讲述了笼罩着隔膜、苦涩和悲哀的不同家庭。小说塑造了一系列

发人深思的人物形象:林汉为了儿子的未来宁愿从大老板退出商界，过平淡生

活；人格分裂的余小琴不理解父母， 终卧轨自杀……这些人物形象，历时十

多年仍让很多人流下热泪。作者在创作中完全走进了现实世界。小说不再根植

于神秘与古老，而是扎入厚实的现实教育生活土壤。这种立足点的转变和朴实

无华的描写总是能让人内心不觉的难过，教育的弊端隐隐触动着每个人的灵

魂。泰华教育小说作家把教育小说创作作为重要的参照系统。泰华教育小说主

要关注受教育者和家庭、社会的关系，我们看到一个人被锤炼出健康正常的人

格，即使这个人在成长的过程中受到压抑或者理想破灭，但还是满怀信心地走

向社会。但到了 20 世纪末，人文主义理想已经破灭，这个时代的主题不是社会

如何正确地教育人，而是人反抗被物化、异化的社会。人们由相信、认同这个

社会到不相信、不认同这个世界。当受教育者面临生存的驳杂矛盾和彼此的牵

制时，他拒绝接受教育，拒绝成长。因此，当代泰华教育小说在许多方面把现

代教育小说创作作为重要的参照系，进而对现代教育小说进行反面运用，以求

打破人们对传统教育主题的突破。 

三是对教育现实的启示作用。望子成龙、望女成凤是每个家长的愿望，无

论在任何时候父母都是孩子身心健康的维护者，言行举止的示范者，待人接物

的指导者，是孩子身心健康成长的责任人。家庭是孩子学习的第一所学校，父

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家庭教育对孩子的影响是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无法替

代的，因此为了每个孩子的身心能健康地发展，愿所有的家长都能营造文明的

家庭环境，为孩子提供一块健康的天地。现代教育小说中蕴含的张扬个性、人

人平等、批判意识、家庭教育思想无疑对当代泰国华人华侨教育现实是一种启

示和鞭策。因此，从文学与教育的结合角度，挖掘现代教育小说的发展与流

变，阐释教育小说中蕴含的教育思想，探究泰华教育小说对家庭教育指导策略

的启示，对于逐步建立当代泰国华族教育的新的模式将是一种有价值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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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语 

科学进行家庭教育是儿童健康成长的重要保证，也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

志。孩子健康成长是每个父母的心愿。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泰华文学中反映

泰国华族家庭问题的小说日益增多。今后，随着社会的发展，经济水平的提

高，他们的家庭教育问题也会越来越突出。能否解决好华族家庭教育问题，不

仅关系华人华侨子女的发展，华族家庭的发展，也关系到整个社会的发展。但

是就目前情况而言，学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还仅仅处于关注阶段，这是远远不

够的。透视华族家庭教育问题、探索问题解决的办法已经成为我们教育研究者

迫在眉睫的任务。出于以上考虑，本研究做出了一系列尝试性努力: 

在梳理泰华教育小说中家庭教育的相关研究现状的基础上，确定了本研究

的视角和创新点。通过考察泰华教育小说中家庭教育的现状，对泰华教育小说

中华族家庭教育中现存的问题展开研究。研究发现，泰国华族家庭教育在家庭

教育观念、教育内容、教育方式、亲子关系等方面都存在着许多问题。 

本文针对研究过程中凸显的问题，以家庭教育学、社会学、教育社会学、

文学等理论为支撑，分析了泰华教育小说中家庭教育问题产生的家庭内部原

因、社会外部环境原因并总结了泰华教育小说在家庭教育问题的指导策略给我

们的启示。主要是家庭微观层面的对策。这些对策具有一定情境性，在某种程

度上也具有可推广性。同时，无法回避的是，本研究中仍存在一定的问题。首

先，我从文学与教育结合的角度研究泰华教育小说中的家庭教育问题，没有与

实际的家庭教育情况结合，使得本研究的可操作性降低。其次，由于客观条件

的限制，只讨论泰华教育小说的部分家庭，这是否具有代表性，是否会影响研

究结果的效度。第三章相对来说论述不够充分。此外，由于本人的研究能力有

限和理论知识面的相对薄弱，在分析现象、观察问题时，不可避免地带有一些

局限性，在收集到大量教育小说后，不能挖掘它的本真蕴意，所以对现状的理

解还停留在一般的层面，对问题及其原因的分析论证还不够深刻。 后，由于

本研究未能在实践中充分检验文中所提的泰华教育小说中家庭教育问题指导策

略的科学性、合理性与可行性，这也是一种缺憾。因此下一步研究的重点在实

践中检验、修订、完善本研究内容和结果，为改善泰国华族家庭教育状况尽绵

薄之力。 

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关注和研究泰国华族家庭教育，是对教育信念的追

求，是对生命的尊重，是为改善人的生存状态、提升人的生活和生命质量，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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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每个人拥有幸福美满的人生，是为了人的主动、自由、和谐、完整、个性化

发展，是为了人的全方位的发展。随着这一问题的进一步凸显，我将在今后的

学习和工作中继续追问并思考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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