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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語有云：「養不教父之過，教不嚴師之惰」在傳統的家庭中，父母除了養活子女外，更

要肩負起教育子女的重要任務，家庭教育對子女成長有著重要的影響。自子女入學後，有些

家長會將教育的重任交予學校，認為學校應負起教育的責任，但我卻不認同學校教育比家庭

教育更重要。 

家庭是生涯教育的起點。有人說：「家庭是一生初始的教育。」嬰兒自娘胎的時候已開始

受母親的影響，父母的一切行為亦會影響嬰兒的成長。如父母播放古典音樂給嬰兒聽，便可

培養他對音樂藝術的興趣，家庭教育對於人有重要的影響。然而，小孩喜愛模仿，家長便是

他們的學習對象，小孩會模仿家長的行為，無論在談吐和思想上，都對小孩的價值觀有所影

響。由此可見教育的源頭是家庭，正如要求河流清潔必須着眼於源頭。 

家庭教育令學習更多元化。家庭就如一連串的鑰匙，串連在一起。每個人在家庭中也有

多重的身份。就像我一樣，我是父母的女兒，是哥哥孩子的姑姑，是表姊孩子的表姨，是爺

爺嫲嫲的孫兒。從不同的身份中也能夠有所學習，如怎樣孝順父母，怎樣教導姨甥去收拾玩

具等，都從家庭教育親身體驗出來。 

家庭教育影響人的心理質素，對個人成長發展佔重要的地位。心理質素是從小培養的，

若小孩從小就在健康的家庭教育下成長，便能有更健全的心理質素；反之，如孩子從小便在

破碎家庭成長，未能在家庭中得到關愛時，便會令他們的性格變得悲觀，心理質素較差，便

較大機會影響了他們的人生。舉凡家庭暴力、失學兒童或是青少年濫藥等問題都與家庭教育

有關。自小受良好的家庭教育，小孩成長踏足社會，大都能遵守法律，長大後大都是個奉公

守法的好公民，所以家庭教育的確能影響人的心理質素。 

有人說：「學校有更豐富的資源去培育學生，所以學校教育較為重要。」這點我不能完全

認同。無可否認，學校在課程的編排或教學設施等方面都較家庭教育優勝，但由於學校的老

師工作繁重，加上老師在課堂上要面對幾十位學生，的確無法全面照顧所有學生，教育質素

便會因此而受影響。這方面，家庭教育不受時間及場地限制，家長能隨時隨地教導兒女，直

接針對他們的不足作「貼身」的指導，這是受資源所限的學校教育無法比擬的。 

綜合以上各點，我並不認同學校教育比家庭教育更重要這觀念，因為由父母施行的家庭

教育較能針對個人的需要，提供更針對性、更有質素的教育。 

教師回饋：論點明晰，能適當運用引證法，透過運用名人名言為論據，加強文章的說服力。（黎

嘉諾老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