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新西部·　　　　 ·2024年第6期

文化·教育丨Culture & EducationＣ

一不可，仍需要发挥制度的力量，将优秀传统孝文化法

律化，用更强有力的方式，对少数子女不赡养老人、甚

至虐待老人的行为进行惩罚制约，减少社会不正之风。

所以需要完善法律法规，全面落实老年人权益，坚决抵

制侵犯老年人权益的行为，加强监督和执法力度，如坚

决惩处虐老、弃老等违法行为。同时，结合我国社会发

展的新形势，专家学者加强对孝文化精髓学习和深度耕

耘，将孝文化精髓切实融入到相关条例中，完善孝道立

法，推动德法并治，有针对性地加强家庭养老的立法工

作，为发挥家庭养老的作用提供法律支持。[5]

（二）建立多元养老，缓解家庭养老压力

传统孝文化在传承和发扬的过程中遇到阻力，在家

庭养老中难以有效发挥作用，除了孝文化本身的因素，

还有客观现实原因。随着时代发展，子代赡养压力逐年

加大，“养亲”的概念其实已经被子代所接受，但是家

庭小型化、老年人增多，一对夫妻很难有实力和精力去

全面照顾老人，所以为了缓解家庭养老压力，让老年人

享受更优质的养老服务。坚持建立以家庭养老为主体，

社区养老为助力，国家为保障的多元养老模式是养老事

业的必由之路。在家庭养老的基础上，发挥社区以及社

会公益非营利团体的作用，能够缓解家庭养老压力，促

使传统孝文化得到更好传承与发展。

（三）强化孝道教育，“三教一体”形成合力

优 秀 传 统 孝 文 化 在 现 代 家 庭 养 老 中 得 以 传 承 和 发

扬，需要依托教育的力量。教育贯穿人的生命历程，给

予人丰富知识、塑造人的高尚品德、推动人不断进步。

教育不只是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也是不可或

缺的。其一，我们需要重视家庭教育，注重家风建设，

为孝文化精髓融入提供适宜的土壤。习近平总书记也十

分重视家风，他强调，“中华民族传统家庭美德，是支

撑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薪火相传的重要精神力量，是家

庭文明建设的宝贵精神财富”。 [6]其二，大力抓好学校

教育。由于学校教育是依托学生自身特色、满足学生全

面发展而进行的规范化、合理化、组织化的行为，因此

对于优秀传统孝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具有独特而显著的优

势。按照“贴近学生生活实际、触及学生灵魂”和与时

俱进的原则，充实孝文化教育课程，创新孝文化教育形

式，寓教于乐，传授知识与实践相结合，开展孝文化相

关 活 动 ， 例 如 在 家 帮 助 父 母 、 在 校 开 展 孝 文 化 征 文 活

动。其三，充分利用社会教育。社会教育是家庭教育和

学校教育的延伸，是个体社会化的实践平台，对个体的

影响最广泛。[7]不能忽视社会教育的影响作用，社会组织

开展各种孝心活动并提供相关配套措施，号召居民积极

参与。

（四）发挥媒体作用，促使孝道正向传播

互 联 网 便 利 了 我 们 的 生 活 ， 网 络 技 术 与 媒 体 的 有

机结合，使信息传播更迅速、影响更广泛。但是网络技

术也是一把双刃剑，我们应抵制诱惑、合理利用网络技

术，要发挥大众媒体的正向引导作用，全天候引领，把

握“窗口期”。 [8]正统的非营利平台承担传播主力，央

视 等 电 视 新 闻 平 台 把 孝 文 化 精 髓 融 入 主 线 ， 微 博 和 抖

音、快手等其他平台在不歪曲不恶搞的底线进行传播，

让优秀传统孝文化在养老事业中发挥其应有的主流文化

价值。大众传媒应当树立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不能因为

利益驱使对孝文化予以恶意的改编和歪曲，应该多弘扬

优秀传统孝文化，譬如对孝老敬亲先进代表人物的事迹

和品德进行大力宣扬，加强对孝文化热点问题的正向引

导，促进优秀传统孝文化的传承与发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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