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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er家长团

“国际家庭日”特别策划

“家长请留步”街采视频栏目是“super家长团”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既有社会调查，又有专家解读，还有犀利观点，致力于聚焦教育热点话题，打造“家庭教育话
题社会调查研究栏目”，用通俗有趣的解读方式，引导民众对家庭教育的认识，为家长及师生提供一个交流平台，从相互了解到相互理解。

努力营造一个温馨有爱
的家庭氛围

果娃妈妈 39岁 全职太太

作为一个 10 岁孩子的母亲，付

女士承担了大部分教育孩子的责任，

她表示，自己还是比较了解孩子，因

为她希望自己能够和孩子像朋友一样

相处，所以会经常与孩子交流。对于

孩子的成长，她不希望给予过多的压

力，只要孩子能够敢于担当、善良、

有爱心，就是一个好孩子。虽然付妈

妈是一位很人性化的母亲，但是在和

孩子相处的过程中，还是会出现一些

问题，比如，孩子性格太倔强，导致

有时候沟通失败，在和孩子沟通的过

程中，付女士也意识到了自己的问

题，她希望自己能够心平气和与孩子

解决问题。

为了成为更好的父母，她会通过

和孩子聊天、和老师交流、学习育儿知

识、和孩子的朋友做朋友等各种方式

了解孩子的想法，努力做一个受欢迎

的妈妈。很多爸妈认为养育孩子是希

望得到孩子的回报，付妈妈并不赞同，

她认为即使年纪大了，也只是人生新

阶段的开始，努力为孩子减少负担，做

新时代的新潮老人。

在家庭教育中，父亲同样充当了

很重要的角色。付女士表示：“在孩

子的成长过程中，离不开家庭教育，

家庭环境的好坏与否对孩子的健康

成长有着很大的影响，这需要父母

双方共同付出，为孩子的健康成长

和长远发展承担起自己的责任。”

管与不管之间有个词叫
做“守望”

嘉瑷妈妈 37岁 法律工作者

“您想培养出什么样的孩子？”

谭女士表示：“借用梁晓声那句对

文化的阐述，我希望孩子成为一个

有文化的中国青年，希望她有着根

植于内心的修养，无需提醒的自

觉，以约束为前提的自由，为别人

着想的善良。”

虽然平时和孩子的关系比较密

切，但是孩子的性格有些内向，这可能

和小时候爸爸的教育缺席有一定关

系。因为爸爸的工作性质出差多，所

以在最初的陪伴上有所缺失。谭女士

表示，现在他们会通过让孩子多读书、

多旅行、多交朋友、多培养兴趣爱好来

改善孩子的性格问题，同时鼓励他参
加社会实践活动，现在，孩子的性格已
经有了很大的变化。

“父母需要具备终身学习的能力，

不断地丰富自己，才能给予孩子正向

的引导，形成良好的价值观。”谭女士

表示，从某种程度上说，子女和父母是

一种彼此成全的关系，双方都因彼此

变得更好，这才是比较舒适的亲子关

系。

怎样才能提升与孩子的亲密度？

谭女士也给出了自己的理解：“孩子其

实最希望得到家长的认可，无论成绩

好与不好，如果在父母眼里他都是最

棒的，孩子会因此产生强烈的安全感

和信任感，我觉得这是亲密关系中最

坚实的底色。”

父母积极参与到孩子的
教育过程中

余先生 32岁 软件工程师

在参与家庭亲密度测试时，余先生

对于孩子的喜好全部答对，在问到“孩

子最喜欢的动画角色”这个问题时，他

立刻回答出女儿喜欢的角色是《海洋奇

缘》里的莫安娜。出乎意料的是，妈妈

竟然在“孩子最不喜欢的食物”和“最喜

欢的动画角色”回答错误，她表示，在日

常生活中，因为爸爸的工作时间较为灵

活，孩子的接送都是由爸爸完成，周末

爸爸也会带着女儿去图书馆、电影院一

起玩耍，所以对于孩子的喜好会更加了

解。妈妈也意识到自己对孩子的了解

确实应该加强，孩子的成长过程只有一

次，亲子时光不仅仅是爸爸一个人的

事，应该父母共同努力来完成对孩子的

教育工作。

青春期的孩子更需要家
长的关注

冯先生 41岁 卖场经理

作为一名高中生的家长，冯先

生表示，自己与孩子平时的交流并

不算多，孩子处于青春期，也不愿意

与家长主动沟通，自己平时工作也

比较忙，所以可能在对孩子的教育

过程中，自己做的还不太够。在亲

密度调查中，冯先生答错了孩子班

级所在的位置、班主任的姓氏，甚至

是儿子的生日也愣了一会儿才想起

来。而这组家庭里的妈妈，不仅答

对了和孩子相关的所有问题，还答

对栏目组延伸提出的与爸爸有关的

问题。从爸爸的反应可以看出，日

常生活中的大事小事都是由这位妈

妈操持，而他也表示自己在生活中

疏忽了这些细节，尤其是孩子到了

青春期，他更应该尽职尽责，共同维

护亲子关系。

街头巷尾，探寻家教通关密码

5月15日是国际家庭日，“家长请留步”栏目组全新开启第二季上街出击：你和孩子的关系怎样？你足够了解孩子吗？面对亲密度大调查，这些问题父母又会有什么答案呢？

亲密度大调查亲密度大调查：：你是孩子无话不谈的朋友吗你是孩子无话不谈的朋友吗？？

“下跪谢母”你如何看待？
全职母亲：“专心陪伴孩子

成长，深知其中的不易，孩子的

爱心是最重要的。”

来自澳大利亚的国际友人：

“自己平时也会通过拥抱以及举

行庆典的方式，向父母表示感

谢”。

一位老教师：“感谢父母，是

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同时也应

该感谢一路支持他们的人，比如

他们的老师。”

合格父母需要测试吗？
赞成派：“这样孩子的素质

可能更高一些吧。”“非常赞

同，如果这里有这个规定的话

就好了，刚好可以测试一下自

己到底适不适合生孩子。”“让

自己成为一个合格的父母不是

很好吗？”

反对派：“不能因为别人的

文化层次和别人的修养、宗

教、生存土壤的不同，剥夺别

人生育的权力。”“拿统一的标

准去评判我觉得不够客观，毕

竟有不一样的父母，也有不一

样的孩子。”

别让父爱成为奢侈

妈妈：“父亲应该主动承担

起陪伴孩子的责任，不能硬性要

求，不然，即使陪伴着孩子也是

手里玩着手机、或者心里想的是

他的工作，这样的陪伴可有可

无。”

爸爸：“母亲感情细腻，在勇

敢、坚强等性格培养方面，还是

需要从爸爸身上学到。”

孩子不合群要改吗？

孩子：“肯定要改，大家都说

外向一点会更好。”“应该不会，

不会为了合群做自己不喜欢的

事情。”

家长：“肯定要改，不合群说

明孩子可能性格方面有一些问

题，也有可能是家长影响的。”

“没有必要改，到了一定的年龄

自然有朋友跟他一起玩，想跟别

的小朋友一起玩还是想自己一

个人玩，完全取决于自己的想

法。”

孩子人生怎样定制？
孩子：“把自己做好就行，不

用成为最好，活得开心就行。”

“经历过磨难变成更加优秀的人

后会觉得磨难很快乐。”

家长：“不会给孩子选择人

生，他的人生他自己选择，父

母要做的是帮助孩子找到自己

喜欢做的事，后面的人生需要

他自己去走。”“没有磨难就不

是人生，孩子就是要被水淹一

下才知道怎么游泳，要受一点

挫折才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

是错的。”

看到这些回答的同时，我

们也在思考，栏目的意义就到

此为止了吗？经过一年沉淀，

“家长请留步”第二季全新启

航，这一次，我们不仅提供倾

诉和观点碰撞的窗口，还将邀

请教育行业的相关人士与我们

同行，共同搭建一个给出解决

意见和专业教育知识的平台，

更有“95 后”知性女主播带着

“后浪”视角，观察家庭教育百

态。第二季，《家长请留步》除

了奇葩、犀利的问题，还会关

注许多有价值的社会热点事

件，有趣的同时做到有深度，

帮助家长解决教育过程中遇到

的实际问题——“安全教育”

“性教育”“劳动教育”等等。

欢迎家长们在节目的评论

区积极留言，推荐你感兴趣的话

题；如果孩子们也在观看，请一

定要转发给爸爸妈妈，毕竟成长

这门必修课，他们不能缺席。

家庭，可能是人类社会里最小的单位了。这里孕育生命，每天都在上演离合悲欢。当我们将镜头对准家庭，抛出教育难题，我们换回了家

长和孩子们的心声，见识到两代人的思想碰撞，引发屏幕另一端的看客们去谈论和思考。这，就是“家长请留步”的魅力。

这档栏目主要以街头采访的形式，邀请父母参与讨论与亲子关系和家庭教育有关的话题。“父母生孩子前需要考试吗？”“孩子不合群有错

吗？”“父亲陪孩子的时间严重不足可以取消爸爸称号吗？”……得益于“家长请留步”这个栏目的包容和开放，我们听到了来自不同年龄段、不同

文化背景、不同地域的声音，这里有争论，却从不论对错。这些看似奇特、犀利的问题在不同程度上映射出家庭教育的现状，父母如果能通过栏

目发现这些问题，开始重视和思考，或许才是“家长请留步”真正的诉求和意义。

2019年，“家长请留步”第一季开播，栏目组收到了很多来自父母的反馈。特别是“父亲陪孩子的时间严重不足可以取消爸爸称号吗？”这

期节目播出后，许多爸爸扎堆在后台吐槽，向我们倾诉作为父亲的艰辛与不被理解。这些在孩子面前稳如泰山的父亲，这些不善表达感情的父

亲，却因为一个个奇葩的问题，突然间找到了宣泄情绪的树洞，这让我们既感到意外，又觉得可爱。

在我们的日常调查中，很多父母都

表示自己与孩子的沟通和了解度不

够。的确，孩子与父母之间不只是因血

缘造成的亲密感，这层关系还代表了很

强的信任感和安全感，而且据研究显

示：孩子与父母的亲密程度深切影响其

日后人格、心理等各项成长的健康指

标；同时，也关系着孩子未来人际关系

的处理及与社会融合的相互关系。

因此，“亲密度”不仅代表亲子之

间的关系，更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相

处。如果孩子从小与父母极少亲近，

情绪会呈现出不安、急躁、担心、忧

郁，所以，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建立

其与父母亲密的亲子关系，是必不可

少的一环，这就需要父母与孩子之间

的相互配合。

在本次“家长请留步”的节目制

作过程中，我们在社群中发布了亲子

关系调查问卷，并深入采访了4位家

长朋友，了解他们对于“家庭亲密度”

以及亲子关系的看法。

本版文字 刘博 宋良友 杨汪蓝珺 王琦 黄月 （图片由“家长请留步”栏目组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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