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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育孩子不仅是家庭的

问题，更是整个社会的问题。

在全面开放“三孩”的政策环

境下，父亲角色的回归不能永

远在路上，更不能渐行渐远，

而要逐渐“清晰”起来。

时下，我国已进入良法善

治的法治社会，要让父亲角色

回归本位，首先要落实父亲在

对孩子养育上的法律责任。

今年 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第

二十五次会议审议的《中华人

民共和国家庭教育法（草案）》

第二十条规定，父母要“亲自

养育，加强亲子陪伴”“共同参

与，发挥父母双方的作用”。

从今年6月1日起施行新修订

的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在

“家庭保护”上更是进一步明

确了父母对孩子的抚养、教育

责任。也就是说，父亲角色必

须回归到法律本位上来。

当然，法律只是划定了作

为一名父亲最基本的角色要求

和所履行的职责底线，要真正

使父亲角色“清晰”起来，更需

要每一名父亲夯实自身的角色

力，强大角色力，就如尼采所

言，“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

都是对生命的辜负”，更是对父

亲这一圣神称谓的辜负。

那么，作为新时代的一名

父亲，如何才能强大自身的角

色力呢？

首先，应明确自身的角色

定位，从后台走向前台，积极

从孩子母亲的背后走出来。

作为孩子的父亲，应认识到自

己不仅是家庭的建设者，还是

孩子的陪伴者，更是孩子的教

育者、成长的见证者；认识到

孩子不仅是自身生命的血脉

传续，更是家庭、国家、社会未

来发展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自觉摈弃狭隘与自私、短视与

偏见，真正成为孩子“爱之厚

重”的那一座山，陪伴孩子翻

过一道道坎，做好孩子幸福路

上的引路人。

育者，养子使作善也。

处于新时代的父亲，面对日

新月异的社会发展，作为孩

子心中道德、人格、知识的

模范，每一名父亲应从自身

做起，保持积极、上进、乐

观、健康的生活旨趣和精神

追求，让“上所施，下所

效”的浸润效应静水流深。

父亲心有光芒，孩子必有远

方。父亲是孩子的镜子，孩

子是父亲的影子。育人先育

己，达人先达己，这就是榜

样的力量。如果我们要求孩

子做到，自己就应该先做

到，要求孩子不做的，自己

首先不做。比如，叫孩子不

玩手机，自己就不要在孩子

面前看手机；教育孩子参加

体育锻炼，自己就要身先士

卒；教育孩子认真读书，自

己也要多阅读。

其次，努力做孩子忠实

的心灵陪伴者。懂我者，知心

也！每一个孩子在成长路上

都不是那么一帆风顺，他们有

时候显得很无知，也有着自己

的苦恼、彷徨和纠结，磕磕碰

碰在所难免。作为一名父亲，

应放下权威，改变“我都是为

了你好。”“我那么爱你，你却

不领情。”的刻板思维，真正读

懂孩子，悉解孩子每一个阶段

发展的不同特征和行为表

现。树立共情思维，既要快乐

着他们的快乐，也要苦恼着他

们的苦恼。当孩子在成长路

上遇到困难时，不妨及时拉他

们一把；当他们苦闷和彷徨

时，耐心地听听他们内心的想

法；当他们失败了沮丧时，给

他们一个温暖的拥抱，点燃他

们重拾信心、继续上进的火

焰，成为他们美好心灵的真正

看护人。

最后，应树立正确的教育

观、成功观和成才观，不要焦

虑。父母的手里，藏着孩子的

未来。处于新时代的父亲，一

定要遵循孩子的成长规律，回

归教育常识和理性，不应过于

看重孩子的分数，因为每一个

孩子的禀赋、智力各异，花有别

样红，人各有不同。“自小刺头

深草里，而今渐觉出蓬蒿；时人

不识凌云木，直待凌云始道

高”。做父亲的，应用辩证的、

发展的眼光看孩子，不能以简

单的考试分数定格孩子的成

长。因为，孩子的成长成才是

一场无休止的接力跑，在这个

跑道上，我们做父亲的要看到

他们每天一点一滴的努力和进

步。每一名父亲都应深知，孩

子成人比成才更重要，任何揠

苗助长的教育行为，都是百害

无益的，甚至造成不堪设想的

悲剧，到那时当你幡然醒悟，

却已为时晚矣！

唯愿所有父亲都成为孩

子内心深处那一座伟岸的山！

（作者系四川省社会科学

院马克思主义学院特约研究

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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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爱是座山，比山更伟岸，父爱是条江，比江更广阔，父爱是片海，比海更慷慨，父爱是棵树，比树更高大。”如约而至的父亲节，无数赞美歌颂父亲的溢美之词充斥着社交网络，微信朋友圈更

是无声地诠释着这个时代对点赞父爱新的承载。时代飞速变化，不变的是埋藏于人们心底对父亲那深深的爱。

新时代，对于父亲角色行为的价值应该有着怎样的理性思考？今年以来，相继出台的《家庭教育法》和《未成年人保护法》能否带来父亲角色的真正回归，所有这些无疑赋予了“父亲”这一亘

古绵延的名词更新的意蕴。

从《爸爸去哪儿》亲子类综艺节

目的热播到 《少年的你》 电影热映，

人们看到，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父”

角色的缺位，让处于当下的孩子安全

感丧失，缺乏真正父爱和归属感的孩

子在实现自我的成长路上面临着重重

障碍。

“养不教，父之过。”“家庭者，人生

最初之学校也。”无论是古代先贤，还是

现代名人以及科学研究表明，父亲教育

作为家庭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家庭

教育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在家庭教育中，父亲和母亲扮演着

不同的角色，承担着相应的责任，保障

孩子的健康成长。然而，随着时代的发

展，由于父亲承担着家庭主要经济支柱

的现实原因，导致父亲这一角色在家庭

教育中“淡出”，父亲成为了不可触摸的

影子。

“少年的你，爸爸在哪儿？”作为孩

子的父亲，近年来，每次参加学校举行

的各种活动，孩子们父亲的身影都很难

看到，目之所及都是一道美丽的“妈妈”

风景线，家长会俨然成了“妈妈会”，亲

子运动会成了“妇代会”。

父亲角色缺位导致父亲教育缺失

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2016 年，我国

发布的《中国家庭教育现状》白皮书显

示，有超过半数的家庭由母亲主导孩子

的教育，而由父亲主导孩子教育的不到

两成。另有网络调查显示，60.7%的人

认为孩子的父亲角色缺失，仅13%的人

认为父亲角色不缺失，另有40%的人则

表示父亲不知道如何教育孩子，在方法

上简单粗暴，不顾及孩子的情感体验，

常常使用一句“我都是为你好”无意伤

及孩子。

为什么导致当下父亲角色缺位？

从经济学的视角来看，随着我国城镇化

步伐的加快，很多农村男性青年外出务

工，造成农村留守儿童大量存在。根据

国家统计局数据估量，目前，我国 15岁

以下的留守儿童近 1000万人；如果

加上不含有母亲陪伴的孩子，没有

父亲陪伴的孩子数量还会更大。

即使在城市，由于每个家庭面临着

各种压力，大多数父亲整天工作

忙碌，早出晚归，即便是有心想多

花些时间陪伴孩子，也充满了太

多的无力感。

从社会学的视角看，家庭关

系的失和或破裂也影响父亲角

色的卷入度。近年来，我国离

婚率逐年攀升，数据显示，2020
年我国结婚人数 813 万对，离

婚人数 433万对，占结婚人数

的 52.3%。单亲家庭里，母亲

带孩子的现象越来越多，孩

子无法感受到来自父亲的关

怀，父亲教育更无从谈起。

从历史文化学的视角

看，我国传统的“男主外、女

主内”“牺牲小家、成就大

家”等传统文化观念根深

蒂固，很多家庭把教育孩

子、养育孩子的责任交给

母亲，甚至由爷爷奶奶辈

代管，形成母亲单一和隔

代教育现象，这也是形

成父亲角色缺失的另一

重要原因。

从教育学的视角

看，现阶段“独子”家庭

普遍存在，大多数父

亲在子女教育上的价

值整体观缺失，“望子

成龙”“望女成凤”演

绎成“唯分数至上”

的成才思维，父亲

对子女的教育角色

偏离，造成因孩子

分数而引发的“踢

猫效应”，家庭悲剧

事件时有上演。

父亲角色对孩子全

面发展的重要作用不言

而喻，特别是在促进孩

子 价 值 观 念 、综 合 能

力、童年生活快乐和健

康与否等方面的功能

更加突出。然而，随

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

进步，在处于信息化、

智能化、多元化的今

天，父亲角色又被赋

予了怎样的时代意

蕴？

当下，孩子一

出 生 就 开 始“ 触

网”，他们经历着

“两个世界”：一个

是真实的社会生

活世界，另一个

是虚拟的网络世

界。“两个世界”

各种信息相互交

织，真实与虚拟

互相激荡，每一

个父亲都在感

慨“现在孩子

不好管了”“他

们有时候知道

的 比 大 人 还

多 ”。 正 是

“两个世界”

浸染之下成

长的孩子，

其父亲角色

首 先 便 被

赋 予 了 更

为 典 型 的

时代意义，

承 担 着 在

“两个世界”

中教育和引导孩子辨别真与伪、是

与非、善与恶的重要职责。

一方面，父亲影响着孩子性别

角色的发展。柯尔伯格曾提出：“性

别角色并非天生的，而是后天形成

的。”社会学研究表明，在性别角色

和性别行为方面，虽然父母双方都

会起作用，但是父亲的作用比母亲

的作用要大很多。在成长过程中，

男孩有了对父亲性别角色的认同，

就会从父亲那里观察、模仿男性的

语言和行为，发展成更多男性行为，

不至于成为“伪娘”。而女孩通过父

亲这一性别角色，更能清晰地认识

到男性和女性的差异，强化自身的

性别意识。

另一方面，父亲对于孩子形成

良好个性品质有着重要作用。美国

心理学家格塞尔说：“失去父爱是人

类感情发展的一种缺陷和不平衡。”

作为“阳”性代表的父亲，更多的是

教会孩子责任、规则、合作、竞争、坚

强、勇敢、热情、乐观、力量……如果

孩子较少与父亲接触，或者缺少父

爱的孩子，不但在身高、体重和动作

等生理发育上稍显缓慢，而且在心

理上也普遍存在焦虑情绪、自尊心

不高、自制力较弱等问题。

此外，父亲还是孩子智力发展

的催化剂。有研究表明，经常跟父

亲在一起长大的孩子，智商会更高

一些，出身社会后也更容易取得成

功。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根

据多元智能理论，男性在空间智能、

身体运动智能和逻辑思维智能等方

面普遍强于女性。父亲在陪伴孩子

的过程中，更喜欢与他们玩具有挑

战性、技能性的游戏，这对于孩子思

维品质的形成和开拓精神的培养具

有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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