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家庭是人生第一所学校，帮孩子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

母爱如水，父爱如山。相对于母亲的

温柔，父亲的爱多了几分静默和深沉。随

着时代的进步，人们越来越重视父亲对孩

子成长的重要性。如何让父爱不缺位？在

父亲节即将到来之际，成都市第六幼儿园

百仁园区朱陈丹老师分享了她的观点。

父亲陪伴下成长的孩子更
具逻辑性和动手能力

父亲的陪伴对孩子成长的重要性不可

替代，但现实中，父亲的缺位却是一种普遍

现象。曾有一位妈妈跟朱陈丹吐槽，孩子

都是她一个人在带，爸爸几乎很少在家。

好不容易爸爸有时间陪孩子了，结果只是

在一旁玩手机，孩子还是自己玩自己的。

为此，她和孩子爸爸经常吵架。她认为，孩

子4岁多了，依然非常缺乏安全感都是爸爸

的原因。

其实，这个案例映射出了当下的一种

普遍现象——家庭教育中父亲的缺位。母

亲对父亲期望越高，失望越大。而父亲对

育儿有着自己的理解和主意，当妻子不停

地唠叨或指点时，他们可能会不耐烦，导致

夫妻间的争吵，而孩子在这种争吵的环境

下会不知所措，迷失方向。

哈佛大学的一项研究发现，家庭教育对

孩子最大的影响是社会关系的发展，主要体

验在亲密性和独立性上。在培养孩子亲密

性方面，母亲具有天然的优势，但在培养孩

子独立性方面，父亲更具有优势。朱陈丹

说，父亲能教会孩子自信、勇敢以及如何竞

争，父亲的陪伴更能强化孩子对性别的认

同。男孩如果缺乏父亲的陪伴，可能会影响

他们男性特质的形成，对母亲产生过度依

赖；而对女孩而言，父亲是她们接触到的第

一个异性，影响着她们的择偶观和婚恋观。

“在父亲陪伴下成长的孩子更具逻辑

性和动手能力。”朱陈丹说。比如，在一个

游戏中，母亲或许会因为孩子哭鼻子而故

意输掉比赛或者破坏游戏规则，但父亲却

常常是说一不二的，这样更能培养孩子的

规则意识和逻辑意识。相比于母亲的感

性，父亲更理性、更公正。同时，大多数父

亲的动手能力胜于母亲，这种能力会潜移

默化地影响孩子。

家庭教育的最佳状态是父
母协同育儿

一项对3万余个美国家庭的调查发现，

孩子在情绪、行为和学业方面的表现很大

程度上都与父母的幸福感和教养有关，因

此，父母关系以及父母创造融洽家庭氛围

的能力才是对孩子最大的影响力。

建立良好家庭氛围是做好家庭教育的

前提，而补充父亲缺位的短板是其中的关

键。朱陈丹介绍了三个小妙招。

母亲助力，让父亲角色缺位不缺失。父

母对待彼此的方式，会影响孩子今后的社交

以及家庭经营的方式。有一位妈妈在孩子

的生日会上播放了一段孩子成长的影片，整

个影片没有爸爸的身影，当大家都在感叹爸

爸的缺位时，这位妈妈的发言语惊四座，大

意是在孩子成长过程中，前台亮相最多的是

妈妈，爸爸永远是那个扛着镜头、准备道具

的人。她希望孩子记住这个为家庭默默付

出的爸爸。这位妈妈的发言在孩子心中树

立了好爸爸的形象，也通过赞美表达了自己

对爸爸的爱，教会了孩子爱的能力。家庭教

育中，父母要相互适应、相互支持，为对方提

供安全和依赖。父母关系亲密稳定，才能让

家庭和谐，孩子健康成长。

父亲高效陪伴，填补时间空白。现在

很多家庭出现这样的场景：爸爸陪孩子的

时候，妈妈担心爸爸不会带孩子，会在一旁

嘱咐再嘱咐。这样的情况只会让爸爸更不

愿意带孩子。有一个全职妈妈，将全部精

力放在孩子身上，因为不放心，所以从没让

爸爸单独带过孩子。一次因为有不得不亲

自去处理的事情，让爸爸单独带了孩子一

天，回家时却发现孩子和爸爸玩得很开

心。所以，妈妈也要相信爸爸带孩子的潜

能，及时退位，让爸爸的教育价值发挥作

用。爸爸在家时，可以多陪孩子玩一些球

类、跑步运动，或者智力游戏、竞赛等，把缺

失的时间从质量上补回来。

父母良好沟通，营造坚定而温和的家

庭氛围。生活中不可避免会有矛盾和分

歧，良好的合作不等于不能争吵，父母要学

会怎样使争吵更具有建设性。建设性的争

吵意味着就事论事，表达情感，说事实、讲

感受，尽量少挑剔、少指责，不要把问题留

到下次更大的爆发。父母必须学会友好沟

通，比如，通过家庭会议来表达观点，实施

民主管理；客观公正地抒发情感而不进行

人身攻击；不在孩子面前激烈争吵。父母

营造良好沟通的家庭氛围，孩子也能从中

学会乐观、互动和欣赏。

别让父爱缺位
■ 记者 周睿

爱与陪爱与陪伴伴
父亲给孩子最珍贵的财富父亲给孩子最珍贵的财富

■ 王莉

诗人北岛曾说过，父亲是一本书，没有华丽的词句，却有道不尽的真实。一个肩膀、一个背影，父亲带给我们的安全感，不

可替代。他总能在最需要的时候出现，为我们遮风挡雨。

又是一年父亲节。每到这个时候，我们总会思考，父亲到底应该给予孩子什么？父爱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是如何发生影

响、起到作用的？什么样的父教让孩子一生受用？

当下，父亲缺席，父爱缺位，父教

缺失的情况依然常见。不少父亲的

育儿观念似乎还十分陈旧，觉得自己

只要赚钱就好，养孩子，那是妈妈的

事。还有一些年轻的父亲，自己当爸

爸了却还很依赖父母，把孩子扔给老

人带。每年暑假，我会去乡村推广家

庭教育和亲子阅读，但是来听讲座的

人里90%都是女性，寥寥可数的男性

听众里，爸爸也并不多，有些是爷爷、

姥爷、叔叔甚至邻居。

一些父亲成了“影子父亲”，长年

不在孩子身边，或者在孩子身边也不

用心陪伴孩子。父亲教育孩子的重

要性被低估，父爱对孩子的深刻影响

也被忽略。

因此，我们需要唤醒父亲们对父

爱、父教的重视。父亲缺席，孩子可

能问题百出。我接触到的家庭教育

咨询案例中，很多亲子矛盾、青少年

问题就是源于父亲的缺席、父教的缺

失。初中生小勇（化名）的父亲在孩

子刚出生时就去了外地工作，和孩子

相处的时间少之又少，即使偶尔回

家，也极少拿出专门的时间陪伴孩

子。等到小勇进入青春期，出现各种

问题了，父亲每次回家又对小勇粗暴

打骂，导致孩子与自己的感情更加疏

远，甚至反目成仇。独自一人带孩子

的小勇母亲难以招架，和孩子的矛盾

也是与日俱增。在这样的家庭里最

容易发生孩子叛逆、辍学、离家出走

的情况。

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父亲与母

亲各担其责，父教有其独特作用，与

母教形成有益互补。父教是孩子的

力量源泉。男孩从父亲身上学习如

何成为一个男子汉，父亲给男孩自

信、力量和榜样；女孩从父亲身上学

习如何与异性相处，父亲给女孩自

尊、温暖和安全感。如果在儿童早

期，父亲长期缺席，将对孩子的成长

造成无可挽回的负面影响。缺少父

爱的男孩容易向两个极端发展，要么

缺少阳刚之气；要么攻击性强，不能

与人和谐相处，因为男孩没有从父亲

身上习得如何成为一个宽容、阳光、

有自制力的男人；缺少父爱的女孩也

容易向两个极端发展，要么极度自

卑，和异性有交往障碍；要么缺乏自

爱，容易早恋，因为女孩没有从父亲

身上习得如何与异性得体相处。

父亲积极参与育儿，对母亲的情

绪稳定也能起到重要作用。在孩子

长大成人的十多年里，父母要承担太

多的责任，付出太多的心血，每天要

面对各种各样的育儿事务。如果这

些事务长期由母亲一人承担，不仅对

孩子的成长不利，也容易让母亲身心

疲惫，导致家庭关系失去平衡，爆发

家庭矛盾。因此，父母双方一定要责

任共担，在合理分工的基

础上合作，才能让孩子健

康地成长。

当父亲意识到亲自参与育

儿的重要性并采取行动，接下来

就要面对第二个问题：面对孩子

的日新月异的成长，面对时不时

出现的成长的烦恼，父亲如何见

招拆招，及时为孩子排忧解难、

指点迷津？这就需要父亲与时

俱进，做学习型家长。这个与时

俱进的“时”，一方面指时代特

色，育儿要紧跟时代步伐；另一

方面又指孩子的成长阶段，孩子

在不同的年龄段会遇到学业、交

友等方面的不同问题，父母要有

学习的意识和习惯，用科学的方

法正确应对。

做家庭教育研究与咨询工

作多年，我发现很多家长来倾诉

孩子的问题时，恰恰是“孩子没

问题，家长有问题”。而家长有

问题的原因，又很大一部分来自

于家长的“无知”：不了解这个年

龄段的孩子的特点，不理解孩子

在这个时候为什么会有这样的

情绪和行为。儿童成长是分阶

段循序渐进的，每个阶段都有不

同的需求和特点，所以，我常给

家长们推荐《你的N岁孩子》系

列书籍。这套书的作者持续20

年对数以千计的男孩和女孩进

行了观察与研究，探讨不同时期

儿童行为（动作、语言、社会行为

和情绪发展等方面）的发展特点

及规律，详细解释了各年龄段孩

子的成长规律、行为特征和心理

需求，让家长有章可循。

当你了解了孩子的成长规

律，你就会知道，原来孩子在每

个年龄段都有自己的秘密，原来

今年的孩子和去年的孩子已经

有那么大的不同。

所以，请父亲们先了解你家

的 N 岁孩子，对照书本看看里

面的每一条是不是与自家孩子

出现惊人的吻合。我特别有体

会的是我家两个孩子虽然性格

迥异，但是在同样的年龄段时出

现了“惊人的巧合”。人类行为

的发展是有规律可循的，我们必

须尊重客观规律，在家庭教育中

顺势而为。

建议父亲们再好好读一读

蒙台梭利，读一读奥地利精神病

学家阿尔弗雷德·阿德勒的《儿

童教育心理学》，读一读由三位

科学家母亲结合亲身育儿经验

和科学研究成果写成的《孩子的

世界：从婴儿期到青春期》等

书。这些书都曾指导我对孩子

按年龄段做研究并及时提供适

当的陪伴和教育。常常捧起书

本学习，结合孩子的特点来分析

问题，能更好地陪孩子面对成长

的烦恼。

担起育儿责任、学习育儿方

法之后，父亲还要投入时间与

爱，做孩子成长路上的良师益

友。

父亲节到来之际，我又忆起

了我和父亲相处的点点滴滴。

今年已是父亲离开我的第22个

年头，但有些东西并不会因为年

深日久而斑驳、淡漠，反而历久

弥新、刻骨铭心，那就是父爱、父

教，它从未离开，从未淡薄。我

常常想，之所以在父亲去世后这

漫长的时间里，我对父亲的一切

还念念不忘，不仅仅因为他是我

的父亲，更因为他是一位深度陪

伴过我，给过我真挚深沉的爱，

对家庭、对孩子高度负责任的好

父亲。

儿时的一个个夜晚，母亲

忙家务，父亲在工作之余坚持

每天给我读书，读 《伊索寓

言》《山海经》等，我的文学启

蒙和对书籍的热爱就是在父亲

给我读书的一个个夜晚里开启

的；母亲出差的日子里，父亲

一下班就系上围裙给我和姐姐

们做饭；姐姐们去学校上晚自

习的一个个晚上，父亲在书桌

旁看书，陪我写作业；周末，

母亲在家搞卫生，父亲提着竹

篮子带我去买菜，买完菜必定

记得买五分钱一个的灯盏糕给

我吃，那是我一个星期里最开

心的时刻，牵着父亲的手，我

们俩一路有说有笑。儿时的我

是浸润在父母的爱里长大的，

父亲把工作之外的全部时间投

入到家庭里，投入到对我们的

爱与陪伴里，这一点让我无比

自豪：我的父亲很爱我，舍得

花时间陪伴我，陪我时他很开

心，他也很享受那属于我们两

人的快乐时光。

我的父亲并非完美，他也有

着这样那样的不足，但他热爱我

们的家，对家庭高度负责，对孩

子尽心尽力，他投入地享受着陪

伴孩子们长大的过程。仅此一

点，我可以自豪地说：“我的父亲

是个好父亲！”是的，孩子对父亲

的要求其实并不高，父亲也不必

想着非要家财万贯、声名显赫。

很多时候，一点点用心的陪伴，

一点一滴的父爱，足够了。父亲

给予我们的陪伴与爱是我们最

珍贵的财富，给了我们最牢靠的

安全感和温暖，这让我们一生受

用！

父亲们，请多和孩子一起做

他喜欢的事情吧。孩子喜欢玩

乐高，你就静下心来陪他搭乐

高，虽然周末一上午就搭了一个

消防车，但看到孩子眉开眼笑，

你会感觉很欣慰；孩子想读那本

以前你为他读过的书，你觉得重

复没意思，但当你陪孩子再读一

遍时，看到孩子眸子亮了，你会

感到很幸福；孩子喜欢打篮球，

好久不运动的你只好陪着打，在

陪伴孩子的过程中你也找回了

年轻时的自己……孩子的生命

就这样在与你的精神交流中，在

你无条件地接纳、宠爱中，被认

同、被珍视、被呵护了。父子、父

女之间的亲密关系就这样在点

点滴滴的陪伴中建立起来，渐入

佳境。

父亲的陪伴是有力量的，只

要你愿意放下手机，愿意蹲下身

子，愿意凝视孩子清澈的眸子，

愿意倾听孩子稚气的童言，愿意

给孩子多一点耐心与欣赏，愿意

为了孩子投入时间与爱，那么，

陪伴不仅滋养了孩子，也滋养了

你的生命。今天，我们如何做父

亲？不需要什么高深理念，也不

需要豪言壮语，只需要抛弃陈旧

观念，勇担父教责任，持续学习

知识，真诚陪伴孩子，你就是一

位有担当的好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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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让父爱缺位

家庭是人生第一所学校，帮孩子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