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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的冰车，载着女
儿驶向父爱的彼岸

爸 爸 自 评 85分
女 儿 评 分 90分

“老爸，你今天竟然穿了这身衣

服！”6 月 9 日，李好走出高考考场，

很快找到了一直等候着的父母。尽

管天气十分炎热，但李艾明执意穿

着长衫长裤：“衣服是最显眼的符

号，身上这件是女儿旅游时带给我

的。在她完成‘关键之战’后，第一

眼看到这样的我，一定能感觉到我

的大力支持。”

李艾明曾因工作长期派驻外

地，只有周中才能调休回家。“工作

虽然繁重，但女儿的成长过程只有

一次，无论怎么舟车劳顿我也要亲

力亲为。”李艾明回忆，在2013年之

前，妻子每个周末都会带着女儿去

派驻点看望他。“那时候我还小，但

我知道，爸爸总是早早站在那里迎

接我和妈妈。他陪着我一起莳花弄

草、教会了我骑自行车。”李好回忆

道，那些美好的画面历历在目。

李艾明还记得有一年冬天，“公
园封冻的湖面可以驾驶冰车玩了，
可女儿还小，租赁的冰车并不适合

她，我就想自己给她做一辆专属冰

车。”李艾明随即选购了钢筋、木条

等材料，连续一周用下班后的时间

为女儿焊接冰车。

“爸爸在为我‘私人定制’的冰

车上悬挂了一个碎花丝带，它随风

飘舞，惹得周围的孩子羡慕极了！

那是我第一次直观地感受到：父爱，

给了我自信的力量。”李好说。

再出色的父亲也有不那么完美

的一面，在自评环节，李艾明给自己

打了85分。“差的那15分，是我觉得

自己对女儿的教育还存在‘大包大

揽’的问题，总是想着事事要保护

她，对她也严厉了一些，有时候忽略

了她的想法和意见。”回顾自己照顾

女儿的经历，李艾明觉得，他为女儿

顾虑太多，也在一定程度上让女儿

感到做起事来缩手缩脚。

“爸爸总是把我当小孩子，对我

过问太多、保护太多，有时候我会觉

得他不够信任我，这是我扣10分的

原因所在。”李好希望爸爸让自己勇

敢去“飞”，“但是，我知道爸爸担心

是有原因的。看到他越来越多的白

发，我会很心疼。”李好觉得，自己必

须要再成熟一点，打消爸爸的顾虑，

让他们彼此足够“放心”。

“如果再给我一次重来的机会，

我仍然想尽可能多地保护女儿，只

是会选择更信任她的方式，弥补她

的失落。”李艾明反思起自己的教育

方式。

或许，爱是常觉亏欠，父亲总觉

得自己做得还不够好，女儿也觉得

自己因顽皮让父亲操劳太多，但在

这对父女的故事里，他们都在用自

己的方式诠释对彼此的爱意。

和儿子一起长大，从
他的视角看世界

爸 爸 自 评 80分
儿 子 评 分 90分

“记录两父子的长大生活，我们

闲庭信步，翻山越岭。”打开唐先生

的社交媒体账号，50余篇记录其和

儿子共同成长的推文映入眼帘。唐

先生和儿子小麦在别人眼中是一对

“模范父子”，总是形影不离、无话不

谈。

“我给我爸打 90 分，扣 10 分是

因为他常熬夜工作，我觉得他不够

爱惜自己的身体。”在儿子小麦眼

中，唐先生作为父亲的各项表现近

乎完美。

唐先生觉得，能够成为别人和

儿子眼中的模范父亲，一是因为自

己天生喜欢孩子，二是源于对自己

童年的“弥补”。“小时候，父亲工作

忙，我和他一年都见不了几次面，长

大后接触就更少了，我很清楚缺失

父爱的感觉。”因此，唐先生给自己

立下规矩，要尽可能多地参与到孩

子的成长过程中。

唐先生从小麦上小学时就加入

了班级家委会，一直做到中学阶段，

从而有机会不断深化对“做称职父

亲”重要意义的认识。他说：“家委

会的工作经历让我明白，对孩子的

教育是父母双方共同的责任，绝不

是一方的全责。”

在小麦成长过程中，唐先生选

择“在陪伴中体验，在体验中交流”的

教育方式。在校内，小麦的各类家校

合作活动，唐先生只要有时间都会主

动参与，并热情地为儿子和其同学拍

照记录；在校外，只要是小麦感兴趣，

且希望父母陪伴参与的活动，唐先生

都会陪着小麦一起去完成。

“我们互相学习，一起打羽毛

球、一起爬山、一起徒步、一起探讨

社会热点，这些参与过程满足了我

俩的求知欲，也激发了彼此的思

考。”唐先生觉得，“在和儿子互动的

过程里，我学会了从未成年人的视

角去看世界，这是我永葆好奇心的

关键所在。”

唐先生审视自己，自评得分80

分，缺失的20分在哪儿？“孩子现在

高中了，而我或许‘陪伴’太多，应给

足他自己处理问题的空间和机会。”

在唐先生看来，是时候放手让儿子

自己去面对生活中的挑战了，从“搭

把手”到“放手”，是唐先生“为人父”

的又一次成长。

当下，有一个问题十分困扰小

麦，但他清醒地认识到：“我不能老

是依赖老爸来帮我解决，尽管他很

擅长宽慰我、劝导我，但这一次，他

让我自己去克服。”

小麦和他的爸爸，不仅有充足

的互相陪伴的时光，还有丰富的共

渡难关的经验，凭着彼此体谅、相互

学习，他们建立起了亦师亦友的父

子关系，为共同成长和进步打下了

坚实的基础。

用好运动这把“钥匙”，
做孩子的“教练”和“伙伴”

爸 爸 自 评 80分
儿 子 评 分 80分

“跳跳，把球传给我！”绿茵场

上，跳跳和爸爸窦爽面对面传递着

足球，他们是一对父子，也是球场上

的“最佳搭档”、泳池里的“最佳组

合”。

窦爽从事运动康复工作，是一

名体育“发烧友”，足球、游泳、骑行

都是他热爱且擅长的项目。也正是

因为这一背景，让窦爽选择以运动

为载体陪伴孩子成长。

“让孩子从小养成运动的爱

好，并非想培养他成为专业的运动

员，而是希望他能在运动中强健体

魄、磨炼心志。”在窦爽看来，运动

有配合、有输赢、有对抗、有挑战，

这些也都是人生的缩影，从小让孩

子在运动中接受这些历练，有助于

帮助孩子更好地面对生活。

同时，亲子运动也是让父子彼

此更好地认识对方的方式。有一

次，跳跳和妈妈因做作业的问题起

了冲突，窦爽看出了儿子的郁闷，

当即决定带他去骑车兜风。“刚出

门时，跳跳满脸写着不高兴，也不

愿意和我多说话。但骑了几圈下

来，他的神态从失落变得平和，渐

渐地露出了喜悦，我便尝试和他聊

天。”窦爽记得，那一天儿子和他

说了很多话，表达自己不是对妈妈

不满，而是连续学习的时间太长

了，想要放松一下。“总要和孩子

有个共同的爱好，才能打开他的心

扉，运动就是这把‘钥匙’。”窦爽

说。

不过，窦爽觉得自己离满分

父亲还差 20 分，扣分项是对跳跳

学习辅导还不够。“我觉得自己有

时候也是在偷懒，想回避学习这

块‘硬骨头’，让她妈妈全权负责，

而我负责更让他开心的运动。以

后我也要和妻子一起，参与到他

综合学习的过程中。”窦爽反思

道。

“我给爸爸打 80 分，也是因为

他在学习辅导上方法不够合理，他

总是口头上让我多学习，而忘记了

问问我的意见。我觉得他是个好

‘教练’，但不是一个特别好的‘老

师’。”跳跳用稚嫩的表述，给爸爸提

了意见。

窦爽明白，满分父亲对儿子不

仅要“强健其体魄，野蛮其精神”，

也要在儿子的文化课学习上多下

些功夫。他决心在陪伴中成长，既

做孩子人生的教练，也做他学习路

上的伙伴。

朱自清笔下那个蹒跚地

越过月台买橘子的父亲形象，

曾是几代人心中父爱的经典

诠释。过去，父爱常常以“背

影”示人，沉默、疏离而厚重；

如今，新一代父亲正在打破刻

板印象，在育儿生活中留下清

晰而温暖的身影。

当下，越来越多的年轻父

亲正在从育儿“缺席者”成为

“主力军”。在传统家庭叙事

里，父亲多被视作“沉默的支

柱”，育儿往往被默认为是母

亲的“分内之事”，即便父亲有

所参与，也常常带着“帮忙”

“搭把手”“临时救场”的心

态。但时代的发展对父职提

出了新要求，它呼唤爸爸们以

与母亲平等的责任意识，主动

分担育儿压力、深度参与育儿

生活。同时，随着社会观念的

进步，一些年轻父亲也不满足

于做孩子成长的“旁观者”，他

们更加珍视家庭生活和个人

情感体验，渴望与孩子建立更

亲密的连接，在育儿中实现自

我价值。

于是，打开朋友圈，时常

能看到父亲陪孩子搭积木、

在户外玩耍的温馨画面；短

视频平台上，“超级奶爸”标签

下的亲子生活记录也层出不

穷……从清晨为孩子准备精

致的早餐，到耐心陪伴孩子完

成作业；从积极参与学校亲子

活动，到悉心规划孩子的兴趣

培养，那些已经行动起来的爸

爸们，正在用实践证明：父爱不

只是宣言，更是具象的行动。

父亲的“在场”，是给孩子

最好的成长礼物。在这场漫

长的亲子旅程中，父亲不再是

“背影”，也不只是“目送者”，

而是孩子的“同路人”。孩子

在父爱中学会勇敢与担当，父

亲也在陪伴中丰富自己的生

命体验——在给孩子讲睡前

故事时，重新理解童话的温

柔；在陪孩子学骑自行车时，

重温跌倒再爬起的勇气；在倾听孩子的

小秘密时，守护一份珍贵的信任。这种

双向的成长，正是父爱最动人的模样。

值得注意的是，打破传统父爱的刻

板印象，并不意味着否定内敛父爱的价

值。每个人都有独特的性格与表达方

式，无论父爱还是母爱，都不应被框定

在单一模式之中。我们倡导父亲主动

参与育儿，更允许所有父亲找到属于自

己的“表达频道”。父爱可以是热烈的

对话、亲密的拥抱，也可以是静默的守

护，关键在于那份“在场”与“用心”。

爱的表达本就不该只有一种声

调。当社会大众不再只歌颂“父爱如

山”，也赞赏那些陪孩子看蚂蚁搬家、为

青春期孩子的烦恼支招的父亲，我们才

真正拥有了丰富而立体的父亲图鉴。

社会应看见和赞美每一种真诚付出的

父爱形态，给予父亲们自由表达的空

间，既能调动父亲们“想参与”的热情，

又给予父亲们“能参与”的信心，让每个

父亲都能毫无负担地站到孩子面前，说

一声：“爸爸在，我们一起慢慢来。”

父亲节的意义，正在于重新发现与

确认父亲的价值。我们期待更多父亲

从朦胧的“背影”走向真实可感、立体鲜

活的“同行者”，希望每一位父亲都能在

育儿的舞台上，找到属于自己的精彩表

达，让父爱以更多元、更温暖的形态，陪

伴孩子成长。

期待“好爸爸”不再是稀缺标签，而

是成为社会常态。这不仅是个体家庭

的幸福密码，更是构建更平等、健康、有

韧性社会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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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中的理想中的““好爸爸好爸爸””

不完美不完美不完美，，，却愿为你冲刺却愿为你冲刺却愿为你冲刺“““满分满分满分”””
■ 本报记者 张玥 马晓冰

爸爸的爱是什么样子的？对于这

个问题，很多孩子可能一时都想不出

准确的表述。

在父亲节到来之际，我们采访了

3组家庭父子、父女之间的互动故事，

还邀请孩子为爸爸、爸爸为自己的表

现“打分”，透过他们的心声，得到“满

分爸爸要怎样炼成”的答案。

同时，我们还邀请到了中国关工

委儿童发展研究中心四川负责人、四

川省总工会特聘心理专家胡东海，站

在“父亲”与“教育从业者”的双重身

份上，给更多家庭、更多爸爸提供亲

子养育的建议。

“当亲子间的‘互评’以真实、

坦诚为基础，并在民主、开明的家

庭氛围中进行时，一定能帮助家

长和孩子更好地看见对方，读懂

彼此的心声，增进亲子关系。”中

国关工委儿童发展研究中心四川

负责人、四川省总工会特聘心理

专家胡东海谈道，父子、父女间

“打分”的背后，隐藏着父亲

愿意接纳来自孩子的评价、

并为之做出改变的意愿。

胡 东 海 也 指

出，如果家长不能

做到心胸开阔、开诚布公，孩子

打出的分数可能会显得刺眼，

成 为 亲 子 间 相 互 挑 剔 的 导 火

索；而如果孩子为了避免矛盾

而刻意讨好，使表达并不真实，

“互评”的仪式也将失去它真正

的意义。

如何更好地理解爸爸的角

色，为孩子的成长带来更温暖的

陪伴？胡东海指出，一个合格的

爸爸首先需要“在位”，认识到自

己在家庭中的教育职责，不能全

权交给“妈妈”负责，而自己不问

过程，只求结果，从而将孩子成长

中出现的偏差归咎于伴

侣的失责。“爸爸是孩子

社会化的引路人，爸爸带

来的关注、规则与力量有助于孩

子养成良好的习惯、找到学习的

动力。”胡东海特别补充，“爸爸的

‘底线教育’对孩子的人生意义重

大，关乎他们的身心健康、人格成

熟与道德品质，这些培养比孩子

的学习表现更加重要。”

而“陪伴”也有“技巧”。以青

春期的陪伴为例，胡东海明确表

示，不论爸爸还是妈妈，以朋友、

榜样的方式引领孩子会比唠叨、

管教更奏效。尊重孩子的自我意

识，相信他们的独立能力，放手让

孩子在“碰撞”中感受世界，他们

才能真正获得成长。

其实，不止是在青春期，胡

东海认为，从孩子呱呱坠地，家

长就应将他们作为独立的生命

个体看待，给予他们开放性与

自由度。“我们需要放下权威家

长的‘架子’，向孩子学习，学会

理解代际差异，勇于接纳新事

物、新观点。”胡东海表示，爸爸

们要学习给予孩子更多“表达自

我观点”的空间，用开放性的选

择代替专权独断；在心中不预设

完美答案，允许孩子表达与自己

不同的想法。

不可否认的是，在“读懂”孩

子的过程中，爸爸很难做到像妈

妈一样事无巨细地观察、感受孩

子，但爸爸也可以以自己的方式，

更好地回应孩子的成长需求。胡

东海指出，爸爸需要有“发现孩子

情绪异常”的能力，及时地为孩子

提供疏解与帮助；还需要建立与

孩子“无话不谈”的习惯，提供具

有安全感、包容性的氛围，让孩子

乐于主动开口。在交流过程中，

避免经常打断孩子、习惯性否定

和批评孩子，也不要强加自己的

想法、冷漠处理孩子的请求。

“好的陪伴是专注当下地享

受一段亲子时光。”胡东海深知父

亲普遍面对的社会责任压力，他

希望亲子相处不要成为压在父亲

肩上的一种负担，“一起做游戏，

一起聊天打趣，把每周抽出的这

一两个小时，变成彼此最珍贵的

‘充电’时光，才是高质量陪伴的

应有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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