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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父？暴君？奶爸？
中国爸爸角色作用发挥不足

中国有句古话 “养不教， 父之过。” 根据国家卫生计生委今年5月份发
布的2015年中国家庭发展报告结果显示， 目前， 父亲在照料和教育儿童过
程中， 角色作用有限， 陪伴和教育不够。 目前， 我国父母双方共同照料儿
童日常生活的只占7.5%， 而共同教育的只占11.7%。 国家卫生计生委家庭司
司长王海东表示， 0到5岁是儿童发展的关键时期， 目前调查发现， 父亲的
角色发挥不足。

亲子教育的话题， 我从一开
始工作， 就十分关注。 事实上，
现如今的中国家庭中 “男主外、
女主内” 的习惯性格局也在慢慢
打破 ， 传统意义上的 “严父慈
母” 被很多家庭所误解。

“严父” 不应该是说一不二
的 “暴君”， 也不应该是小事不
关心 ， 忙碌得不见身影的 “su鄄
perman”， 更不应该是事无巨细，
婆婆妈妈的 “保姆奶爸”。 很多
时候， 父亲的角色对于孩子的成
长来说， 尤为重要， 不管是男孩
还是女孩。

随着社会的变化， 孩子的认
知也在迅速变化， 家长不知道如
何当个好爸爸， 是很正常的。 这
就需要每一个爸爸都要不断学
习， 科学的育儿方法有很多， 我
们可以在市场上买到很多相关的
书籍， 但爸爸们要做的， 就是要
从中甄别出最适合自己家孩子特
点的方式方法。

每一个孩子都是个案， 家庭
环境不同， 生活习惯不同， 认知
的世界也就不同。 所以很多孩子

在面对相似的教育难题时， 解决
的方法却大不相同 ， 也是常有
的。

孩子对爸爸的敬畏是天性使
然， 有一种观点是， “父亲应该
把爱藏起一半来。” 我非常认同。
事实上， 不管到什么时候， 父亲
都像大树一样， 这是性别特点所
决定的。

我提倡的亲子关系， 特别是
父子或父女关系， 应该是亦师亦
友的 ， 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
师， 这句话绝对靠得住。 所以爸
爸们要做的， 是在孩子面前表现
出正确、 科学、 健康、 正能量的
一面。

另外， 值得关注的一点就是
尺度。 在亲子教育中最难把握的
就是尺度， 但最关键的问题也在
尺度， 说起来看似很难， 但学着
做个好爸爸的过程， 每个人都会
有更多的收获和体会。

在孩子教育问题上， 爸爸们
不能偷懒， 跟孩子一起学习和成
长， 才是最好的教育方式， 才能
促进更加和谐的亲子关系。

30岁的杨思宇有一个三岁的
儿子， 对于亲子教育的话题， 他
从爱人一怀孕， 就开始关注了。
为了当个好爸爸， 杨思宇看了很
多书 ， 咨询了很多亲子教育专
家， 但即便如此， 到现在， 面对
成长中的孩子， 他还是有些不知
所措。

“我生长在一个普通的传统
家庭 ， 爸爸主外 ， 妈妈主内 。”
杨思宇告诉记者， 从小到大， 他
的爸爸都一直非常忙碌， 即便是
现在退休了， 也总是闲不住。 在
杨思宇的童年印象里， 几乎没有
跟爸爸交流和互动的机会。 而现
在身为人父的杨思宇， 不想做这
样行色匆匆的爸爸。

都说家庭教育是孩子教育的
启蒙， 杨思宇坚信这一点， 所以
即便是工作很忙， 他也愿意花大
量的时间来陪孩子。 “我希望儿
子的童年是美好的， 有完整的家
庭概念 ， 有积极向上的生活态

度 ， 他可以像爸爸一样阳刚 。”
杨思宇为了这样一个相对理想的
状态， 每天陪孩子一起吃饭， 一
起睡觉。 从冲奶粉、 换尿布到睡
前讲故事 ， 杨思宇几乎无所不
能。

可时间长了， 杨思宇发现 ，
儿子并没有像他想象中像个小男
子汉一样， 反而事事都要爸爸帮
忙。 “有时候， 我会反思， 是不
是我所做的有点像 ‘妈妈’ 了。”
杨思宇苦笑着说， 最近， 就有一
件事让他非常苦恼。

杨思宇发现儿子总是乱丢玩
具， 有的玩具还被孩子摔坏了。
于是， 杨思宇想好好教育一下，
当孩子再乱丢玩具的时候， 杨思
宇严厉地禁止别人帮他， 一定让
孩子自己捡起来。 可习惯别人帮
助的孩子丝毫都不听爸爸的话，
坚持拉着奶奶帮忙 ， 并开始耍
赖。

“当时我也非常生气， 于是

让其他人都去别的房间， 只有自
己和孩子对峙。” 杨思宇说， 可
让他没想到的是， 其他人走后，
孩子居然哭闹得更厉害了， 对于
爸爸的严厉视而不见。 “最终僵
持了5分钟， 还是我这个当爸爸
的妥协了。” 杨思宇无奈地说。

“跟孩子太远了， 怕孩子跟
我不亲近， 跟孩子太近了， 又怕
自己的宠爱变成溺爱， 孩子反而
不怕我了， 更难教育。” 对于如
何把握与孩子的距离， 杨思宇不
知所措。 对于孩子的成长， 像杨
思宇这样的父亲也有很多， 他们
初为人父， 对于孩子的教育虽然
抱着极大的希望和憧憬， 但面对
具体问题时 ， 依然不知所措的
“新父母” 表现出更多的只有无
可奈何和不知所措。 “虽然我非
常希望自己能当个好爸爸， 但我
该如何当个好爸爸呢？ 没有人教
我。” 杨思宇笑着说， “摸着石
头过河吧。”

“懒爸爸” 让大三女生不敢谈恋爱
“管孩子， 那是当妈的事。”

采访中， 记者发现， 很多60后、
70后父亲， 都喜欢把这句话挂在
嘴边。 他们直言： 孩子的吃喝拉
撒从小都是妈妈管， 那些婆婆妈
妈的事情， 爸爸不适合， 更不应
该管。

“管孩子？ 男人就应该出去
挣钱。” 而这一观点也说出了很
多爸爸的 “心声”。

“我的妈妈很贤惠 ， 很能
干， 可是爸爸就比较严厉， 我不
太喜欢跟他说话， 更不敢跟他多
交流。” 萌萌在北京市海淀区某
高校读三年级， 今年21岁。

“我爸在政府机关工作， 平
时工作说不上特别忙， 反正就是
按时上下班。 我觉得他在单位跟
同事们态度都比较好， 可是他在
家就经常发脾气。 我觉得， 我爸
特别懒， 他不怎么管我， 家里的
事情也很少管。” 萌萌表示。

萌萌告诉记者， 上高中的时
候， 她的英语不太好， 妈妈托朋
友帮她找了一个辅导老师。 她每
周去老师家上两次课 ， 都是晚
上 。 老师家住的离家较远 ， 每
次， 妈妈都是急急忙忙从单位回

家做饭， 等她吃了饭， 马上坐公
交车陪她去老师家上课， 下课回
了家， 再刷碗、 收拾家务。 “而
爸爸， 每天下班回来， 就吃现成
的， 吃完饭就看电视。 家务从来
不干， 更没有陪我去上过课。”

“有一次， 妈妈因为一件事
跟爸爸吵架。 我看不过去， 就上
前帮助妈妈一起跟爸爸吵。 我爸
非常生气 ， 说他生了我 ， 养了
我， 竟然学会跟他对着干了， 然
后就给了我一个耳光。 当时， 我
的嘴唇破了， 还流了血。 我印象
特别深。” 萌萌说。

在很多同学的眼里， 萌萌是
一个性格活泼、 开朗的姑娘， 不
乏追求者， 可是萌萌的恋爱经验
却是零。

“我身边的同学们都在忙着
谈恋爱， 有的甚至已经换过几个
男朋友了。 可是我就是觉得男生
不太可靠。” 萌萌坦言， “我想
过， 我现在的这些想法有可能跟
爸爸小时候不太管我， 又很严厉
有关系。 我有一位朋友， 因为小
时候缺乏父爱， 现在就喜欢年龄
大她很多的男生， 不过， 我就有
点抗拒比较亲密的异性关系。”

“沉默爸爸” 错失孩子童年依赖
相对于萌萌的 “懒爸爸 ”，

记者也接触到了很多 “沉默爸
爸”， 他们其实对于孩子非常关
心和爱护 ， 只是因为不善于表
达， 而与孩子产生了很多隔阂和
误会， 错失了孩子的依赖。

“我爸就是性格太内向， 不
爱说话。 以前我总觉得他不喜欢
我 。 考上大学的那年 ， 我才发
现， 他其实很关心我。” 28岁的
四川小伙子马明边说边感叹。

马明告诉记者， 小时候， 他
的爸爸一直在外地打工， 而妈妈
每天也忙着到附近的工厂做工，
所以很多时候陪伴在他身边的都
是爷爷奶奶。 “他们虽然对我很
好， 可是岁数毕竟太大了， 耳朵
不好使， 很多时候我都是用喊的
跟他们说话， 可是他们还总是听
不清。 交流起来费劲。”

马明介绍说， 他的爸爸， 每
到过年才会回家， 而且到家就忙
着给长辈和亲戚拜年， 很少过问
他的事情。 “我记得， 有一年我
的作文在全县的比赛中获了奖。
那年过年， 爸爸回家， 我很兴奋
地把这个我认为是天大的好消
息， 告诉了爸爸。 结果， 他只是
点了点头 ， 嗯了一声 ， 就过去
了。” 马明说， 其实， 那天他很

伤心。 晚上睡觉， 还在被窝里偷
偷抹眼泪。

以前， 人们互相联络都靠打
固定电话 。 马明爸爸打工的地
方， 有一部插IC卡的公用电话。
他爸爸每个月会打两三次电话回
家， 一开始， 妈妈还会叫马明到
电话前， 叫声爸。 后来， 看他接
电话很不情愿的样子， 就很少让
他接了。 有时候， 他一听电话是
爸爸打来的， 也会故意躲出去。

“我其实， 就是很希望得到
爸爸的认可。 但是我觉得， 不管
我做了什么， 他都不在乎。 因为
他总是一副很平静的表情， 说话
也是三言两语 ， 不是嗯 ， 就是
哦， 最多就是知道了， 就把我搪
塞过去了。 慢慢地， 我就越来越
不愿意跟他说话了。” 马明说。

马明介绍说， 直到他考上大
学， 临去学校报到的前一天， 很
少在平时回家的父亲， 竟然回来
了 。 还问他 ， 要不要送他去学
校 ？ “这可能是我长这么大以
来， 我爸第一次主动说要为我做
一件事。 那个晚上， 我们说了很
多话， 我才知道， 原来， 我爸一
直很关心我 ， 他很期望我能成
才， 只是因为太不爱说话， 才给
我的童年留下了许多阴影。”

“新爸爸” 重视亲子关系不得法

【专家声音】

请爸爸跟孩子一起成长
王秋华 （退休教师 从事教育工作35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