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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张张江江艳艳

【探访】

“看着孩子在窗边遥
望的背影，我流泪了”

31岁的杨荣荣和老公都是北
漂， 他们有一个可爱的儿子， 今
年5岁了。 休完产假后， 杨荣荣
立马返回到了工作岗位， 由公婆
从河北老家过来带孩子。 孩子出
生后小两口各自的工作都到了上
升期， 杨荣荣6个多月就给儿子
断奶了。 在孩子一两岁时， 他们
俩加班都开始频繁起来， 因为租
金相对便宜， 他们一直租住在昌
平， 两个人都在市里上班， 每天
上下班都要花四个小时左右， 这
样一来， 工作日他们几乎都没法
陪孩子， 下班回来孩子睡了， 早
上上班前孩子还没醒。 只有到了
周末的时候， 他们才有时间带孩
子去公园遛遛， 去超市逛逛。 就
这样， 他们成了 “周末父母”。

“有一次， 我记得特别清楚，
那时候我儿子两岁多， 那天我提
前半小时下班了， 到家的时候我
轻轻地打开家门， 想给儿子一个
惊喜， 我想看看儿子和奶奶在玩
什么，可是我推开门，看到孩子让
奶奶抱着在窗前张望， 小小的背
影满是落寞， 我知道他是在等我
们下班。 那一刻，我鼻子酸了，眼
泪一下就出来了。 ”杨荣荣讲起几
年前的这一幕，眼角还泛着泪光。
因为公婆年纪大了， 怕出门看不
住孩子， 于是孩子从周一到周五
都宅在家里玩耍， 一个正是向往
户外的年纪， 却被关在了几十平
方米的小窝里， 尤其是窗户外的
栏杆，看起来更像是“监狱”。

也许是这个原因， 杨荣荣感
觉儿子性格有些内向， 缺乏安全
感， 想到这些， 杨荣荣做了一个
决定， 就是适当减轻工作量， 每

天都要抽出时间陪孩子， 周末尽
可能多带孩子出去玩。 虽然陪孩
子的时间有限， 但是杨荣荣已经
意识到了孩子的需求， 儿子在窗
边遥望的背影已经印到她的脑海
里， 一想到那一幕， 她就告诉自
己， 尽力不要做 “周末父母”。

“赚钱越来越多，女
儿脸上笑容越来越少”

闫强和爱人刘丽云同在北京
丰台区一个化工企业工作， 因为
工作调动， 从2015年年底开始 ，
他俩开始长期出差 ， 一个去定
州， 一个去邢台， 一般半个月才
能回家一次， 有几次， 因为研发
实验走不开， 闫强一个月才回家
一次。

“长期出差， 最对不起的就
是我6岁的女儿 ， 我们不在家 ，
女儿都是由她外婆带， 平时照顾
不到， 有一次孩子发高烧， 我们
俩连夜坐高铁赶回北京。” 说起
女儿， 闫强说他们夫妻俩现在连
“周末父母 ” 都不算 ， 应该算
“月末父母”。

当小技术员的时候， 闫强的
工作还不那么忙， 出差也不多，
陪孩子的时间很多， 孩子最快乐
的时光就是拉着爸爸妈妈的手去
家附近的商场玩。 随着职位的迁
升， 他和爱人都成了研发部门的
工程师， 工作任务也越来越重，
当然薪水也越来越高。 他们还在
北京买了房， 生活质量得到很大
改善。 “现在女儿有很多漂亮衣
服和优质的玩具， 很多物质需求
都能满足她， 但我发现女儿好像
没有原来那么快乐了， 脸上的笑
容越来越少……” 这让闫强倍感
自责。

“女儿现在上幼儿园了，她最
大的愿望就是像其他小朋友那样
让爸爸妈妈接送上下学， 回家后

陪她玩， 但是我们真的满足不了
她。在这方面，我的孩子幸福感就
会低很多。 ”闫强说，自己和爱人
在女儿身上因为陪伴的缺失有无
法弥补的遗憾。 为了陪伴和照顾
孩子， 爱人刘丽云已经向单位申
请了回京工作，相信不久后，他们
将不再会是“周末父母”。

“如果让我重新选择一次 ，
我愿意辞职回家全职带娃。”

陈玲和老公是一对高知夫
妻， 虽然学识广、 见识多， 但对
于带孩子这件事， 他们自认为不
合格。 两人结婚后就住在独立的
婚房， 没有跟公婆住一起。 女儿
出生后， 陈玲的婆婆来家里帮着
看孩子， 等孩子快一岁断奶后，
婆婆就以家里房子大方便照顾为
由提出带孩子回自己家住， 他们
想孩子了就回家看， 小两口对带
孩子没有经验， 就同意了。 尽管
在一个城市， 但因为工作忙， 陈
玲和老公一般周末才回公婆家看
孩子， 就这样一直到孩子5岁多，

等孩子要回来上幼儿园了， 才回
到父母的 “小家”。

没有跟父母长期生活过， 女
儿回到家就爆发了各种矛盾。 吃
饭挑食， 衣服不喜欢的不穿， 动
不动就发脾气， 陈玲发现女儿被
奶奶爷爷惯出了公主病， 这让他
们夫妻俩感到很苦恼。

“那几年我们这周末父母当
的挺省心的， 现在可麻烦了， 孩
子脾气性格太娇气， 这主要是跟
老人带孩子方式有关， 现在后悔
也来不及了。” 陈玲说， 如果重
新选择一次， 她会选择放弃工作
当全职妈妈自己带孩子， 这样孩
子的成长中才能享受完整的爱，
性格才会更完善。

【观点】
为了给孩子更好的生活， 职

场父母在外打拼， 往往忽略了在
家等待父母陪伴的孩子。 陪伴孩
子的时间越来越少， 面对 “周末

父母” 这个新的群体称号， 很多
职场父母都被戳中痛点， 无奈的
对号入座。 那么， “周末父母 ”
对孩子成长有什么影响， 孩子最
需要父母什么样的爱， 这个问题
值得深思。

对此， 记者采访了石景山区
清源社会工作事务所心理咨询师
薛蕾。 对于引发公众热议的 “周
末父母” 话题， 薛蕾表示， 在如
今社会快速发展的环境下， 很多
年轻的父母面临一个共同的难
题， 那就是工作和家庭该如何平
衡。 其实， 工作和家庭并不是一
个选择题。

时间规划
陪伴不是24小时守着

薛蕾认为， 从心理学角度来
说， 父母的陪伴对孩子成长至关
重要。 从胎儿开始， 孩子就跟父
母尤其是母亲有了联结。 由婴儿
与母亲的相互交往过程中逐渐建
立起来的母婴互动关系， 就是孩
子的早期社会性依恋关系。 3岁
前， 这种关系的稳定会影响孩子
的一生， 亲密的陪伴会让孩子在
未来充满爱的能力 ， 具有高自
尊， 从而在交际方面更加顺畅，
而陪伴的缺失则会让孩子缺乏安
全感， 对性格造成不良影响。

很多职场父母在工作和孩子
之间找不到好的平衡点。 薛蕾认
为 ， 陪伴不一定24小时守着孩
子， 也不是让职场父母都辞职回
家带孩子。 “与其在家守着却自
己玩手机看电脑不如下班回家抽
出一定时间高效率陪孩子。” 薛
蕾认为， 对于职场父母来说， 不
是没有时间陪伴孩子， 大多数情
况是没有很好的时间规划。 “上
班时间尽量把手头工作完成， 确
实完不成带回家时就需要把时间
利用好， 抽出一定时间跟孩子互
动， 小孩子可以进行亲子阅读、
游戏， 大孩子可以交流下学校的
事 。 这个互动时间半小时就够
了， 年轻父母还是有时间做自己
的事。”

爱的给予
孩子需要你的拥抱

越来越多的 “周末父母” 面
对缺乏陪伴的孩子， 如何进行爱
的给予 ？ 薛蕾建议 ， “周末父
母” 要高效陪伴孩子， 应该做到
五个关键词 。 热情 、 尊重 、 共
情、 真诚、 积极关注。

她举了一个例子来解释这五
个词。

“当你忙了一天回家， 孩子
粘着让你陪他玩。 这个时候你该
怎么办？ 你虽然很累， 但是如果
你能从孩子角度考虑， 他一天没
有见到你了， 特别期盼你的亲密
陪伴， 你能理解他行为背后的需
求， 这就是共情。 这时你应该给
他一个拥抱， 好好陪陪他， 拿出
你的热情 ， 而不是表现出不耐
烦。 同时要尊重孩子， 把他当成
一个和你平等的人， 不要言语攻
击 ， 不要随意地给孩子 ‘贴标
签’， 说他不懂事不听话。 当孩
子拿出他在幼儿园画的一幅画，
让你评价时 ， 你要给予积极关
注， 也就是多发现正面、 阳光、
好的一方面， 多鼓励他。 所谓真
诚， 就是在鼓励的基础上也要提
出画的改善空间， 让孩子能够有
好的自我和审美认知。”

薛蕾相信， 年轻的职场父母
们在与孩子相处中做到这五点，
就能够很好地实现 “爱的给予”，
也就做到了高效率地陪伴孩子。

随着电视剧 《周末父母》 的热播， “周末父母”
这个在城市中司空见惯的亲子话题再度引发公众热议。
像电视剧中的年轻父母一样， 城市中越来越多的父母
事业发展的越来越好， 陪伴孩子的时间却越来越少，
很多职工都逐渐成为只有周末才有时间陪伴孩子的
“周末父母”。 是顾孩子还是要工作， 年轻的父母面临
两难选择。

一一边边是是工工作作
一一边边是是孩孩子子�

““周周末末父父母母””
该该何何去去何何从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