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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的健康快乐成长离不开父亲的支持陪伴， 父亲对育儿的重
要性其实不言而喻， 但在现实生活中， 很多父亲平常皆以沉默、 严
厉的形象出现在孩子面前， 有的父亲甚至处于缺席状态， 造成亲子
关系偏于紧张， 孩子的心目中需要什么样的父亲？ 怎样才是高质量
的陪伴？ 听听家长和专家的建议吧。

张先生 工程师 女儿11岁

我一直很欣赏心理学者李雪说的
一句话：“很多父母本来什么都不懂 ，
但一生了孩子， 就觉得自己什么都懂
了，不断去纠正孩子、限制孩子。 ”当我
第一次听到这句话的时候， 我就告诫
自己，自己并不完美，以前的经验也会
贬值， 一定要怀着空杯心态去面对我
的孩子， 带着孩子一起学习， 一起成
长。 所以，后来女儿出生了，我更是把

这句话贴在了我经常能看到的位置，时
刻提醒自己，不要带着有色眼镜去看待
“上帝给我的礼物”。

说实话，在女儿成长的路上，我经
常会有“越俎代庖”的举动，当好父亲的
角色，当好孩子人生的辅助人，真的挺
难的，但我一直在努力。

记得孩子小的时候很喜欢画画，有
时我也会跟她一起画。 有一些笔画什

么的，孩子还不是很熟练，孩子表达的
意义也不一样，但一边画画，我就会在
旁边指导她，怎么画会更好看，怎么画
才是对的……每每到最后，孩子就会很
生气地说：“我不喜欢爸爸了，爸爸的不
对。”或许我的原意是好的，觉得她应该
纠正一下，但孩子却不这么认为，她有
自己的讲故事的方式，事后我蹲下来耐
心听她讲的时候，忽然觉得，原来我才

是那个“不对”的人。
现在，孩子越来越大了，关于学习

上我帮上忙的越来越少了，但我要求自
己做一个能够陪伴她的父亲，在她重要
的时刻，或者需要爸爸的时候我都会出
现，有时我会觉得自己是局外人，但仔
细想想，从孩子的角度来说，父母都是
局外人， 自己的人生需要自己学会掌
控，父母要懂得适时放手。

当父亲的不必急于去纠正孩子

古女士 全职妈妈 女儿7岁 儿子3岁

我是一名全职妈妈， 家中有两个
孩子。 在照顾孩子方面， 我可以说是
事无巨细， 特别是在有了二宝以后 ，
我干脆辞职在家专心带娃， 把赚钱养
家的重任交给了娃爸。 随着孩子们的
成长， 家中用钱的地方也多了， 娃爸
经常要加班到很晚才回来， 到家就累
得瘫倒在沙发上， 若不是我催促， 他
很可能不洗澡就直接睡着了。

体谅爸爸赚钱辛苦， 我尽量不让

两个孩子影响爸爸休息， 久而久之，在
孩子们心目中就养成了 “不要和爸爸
玩”“不要吵爸爸”的思维定势。 今年我
的大女儿上小学二年级了。 一天放学，
她突然说：“能不能让爸爸接我放学一
次？ ”在我追问下，她才吞吞吐吐地讲
出，她的好朋友，每天放学都是奶奶、爸
爸、妈妈轮流来接，而她从来都只有我
一个人去接，好朋友就问她，是不是爸
爸妈妈离婚了？她听后一整天都觉得特

别委屈。 这一天，我才意识到，在孩子
成长的过程中， 不仅有温饱的需求，还
有父亲陪伴的需求。 七八岁的小孩，已
经“知耻”了，很容易因为别人无意的一
句话，而陷入不良的情绪之中。 我要承
认，在这件事情上，是我们大意了，忽略
了孩子与生俱来的、 对亲人的情感需
求。 第二天，我特意让爸爸请了一个小
时的假，从单位过来接女儿放学，现在
我都还记得，女儿看到爸爸出现在校门

口的那一刻，眼睛睁得大大的，高兴的
不得了。 爸爸也配合地挥着手，喊着女
儿的名字。

每个家庭的情况都不同， 在我们
家， 爸爸的陪伴起到的是 “画龙点睛”
的效果。 在那天以后， 爸爸会尽量抽
出时间和孩子们一起玩耍， 孩子们也
十分享受和爸爸在一起的亲子时光 ，
在我们这个小家庭中， 似乎有一个无
形的纽带把我们连接得更紧密了。

爸爸的“缺席” 让孩子在学校受了委屈

孩子的成长其时需要两种力量 ：
一种是连接， 就是妈妈无微不至地照
顾孩子 ， 给孩子提供安全的依恋关
系。 但长期这样妈妈可能会跟孩子产
生过度连接， 需要父亲发挥分离的力
量。 父亲会鼓励孩子不依赖妈妈独立
完成任务， 带着孩子做一些孩子喜欢
做的活动， 这种力量可以帮助孩子摆
脱对母亲的过度依赖。

很多爸爸不善于表达对孩子的
爱， 其实应该摆脱传统父亲形象的束
缚， 多抱抱、 多亲亲孩子， 常说 “宝
贝， 我喜欢你 ， 爸爸想你了 ”， 在家
里应多陪孩子。 工作、 出差时也可以
发微信、 短信或视频， 购买纪念封用
文字表达思念， 大大方方地把爱说出
来 ， 一点不影响你作为男子汉的尊
严。

鲁迅说过 “怜子如何不丈夫 ” ，
让孩子体会到父亲的爱， 这对孩子的
发展会更好。 孩子小时候你不抱、 不
夸 ， 孩子感受不到父亲藏在心里的

爱， 会不理解你。 当然， 表达爱的方
式有很多， 不同的人根据自己的实际
情况可以做不同的表达。

高质量的陪伴， 首推父亲专心陪
着孩子做孩子喜欢做的事情， 以孩子
的需要为中心， 如果参与孩子的活动
要以孩子为主导， 父亲只是帮手， 帮
助孩子完成任务， 这才让孩子有成就
感， 促进孩子的身心健康。

第二种陪伴是父亲和孩子找一个
共通的活动， 比如孩子玩的时候你在
旁边散步， 有问题及时出面， 这是物
理性的陪伴， 也让孩子有安全感。 第
三种陪伴是大人玩手机， 孩子做自己
的事。 这两种陪伴都不如第一种。

家长不要一上来就给自己提太高
要求， 没有理想的父母， 对自己的要
求可以稍微降一降。 可以利用周末做
一些高质量的陪伴， 比如一块去户外
爬山， 也算是父母自身的调整休息。

如果父亲工作繁忙甚至是 “996”，
真的没有时间和精力管孩子， 这就要

做一个价值比较。 是拼死拼活赚更多
钱 ， 让家人过上比较好的生活重要 ，
还是收入少一点， 把时间给家人更重
要， 需要做判断。 孩子的童年稍纵即
逝， 一旦过去就不会再来， 这时要平
衡一下工作和家庭的关系。

如果确实需要养家糊口， 就用其
他方式来表达对孩子的爱。 只要心里
有孩子， 可以有好多方式表达， 比如
每过几天写一封信， 交流自己的生活，
说出对孩子的期望和爱。 或是带着放
寒暑假的孩子去体验生活， 体验自己
的职业 ， 让孩子感受到父亲的辛苦 ，
父亲为家庭做的贡献， 产生感恩之情。
常驻外地的可以快递礼物给孩子， 或
者录段视频， 把浓浓的父爱表达出来，
方法永远比困难多。

爸爸对孩子可以发挥妈妈难以替
代的作用。 好多女性对婚恋选择往往
过度， 很大程度上是受到父亲的影响。
如果父亲角色不足甚至缺失， 到青春
期时女孩容易早恋， 甚至容易过早发

生亲密行为， 因为女孩很渴望来自父
亲的那种异性的温暖与关爱。

妈妈要大胆鼓励爸爸独自带孩子，
自己也解放一下， 让爸爸更多的感受
孩子的成长。 当然， 父亲带孩子的时
候要负责到底， 比如带孩子出去踩水
把衣服弄脏了 ， 要自己负责洗干净 ，
这样妈妈更容易放手。

本报记者 任洁 张晶 杨琳琳

爸爸要把对孩子的爱勇敢表达出来

版
式
设
计
王
巍

责
任
编
辑
杨
琳
琳

校

对
张
旭

邰邰怡怡明明 绘绘图图

白先生 自媒体博主 儿子8岁

我父亲一直推崇 “严父慈母” 的
观念， 对我很严厉。 如果我犯了错肯
定会挨骂， 甚至责打， 但我取得的成
绩他只是淡淡地点点头， 几乎没有夸
过我， 因为他担心经常肯定孩子容易
让孩子骄傲， “尾巴翘上天就不好管
了”。 虽然我知道他是爱我的 ， 但从
小就渴望更加明确、 温柔的父爱。

当了父亲后， 我决心不走我爸的

老路， 要给孩子看得见、 摸得到的父
爱。 我的工作比较自由， 也不受地点
的限制， 在家就能办公， 所以主动承
担了平时接送孩子上下学的任务， 作
业辅导我也可以上手， 好歹咱曾经是
语文课代表， 高考时分数也不低， 辅
导上小学的孩子功课是绰绰有余的。

我以大朋友的身份和孩子相处 ，
不板着脸对待他， 即使在非常生气的

时候也努力压着火 ， 不对孩子动手 。
上下学的路上， 我会和孩子聊天， 什
么话题都聊 ， 特别促进爷儿俩感情 。
到了周末， 我就带孩子出去撒欢， 爬
山下水， 带他见识社会。 孩子特别开
心， 不仅增长了见识， 学会待人接物，
还了解到社会民情， 说起话来像个小
大人一般， 而且学会心疼家长， 零用
钱也知道攒起来用在更有意义的地方。

我爸来家里看到我俩闹成一团 ，
开始看不惯， 训斥我没有当家长的样
子。 后来他逐渐发 现 我 们 的 感 情 很
深 ， 就 不 再 制 止 我 ， 再和我说话有
时会透露出对自己教育方式的反思 ，
我想老人能意识到自己的问题很不容
易， 也希望更多人认识到， 其实父子
俩完全可以像朋友一般， 让孩子清楚
地感受到父亲对他的爱。

不要做“严父”，可以做“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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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父亲亲如如何何高高质质量量
陪陪伴伴孩孩子子成成长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