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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庭中， 父母的育儿理念和方式不仅影响孩子的成长和发展，
也对家庭的和谐起着重要作用。 父母教育孩子时应该怎样合理分工？
是否仍要遵循 “严父慈母” 的老理？ 听听家长和专家的建议吧。

黄女士 普通职工 儿子5岁

早就对 “丧偶式育儿 ” 有所耳
闻， 觉得特别不合理， 所以从怀孕开
始， 我就让老公全程参与， 早教， 孕
检一个不落， 就连孕妇课堂也带着爸
爸一起上。 孩子出生后， 刚刚晋升奶
爸的老公很亢奋， 换尿布， 洗澡， 抚
触……各项业务轻车熟路， 老公干起
来很积极。

此外 ， 我还买了很多育儿的书 ，
我看完了， 就让老公也看一遍， 老公
犯懒的时候 ， 我就借跟他交流的时
候， 给他灌输父亲的重要性以及育儿
经验， 总之是思想先行。

尽管这样， 现实生活中也总免不
了有很多分歧。 一次我们一家人去逛
超市， 孩子看到一款飞机模型， 吵着

要买 ， 我就说 ： “好好 ， 宝贝不哭 ，
妈妈买给你。” 爸爸很生气， 说： “每
次逛超市都要买这些东西， 回到家没
几天就扔到一边去了！ 不准买！” 孩子
听了， 哭得更凶了。 我就说： “不就
买个小玩具吗？ 不要这么小气！” ……
后来想想我这样说也不对， 而且孩子
总是吵着买东西这件事应该纠正一下，

后来我就跟爸爸商量了一下， 每次逛
超市的时候提前跟孩子约法三章。 此
外， 对于男孩子， 力量性的锻炼我们
也很注重， 日常生活中， 爸爸主动带
着孩子树立 “男子汉” 的观念， 要照
顾妈妈， 妈妈是女生。 所以孩子上幼
儿园后， 老师也反映说孩子特别会照
顾人， 我还挺欣慰的。

参与孩子成长 爸爸妈妈要统一思想

刘女士 私企员工 女儿9岁

对于父母在家庭教育中的分工问
题 ， 我的感触颇多 。 古有 “严父慈
母”， 今有 “虎妈猫爸”， 这都充分说
明， 在教育孩子方面， 一个唱红脸一
个唱白脸还是有用的。 特别在孩子上
学后， 辅导孩子功课、 帮助孩子树立
良好习惯等， 都需要父母严慈相济。

在我女儿小的时候， 我们家一直

实行说服教育， 我们会耐心地给她讲
道理， 起初是有效果的， 可随着孩子
的不断成长， 她的自我意识越来越强，
讲道理已经不能完全达到效果了 ：
“妈妈， 为什么我要把自己的玩具和别
人分享？” “爸爸， 这道题老师不是这
么教的。” 我和孩子爸爸白天要上班，
晚上回到家已是身心俱疲， 我们强打

精神陪伴孩子， 却屡屡遭 “怼”， 可想
而知， 家庭中总是会充满火药味。 为
了 “拯救” 亲子关系， 我和孩子爸爸
认真进行了商讨， 爸爸脾气温和， 由
他来负责讲道理， 我性格急躁， 就充
当那个 “恶人”， 在说服教育不行时，
适当给与一定的 “惩罚”。 恩威并施的
教育方式在我家很快便见效了， 孩子

开始心平气地和我们谈论事情， 而不
是急着去反驳， 家庭氛围也逐渐变得
轻松愉快了许多。

在工作中， 我们都懂得事半功倍，
其实在家庭中， 这个道理也同样适用。
父母相互配合， 采取合适的教育方法，
不需要费很大劲儿， 也能达到很好的
效果。

家庭教育中父母严慈相济很有必要

在家庭教育中， 父母进行协调和
沟通时， 一般根据家庭情况有一个自
然分工， 一个主外一个主内。 妈妈一
般管的特别细， 爸爸管的粗一点， 让
孩子知道在细节方面应该怎么处理 ，
大事上怎么抓方向。 如果没有明确的
话 ， 父母可以协商 ， 发挥各自的优
点， 让孩子既获得安全的依恋关系 ，
又锻炼独立性和责任感。 夫妻应该建
立统一战线， 共同合作来教育孩子。

孩子似乎天生对爸爸有一种距离
感， 这是因为传统的父亲比较严厉 。
父亲严一点没关系 ， 孩子需要管教 ，
一味的纵容对孩子的规则意识树立非
常不利， 但父亲应该温和而坚定， 对
孩子既有慈爱的一面， 让孩子感受到
关爱， 又让孩子感觉到父亲的严格。

因为孩子从一个生物人逐渐过渡
为一个社会人， 要通过父母的约束和
限制逐渐培养起自我约束和限制力 。

父母的管教让孩子知道是非 、 善恶 、
美丑， 什么事情能做， 什么事情不能
做， 逐渐在内心有了边界感和规则。

严慈相济是父母都要做到的两个
方面， 而不是单纯说一方严格一方慈
爱， 这两点不能割裂开。

分年龄阶段看。 幼儿的判断能力
比较差一点， 所以要处于受控、 安全
的环境中， 去一些专门的户外场地活
动。 还有社交性的活动， 可以几个孩
子一起玩， 旁边有父母看着， 这样能
让孩子结交新朋友， 也达到活动身体
的目的。 如果孩子们在玩耍中出现争
执， 或是有同伴冒犯了自家孩子的正
当权益， 家长要鼓励他正面表达自己
的主张和需求， 既不委屈自己， 也不
委屈别人， 最好达到双赢的结果， 有
时也需要学会一些妥协。

孩子上五六年级以后， 需要一些
新的刺激和体验， 家长可以带着去郊

外、 野外， 保证安全是前提， 最好是
几个家庭共同行动。 这样的探索要结
合孩子的年龄和身体特点， 考虑到孩
子的认识能力 、 运动能力 、 耐受力 ，
做好风险把控， 孩子经历的多了， 就
不会害怕这些事情。 而且父母共同参
与， 孩子既学会小心谨慎， 又形成冒
险气质， 这是一个最佳组合。

进入青春期， 孩子心里觉得自己
是成人了， 希望得到自由， 摆脱父母
的过度束缚。 如果家长对孩子的消极
情感不接纳、 接受， 而是排斥和拒绝，
孩子无法从父母那边得到正向支持和
帮助， 反而受到二次伤害。 这样孩子
会压抑， 日积月累就容易出现心理问
题， 严重的时候出现一些意外。

所以父母应该学会共情式倾听，
不要一味给孩子讲道理， 要多关注孩
子的情绪和感受， 让孩子表达的欲望
得到满足。 倾听时要把手头的事都放

下， 把手机放在一边， 与孩子认真沟
通。 孩子才会觉得 “你很重视我”， 得
到积极反馈， 就愿意表达出来。

孩子上大学后， 喜欢跟同学一起
去运动、 旅游， 借助同伴摆脱对原生
家庭的过度依恋， 通过同伴帮助真正
独立地走向社会， 这种情形父母要学
会适度放手。

本报记者 任洁 张晶 杨琳琳

父母应发挥各自优势合作教育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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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女士 公司会计 女儿8岁

我家过去说是有分工， 老公抓大
事， 我抓小事， 其实过日子哪有那么
多大事， 照顾孩子的事基本都是我 ，
累得够呛 ， 有时候忍不住发火 、 唠
叨， 惹得女儿不高兴。 老公只会和女
儿玩， 把孩子逗得开开心心的， 总说
她爸爸好， 受累还挨埋怨的只有我。

转折点来自于去年底。 那会儿全
家人相继阳了， 老公好得最快， 女儿

其次， 我受病毒影响最大。 他们俩看
着平时和女超人一般的我一直病恹恹
地躺在床上， 终于被触动了， 知道心
疼我了。 老公主动包办了家务活， 女
儿则懂事地完成学习任务， 一点不让
我操心。 她告诉我， “妈妈， 我和爸
爸商量好了， 一起干活， 你安心养病，
一切有我们呢 。” 听得我眼泪都出来
了。

我咳嗽了一个多月才好利索， 老
公从此不再当家里的 “甩手掌柜”， 而
是参与到家庭劳作中， 和我分担家务。
最主要的是他开始主动带孩子， 不仅
管她的课业， 还经常和女儿聊天， 了
解她的状态和想法。 女儿有几次精神
萎靡、 焦虑时， 都是她爸爸发现后找
她谈心， 耐心开解她， 帮助女儿走出
消极情绪， 我们的感情似乎在合作中

突飞猛进， 像是回到了刚结婚那会儿。
我突然意识到， 父母无论哪一方

再能干也不能大包大揽， 一定要给另
一半留出空间， 督促他参与家庭生活，
尤其是在照顾孩子方面， 单靠母亲一
方是不正常的， 孩子需要父亲的指导，
这样有利于孩子的健康快乐成长。 所
以我以后也会适当放手， 让老公从带
娃中体现价值。

妈妈再能干也不要大包大揽

家家庭庭教教育育中中
父父母母应应该该如如何何分分工工？？

首都师范大学家庭教育研究中心副主任李文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