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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岛记者 栾英杰

从《爸爸去哪儿》到《爸爸回来了》，
这几年亲子节目异常火爆，将人们忽视
的父亲在家庭教育中的作用重视起来。
然而，日常生活中，“父爱缺失”已成为
普遍现象，家庭中频现“隐形爸爸”。11
月11日，青岛二中举办第三届家庭教
育论坛，全面解读了父亲在子女成长中
的重要性。专家现场支招，敦促爸爸回
归家庭教育，给孩子树立好榜样。

超半数家庭父亲教育缺失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发布的《中美
日韩四国高中生价值观比较研究报告》
中显示，在中国高中生眼中父亲是排在
第一位的！报告显示，美国(37 . 4%)、日
本(22 . 9%)和韩国(25 . 5%)高中生更多
地把妈妈排在第一位，分别比爸爸高
12 . 4%、6 . 0%和1 . 8%，美国高中生把
妈妈排在第一位的比例最高，而中国高
中生把爸爸排在第一位(39 . 3%)的比例
最高，是唯一超过妈妈(36 .4%)的国家，
这说明中国爸爸在孩子成长中扮演着
更重要的角色。
然而，另一调查数据显示，在中国

有 60%的母亲在家庭教育中独当一
面，父亲真正起到主导作用的不超过
15%，由父母共同承担教育责任的只有
不到三分之一。青岛二中校长孙先亮介
绍，去年冬天高考自招签字排队的家长
大部分都是女士，男家长很少。其中一
位女家长说，孩子的爸爸在外地工作，
不能在身边教育孩子，放学回家孩子总
是玩游戏，成绩下滑了爸爸很吃惊，却
不知道背后的原因。为了避免家庭频现
“隐形爸爸”，孙校长要求爸爸们每周至
少和孩子交流一次，一学期参加一次家
长会。

父爱利于孩子智力开发

有资料调查显示，常与母亲在一起
的孩子对新奇事物兴趣更浓、社交能力
更强，而与父亲打交道多的孩子数学成

绩较高。因此，做父亲的不要将抚育孩
子的责任全部推给妻子，父母亲在开发
孩子智力时担当同样重要的角色。中国
青少年研究中心家庭教育首席专家、研
究员，中国教育学会家庭教育专业委员
会常务副理事长，首都师范大学特聘教
授孙云晓在家庭教育论坛上指出，由于
母亲占了家庭教育的半数多，导致孩子
过多依赖母亲，出现了不少问题。“男孩
本应擅长运动、使用计算机，动手操作
能力强，然后由于父教缺失，男孩普遍
存在运动不足，动手操作能力不强，这
不利于孩子智力开发。”
母亲教育孩子比较细致，孩子容易

产生依赖，自律性不强。而且母亲对孩
子的成绩较为敏感，分数下降就会焦
虑，很容易对孩子产生不良影响。“孩子
成长需要父母一起提供‘全营养’教育，
初中以前孩子更需要母亲给予生活化
的照顾，初三以后则更需要父亲参与，
在精神上给孩子帮助。”孙先亮说道。孙
云晓教授也表示，家庭教育需要母亲的
亲密性和父亲的独立性相配合。
“高中是孩子走向社会前的最后一
个准备期，父亲在这个时候更需要发挥
作用，陪伴在孩子身边。”孙云晓介绍，
自己的女儿读高三时，有部门邀请他对
南非考察，自己很想去，女儿却希望在
关键时期有父亲陪伴，于是他拒绝了邀
请，专心陪着女儿身边，和她一起备战
高考。“我写了50年的日记，女儿在我
的影响下也喜欢写作，从小就在校园担
任小记者，如今女儿成为一名派驻国外
的优秀记者，女儿很感谢我对她的教育
和陪伴。”

爸爸伴我开启兴趣之路

青岛二中高三学生王新宇的爸爸
王由成回忆起自己的成长经历，他说自
己的父亲是位匠人，为了挣钱养家，他
打磨石头，磨面粉，做豆腐，每一样工作
都很认真，得到了乡亲们的认可。“他总
是教育我做人要实诚，做事要认真，这
种‘匠人精神’对我的生活和工作都产
生了积极的影响。”王由成说，在教育儿
子身上，他也言传身教，遵从儿子内心，

陪儿子做想做的事情。
“每逢寒暑假，我都会带着儿子去旅
行。10年间我们走遍了大半个中国，沿途
一起研究各地的古文化，儿子也因此爱
上了古文化，今后想学习历史方面的专
业。”王由成还和儿子一起在万象城、博
物馆等地办了展览，展示了敦煌之美。
“我的艺术之路始于爸爸的支持，从
5岁开始爸爸就带我一起学习二胡，我上
课，他旁听。”青岛二中高一学生周海峰
说，7岁那年第一次参加二胡比赛，上台
前很紧张，爸爸全程陪着他，鼓励他，演
出结束，他抱住了爸爸，那一刻他深刻
体会到了“爸爸是最坚实的靠山”。

孩子更希望爸爸陪伴

孙云晓教授表示自己去过40多个
国家，特意观察了每个国家每个家庭父
母带孩子的不同方式。他发现，妈妈单
独带孩子出去玩，活动范围一般很小。
爸爸带孩子出去玩活动范围却很大，孩
子可以尽情去做喜欢做的事，胆子也变
得很大，玩得更开心。
在女儿小的时候，市民李硕由于工

作繁忙，周日晚上回家，周一早上5:30
又要离家去工作，回家时间女儿都睡觉
了，根本没有时间和女儿交流。有一天
下班早，妻子带着女儿来到窗前等待着
他回家。李硕带着头盔，穿着雨衣赶回
家和女儿相见时，女儿却认不出爸爸。
那一刻起，李硕意识到陪伴的重要性。
“为了陪在女儿身边，我调整了工作单
位，每天都回家陪伴女儿，15年的陪
伴，我感受到了亲情的重要性。”
自“二中·半岛杯”学生记者征文大

赛启动以来，很多投稿学生选择了“家
庭教育”这一话题，讲述妈妈教育的作
文较多，写“爸爸”话题却不多。香港路
小学董小菁说她爸爸对待事情十分认
真，但有时会为了“鸡毛蒜皮”的事情和
妈妈理论，让她有点受伤。“我认为最好
的家庭教育是有柔有刚，有温柔有严
厉，找到两者的平衡很难。过于温柔，让
孩子产生依赖；太严厉，时间久了孩子
会叛逆。父母共同参与到家庭教育中，
孩子才能得到最好的爱。”

1 成为孩子好榜样
针对四年级至初二学生的

调查显示，中小学生会把父母当成自
己的榜样，初二以后，发现父母的一些
坏习惯及不礼貌的行为时，便不再把
父母当成榜样，选择影视剧中的人物
当成榜样。“作为父亲，不要以为自己
永远都是孩子的榜样，要把最积极的
一面展示给孩子，若出现说话不算话，
公共场合大声喧哗，闯红灯等行为，孩
子便不再把你当成榜样。”中国青少年
研究中心家庭教育首席专家、研究员，
中国教育学会家庭教育专业委员会常
务副理事长，首都师范大学特聘教授
孙云晓表示，教育好孩子并不是靠学
历、收入，而是靠好的教育理念和方
式。

2陪伴孩子不能等待
“教育的秘诀是真爱，孩子

的成长不能等待，父亲陪伴最重要。”
孙云晓曾在一次讲课时遇到一位企业
女经理，她的父亲在她上一年级的时
候去了青海工作，却没有断了和女儿
沟通交流的机会，他们一直保持着书
信联系。“一年级开始我便给爸爸写
信，那时候识字不多，经常写错别字，
爸爸总是先给我纠正错别字，再给我
回信。一年级到大学，总共写了 2000
多封信，爸爸虽然没在我身边，却一直
陪伴着我成长。”女经理认为，她的成
功和爸爸父亲的书信关系很大，爸爸
给了她很多指导。

3培养孩子好习惯
家庭是培养习惯的学校，

父母是培养习惯的老师。孙云晓说，中
学阶段孩子不愿意受父母约束，帮孩
子养成自我管理习惯格外重要。“我朋
友的孩子去美国上中学，他父亲就要
求每天写日记，并通过邮件的形式发
送给他，经过统计一年竟写了30多万
字，孩子说很感谢父亲帮他养成了写
日记的习惯，他每天过得很充实，生活
也有了希望，最后考入了美国著名高
校。”

4给孩子积极教育
“父亲在跟孩子交流时要

注意自己的‘解释方式’，多给孩子‘积
极解释’。”孙云晓提到，比如，当孩子
数学没考好，很沮丧，说自己讨厌数
学，怎么学都学不好。常见的解释有两
种，一种是：“真笨，以后扫大街吧！”
“别难过，我和你妈都没有数学细胞。”
这不但打击了孩子，还坚定了孩子“学
不好”的心理。可以换一种积极的解
释：“别灰心，肯定能学好。你小时候数
学都很好，这次肯定因为没准备好，以
后多请教老师，下次一定能赶上去。”
这样孩子才会有学习的动力。
孙云晓表示，消极解释把失败原

因解释成永久的、人格上的、不可改变
的，而积极解释则是把失败原因解释成
暂时的、偶然的、可以改变的，两种解释
会对孩子的人生产生截然不同的影响。

做“隐形爸爸”，你这是坑娃
专家给出四条家庭教育秘诀，敦促爸爸多陪伴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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