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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父亲参与大会”
倡导父亲参与育儿过程

6 月 16 日，由沪江网携手“父亲
参与促进中心”共同举办的“第二届
父亲参与大会”在京举行。 本届大会
主题为“妈妈支持，爸爸参与”，通过
嘉宾分享及亲子活动等形式， 激发
提升中国家庭父亲参与育儿的 “心
动力”。

“父亲参与促进中心”是致力于
提高中国家庭“父亲参与”质量的公
益机构。 通过联合社会力量促进家
庭及社会环境对 “父亲参与” 的支
持，以公益活动、培训讲座、会议论
坛、志愿服务等多种途径，为个人 、
家庭、学校、社区、企业提供“父亲参
与”的支持与指导服务。

沪江网副总裁常智韬认为，“父
亲参与”是父亲在家庭角色中的重要
组成部分，对孩子的成长起着至关重
要的作用。 大会呼吁妈妈们对“父亲
参与”进行支持，鼓励爸爸们积极参
加育儿实践，启发爸爸们改变自己的
育儿观念和实践，最终实现爸爸们在
“参与质量”上的提高。 （腾讯网）

农村幼儿园在园人数 3 年
增长 43%
� � � �教育部有关数据显示， 学前教
育三年行动计划和国家重大项目实
施两年多来，成效显著，最抢眼的是
普惠性学前教育资源快速增加。 据
统计 ，2012 年全国幼儿园 18.13 万
所 ， 在园幼儿 3686 万人 ， 分别比
2009 年增加了 4.3 万所、1028 万人，
增长了 32%、39%。 其中，在园幼儿规
模 3 年的增长量超过了 1999-2009
年 10 年增长量总和的 3 倍。 全国学
前 3 年 毛 入 园 率 达 到 64.5% ， 比
2009 年提高 13.6 个百分点。

2010-2012 年，国家已投入 250
多亿元， 支持中西部地区新建农村
幼儿园 3100 余所，利用闲置校舍改
建幼儿园 1.5 万所，增设小学附属幼
儿园 2.1 万所， 并对 17 万农村幼儿
园骨干教师进行国家级培训。 截至
2012 年底， 全国农村幼儿园在园幼
儿已达 2435 万人，占全国在园幼儿
的 66%， 比 2009 年增加 734 万人，
增长 43%， 越来越多的农村幼儿走
进幼儿园，接受正规的学前教育。

（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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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孩子

父亲节之际，关于父
亲在孩子成长中的角色问
题再次引发广泛关注。根
据《今日美国》的民意调
查，71%的美国人认为做父
亲是一个男人最重要的角
色，同时，有64%的美国人
认为做母亲是一个女人最
重要的角色。80%的美国人
认为孩子成长在一个有父
母亲的家庭非常重要。我
们期待，越来越多的父亲
能够认识到自己在育儿中
的重要角色，花更多的时
间陪伴孩子成长。

□ 本报记者 宋 鸽 综合报道

父爱带给孩子的转变
家有儿女 □ 曹雪萍

上世纪 90 年代初，在“下海”浪潮的推
动下， 丈夫抛下我和两岁的儿子加入了南
下打工一族， 幼子的养育重任就落在了年
轻的我身上。

上班时间，儿子跟着爷爷奶奶，下班后，
他就成了我的“小尾巴”。我常带他去散步、逛
街、玩沙画、跳蹦蹦床，给他讲故事，教他念儿
歌、唱童谣……我尽量给他多一些爱和快乐，
让他的童年生活丰富多彩， 弥补爸爸不在身
边的遗憾。在我的陪伴和爷爷奶奶的呵护下，
儿子似乎过得开心满足， 但是每每看见别的
孩子由爸爸妈妈一起陪着玩， 眼睛里总会流
露出羡慕而又落寞的神情， 每当这时他会反
复地问：“爸爸什么时候回来陪宝宝？”话语里
充满了对爸爸的思念和期待。

那时候丈夫半年回来团聚一次， 短暂
的相聚，丈夫会尽力给予儿子加倍的爱，让
儿子的每一天都沉浸在快乐和幸福里。 然
而最后，我们仍要带着离别的不舍和失落，

回归往日的生活。 儿子就象是大海里的一
朵浪花，一会儿被幸福托举得高高的，一会
儿又跌落谷底。

时光就这样静静地流淌， 儿子渐渐长
大上幼儿园了。 和其他孩子比， 他显得乖
巧、懂事，有较强的独立能力。 也许是爸爸
不在家的缘故， 儿子对我有着特别的亲密
和依赖， 但有时候又会表现出小小男子汉
的精气神，牢记爸爸的叮嘱，天真地充当妈
妈的保护神，让我倍感欣慰和自豪。

然而在儿子身上， 我也发现了一些令
人担忧的性格倾向， 那就是在集体活动或
与人交往中表现出的拘谨和胆小， 如在幼
儿园参加早操或集体舞比赛时， 有好多老
师在场观看， 他不知是因为害羞还是拘谨
迟迟不动手；上公开课的时候，他很少举手
发言；人多的时候，他不敢爬到户外大型玩
具的最高处去玩……

也许是爸爸不在家，儿子缺乏安全感。

我开始意识到，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父亲
是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 父亲所具有的独
立、自信、勇敢、坚强、开朗、大方等个性特
征对儿子的影响，是母亲所不能替代的。

为了儿子的健康成长，丈夫考虑再三，
最终放弃了外面高薪的工作选择了回家团
聚。 儿子别提有多开心了，从此，我们开始
了平凡而温馨的日子。

丈夫酷爱运动，在学校当过体育教师。
他注重儿子的体格锻炼和运动兴趣的培
养。 业余时间他常常带儿子玩篮球、跑步、
爬山、游泳等，从中培养儿子男子汉的性格
特质。 为了树立儿子在小伙伴中的“威信”，
增强他的自信心， 丈夫常常下班后来到幼
儿园，带儿子和小伙伴一起玩球、做游戏、
组织一些体育竞技如跳绳、跑步、丢沙包等
比赛 （那时候我所工作的幼儿园有五六个
和儿子差不多大的教工子女， 放学后经常
在一起玩耍），同事们笑称他是幼儿园“编

外男教师”。 因为丈夫喜欢孩子，善于逗孩
子开心， 孩子们特别喜欢这个 “编外男教
师”，也很羡慕儿子有个“厉害”的好爸爸，
儿子为此十分自豪。

在丈夫的影响和带动下，儿子的笑声更
响亮了，性格更开朗了，做事更果断、自信了。
同事们都说：“你儿子变化真大！ 看来在孩子
的成长中，爸爸的作用非同小可。”是啊，事实
证明，爸爸对孩子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儿子从
爸爸那里模仿、学习，更有“男子汉气概”了。
也因为爸爸的影响， 儿子从小对篮球的兴趣
爱好一直延续到中学、 大学， 以至到了大学
后，成为学校小有名气的“篮球名星”。

有人说，父亲像一棵擎天的大树，为家
庭提供保护和支撑。 母亲则像一片草地，让
家有个着落。 我而则感觉一个家庭就像一
个三角支架，父亲、母亲和孩子都是这个三
角支架中不可或缺的支点。

（作者单位系江西省上高县幼儿园）

近日，《上海市中小学生分学段家
庭教育指导研究》 的一项调查显示，在
家庭中承担家庭教育主要职责的母亲
占 62.4%，而父亲仅占 30.6%，在平常负
责与学校联系的角色中 ， 父亲仅占
27.1%。

心理咨询师非比讲述了一个少年
在成长营中的故事。 训练营里的一个小
男孩，有一天，他拿来一个新买的笔盒，
笔盒是蓝色的，图案却是公主。 一般蓝
色被多数人认为是“男孩色”，不过这个
蓝色铅笔盒的公主图案，又显示了女性
化的特点。 这是因为笔盒是妈妈买的，
尽管妈妈知道自己的孩子是男性，但依
然不能做到完全的去角色化。

这个男孩的爸爸长期在外工作，妈
妈一个人既要工作又要承担家庭责任、
照顾孩子。 爸爸的“甩手”，造成妈妈同
时要肩负着“妈妈”和“爸爸”的角色，而
劳碌辛苦的妈妈在生活中并没有受到
爸爸的影响，意识不到“男性是什么”，
导致心里虽然知道该买个 “男孩色”的
笔盒，潜意识却忍不住选了自己倾向的
女性化图案，习惯性地把自己的审美放
进孩子的教育。

现实中，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 很
多父亲认为照顾孩子是母亲的事，借口
忙于事业，极少陪伴孩子———这也是中
国长久以来的传统育儿观念所致。 育儿
路上，父亲在哪里？

育儿不只是母亲的事

新浪育儿频道的一项调查显示 ，
94.4%的妈妈认为， 孩子 3 岁前爸爸的
陪伴很重要。 55.6%的夫妻在养育孩子
的问题上存在意见分歧。

在育儿道路上，妈妈天然地想要投
入更多精力， 甚至对于很多妈妈来说，
孩子的到来， 是人生的一次重生与改
变。 新世纪的妈妈们，大多有着自己独
立的事业，充实的交际圈，在她们看来，
育儿已经不再是女人特有的责任，爸爸
的参与显得愈发重要。 然而对于工作压
力很大的爸爸们来说，妈妈们的要求有
时候显得“太多了”。 “每天都很辛苦工
作，但是回到家，妻子还要唠叨一些孩
子的琐事，对孩子各种无谓的担忧。 ”一
位新爸爸抱怨地说道。

“父亲参与促进中心”（Promotion
Center for Father Involvement， 简 称

PCFI）是致力于提高中国家庭父亲参与
质量的非营利性机构。 该中心总干事温
志刚认为， 鼓励父亲参与家庭教育，应
从妈妈的支持入手。 他对大约 300 个家
庭进行了调研， 发现了一些普遍性问
题，“每个家庭的妈妈几乎都对爸爸存
在或多或少的抱怨、不满、分歧和期待。
我也认识一些事业很成功，育儿也做得
非常好的爸爸， 他们都有一个共性，就
是和妻子的沟通非常好，家庭关系非常
和谐。 父亲参与不是爸爸一个人的事，
而是夫妻双方都需要改变的事 。 在中
国， 从有利于解决问题的角度出发，从
妈妈入手，鼓励妈妈先做一些改变还是
比较现实可行的。 ”

“爸爸参与亲子互动，对于一些人
来讲是建立新的行为模式， 需要学习、
实践和磨合。 这时，妈妈要尽量协助爸
爸参与，如帮助爸爸表达出他没有表达
的情感， 提醒他注意孩子的情感变化，
给予孩子支持等。 妈妈就像一座桥梁，
逐步把丈夫引领进孩子的生活中来，连
接起父子（女）爱的纽带，一起建立健康
的亲子互动。 ”非比说。

据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副主任孙
云晓介绍，一些研究者认为，缺乏父爱
的孩子容易产生情感障碍，他们大多焦
虑、自尊心低下、自制力弱，甚至成人以
后，会有许多不良生活习惯。 学者们把
儿童的抑郁、孤独、任性与依赖行为称
为“缺乏父爱综合征”。

在欧洲 ， 一些国家在政策上给予
父亲享受 3 年不带薪育儿期来支持父
子（女）互动。德国工业在世界领先，但
父亲们只从早七点半至下午四五点钟
工作，大部分人不是与朋友同事聚会，
而是回到家中同妻小一起度过这些温
馨和睦的时光， 亲密的家庭关系可见
一斑。

在以色列， 夫妇都参加工作的占
95%， 男性在家中做家务或照看孩子是
一种很自然的日常风景。 并且每周的休
息日， 以色列父亲都会和孩子单独谈
心，这已经成为一种习俗。

瑞典政府更将“对男性进行家长角
色训练”作为研究热点。 瑞典的父亲们
13 个月的亲子假是全世界最多的。他们
喜欢自己带孩子，不主张找帮手，在家
时会做很多家务，从换尿布到洗澡洗衣
服，样样都能干。 既带孩子又干家务，还
不影响自己的嗜好，可谓“全能爸爸”。

“在非比菁菁少年成长营中 ，父亲
介入多的男孩表现出男子气， 勇敢坚
韧；而妈妈带得多的男孩却表现得有女
性化倾向，喜欢女孩特征用品，如蝴蝶
结……女孩在与爸爸接触的过程中了
解男人，学习如何与他们相处，由此建
立未来与男性相处的行为模式。 ”非比
介绍道，“一旦父亲角色缺位， 母亲的
影响就会被放大，孩子也就由此失去了
学习感受男性豁达 、乐观 、勇敢 、坚毅
等品质的机会，更没有机会练习与男性
接触，甚至影响到未来婚姻家庭的和谐
美满。 ”

让更多父亲参与进来

尽管父教相对缺乏 ， 然而我们却
欣喜地发现， 爸爸们在育儿道路上显
然是“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东子———
《好爸爸胜过好老师 》 一书的作者发
现， 父亲参与亲子教育讲座的比例在
缓慢提升。这些主动学习育儿知识，积
极参与亲子活动的父亲们， 大多接受
过高等教育，阅历丰富，在亲子教育问
题上，他们往往比妻子更能理性分析，
合理对待。

王人平———新浪育儿名博，作为一
名“榜样父亲”，他擅长内省。 他认为育
儿即育己，孩子是成人的镜子，“用心教
养自己的孩子，也是给了自己一次重新
认识自我、 完善自我和超越自我的机
会，陪孩子长大的过程，本身就是父母
自身成长的过程。 ”

PCFI 联合社会力量促进家庭及社
会环境对父亲参与的支持，倡导父亲们
积极参与育儿过程， 提升父亲参与力，
给予孩子积极的影响。

曾经， 温志刚也是一位 “甩手”老
爸。2008 年，创业遇到瓶颈期。家里请的
保姆要走了，妻子上班，需要有个人做
饭接送孩子。 “正巧都赶上了，那我就试
试呗。 ”就这样，温志刚成了一位全职奶
爸。 事情远没有想象的那样简单，带孩
子也不是管好吃穿玩就够了，刚开始与
女儿独处时，温志刚发现，女儿对自己
精心设计的游戏根本不感兴趣。 没有互
动，时间过得简直慢极了。 于是温志刚
开始读书查资料，在学习过程中，他也
认识了一些跟他一样全职在家的奶爸
们。 随着跟女儿之间关系的改善，温志
刚渐渐摸到了一些育儿的门道。 同时，

他也觉得，父亲的参与太重要了，于是，
他萌发了成立一个促进中国父亲参与
家庭教育的公益组织，希望能够推动更
多父亲参与进来，改善更多家庭的父教
现状。

“我们希望通过好爸爸家庭计划的
推广实施，帮助妈妈们给予对父亲参与
的支持，鼓励爸爸们参加有积极体验的
育儿实践（如亲子阅读、活动游戏、社会
实践等），启发爸爸们观念上的改变（如
意识到父亲参与的作用与深远影响、父
亲参与的时机与不同角色、父亲参与的
质量与影响因素等）， 引发爸爸们做到
行为上的改善（如注重夫妻关系、改善
亲子关系、完善自我行为、修正育儿方
法、调整育儿内容等），实现爸爸们参与
质量的提高。 ”温志刚说，“我们尤其希
望帮助那些忙碌的爸爸们做到内外一
致地让孩子感受到父爱；努力和孩子建
立起良师益友型的亲子关系；虽然陪伴
时间少但全身心投入；虽然参与时间少
但注重发挥父亲的关键性作用；虽然育
儿时间少但注重给予孩子积极的影
响。 ”

“如果不能增加参与时间 ，那就提
高参与质量吧！ ”这是 PCFI 目前倡导的
理念。

“第一次当选总统时，奥巴马说竞
选中有一件事他很自豪， 在长达 21 个
月的选战中，他没有错过一次孩子的家
长会。 几天前听米歇尔演说，她谈到做
总统的丈夫，至今仍每晚和女儿一起吃
晚餐，耐心回答她们的问题，为她们在
学校交朋友的事儿出谋划策。 想想身边
那些天天嚷着没时间陪孩子的父亲，比
奥巴马忙很多吗？ ”王人平的一条微博
引发了众多讨论。

忙不是理由。 “不管这位父亲多忙，
他应该学会对孩子表达爱。 一个微笑、
一个拥抱、一句褒奖，父亲做起来很容
易，但对孩子来说却能感受到父亲对自
己的关注。 ”孙云晓说。

“如果父亲们实在不知道如何陪伴
孩子，至少应该学会从自己感兴趣的事
情中去获得育儿的积极体验。 ”温志刚
建议。

没有参与，就没有教育。 不管方式
如何，爸爸们，请先参与进来，牵起孩子
的手，告诉他（她）：“我爱你”。

（感谢心理咨询师非比对本文的支持）

父亲不能缺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