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孩子大了要“赶”出去

生活中， 人们总习惯
于接受亲人付出的爱并视
为常态。 现在有的父母为
子女啃老感到苦恼， 却不
知孩子若没有对父母的感
恩之心， 长大后就很难有
自立的责任心。

中国有句老话，“不当
家不知柴米贵， 不养儿不
知父母恩”，孩子大了最好
搬出去独立生活。 与父母
一起生活， 一是自己难以
走向自立、成熟；二是难对
父母真正感恩； 三是不真
正付出， 就难以在心底真
正珍惜自己的小家； 四是
容易产生边界不清等问
题，引发矛盾，进而影响
家庭和睦， 影响孩子身心
健康成长； 五是让父母操
劳， 影响父母晚年的生活
质量， 这也是一种不孝的
行为； 六是夫妻之间的许
多矛盾和冲突， 在夫妻俩
的隐私空间很容易化解，

而在父母面前， 就有诸多
顾虑和不便， 不利于问题
的及时沟通和解决， 小矛
盾积聚久了就可能引发大
冲突。

况且，距离产生美，子
女天天和父母生活在一起
时， 感受到的可能多是爸
爸的琐碎、妈妈的唠叨。离
开父母独立生活后， 父母
在子女的眼里， 就成了一
处让人思念的风景， 一幅
温馨的图画。

一天午休散步时，我
的一位同事烦恼地对我
说：“我儿子毕业后在离我
家不远的一家公司找到了

工作。 我们当时只答应他
在家住一年， 可现在他住
了近两年了， 还没有搬
走的意思。 他几乎每天
晚上都在家吃饭， 我们
是按市场价收他的房租
的， 让他负责家里的铲
雪、 剪草及吸尘等家务。

可最近他非常不主动，要
我和他爸爸催好几次，他
才在周末去剪院子里的
草、吸家里的地板。 我和
我先生商量了一下，决定
下个月将他赶走。 ”

听了她的话， 我忍不
住笑了。 在中国，如果孩
子工作后仍然和父母一
起生活，父母通常是无条
件地接纳，而且无偿提供
一切服务，哪里还会收房
租啊！于是我对她说：“他
也可以选择不搬，继续留
在你那里。 ”

听了我的话， 她认真
地说：“他肯定会搬走，我
们准备增加他

30%

的房
租。我和我先生都认为，必
须让他搬出去独立生活，

不然他将来难以承担自己
小家庭的重任。 ”

我这位同事是意大利
后裔，平时很喜欢烹饪，经
常带一些自己做的美食到
办公室与我们分享。 况且
做西餐，多一个人的饭，工
作量并没有明显增加。 听
了她的话， 我不禁感叹西
方父母对待孩子的理性和
智慧， 她和他先生对儿子
的做法， 才是真正对孩子
有益。

（清柔文竹）

[小记者·幼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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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小陪伴带来孩子的大改变

父亲对培养孩子有独特作用
父亲的陪伴在幼儿生

理、认知、个性和社会性发展
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利于幼儿的身体发育。

幼儿同父亲在一起，有更多
跑、跳、爬等全身运动的大
动作运动机会，对于处在骨
骼、肌肉发展关键期的幼儿
来说无疑是一件好事。临床
医生也发现，缺少父亲陪伴
的幼儿在体重、身高等方面
的发育速度都较落后，而且
患营养不良等疾病的几率
较高。

利于幼儿的认知发展。

和母亲相比，父亲与幼儿之
间进行的游戏与活动具有
多样性、探索性、冒险性，如

玩球、骑车、游泳及户外冒
险活动，有助于增强幼儿的
求知欲与好奇心，激发创造
力与想象力。 此外，父亲的
陪伴还能促进幼儿智力的
发展。 心理学家麦克·闵尼
研究发现，一天中与父亲相
处不少于

2

小时的孩子智
商高于一周内接触父亲小
于

6

小时的孩子。

利于幼儿的个性发展。

“严父慈母” 是典型的中国
家庭教养模式，母亲在幼儿
教育中多表现出温和的一
面， 父亲则往往比较严厉。

而父亲的严厉对于培养孩
子自主、自立、自强等个性
品质有重要作用。此外，母

亲心思细腻， 常把幼儿限
制在一定范围内活动，而
父亲则更敢于放手， 让幼
儿勇敢探索未知世界，让
幼儿有信心、 有勇气面对
未知和困难。

利于幼儿性别角色的
形成。 性别角色的发展是幼
儿社会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幼儿通过观察学习，尤其是
观察模仿与自己同性别的
“父亲”或“母亲”对待他们
的态度和行为方式，形成了
自己的性别角色意识。 女孩
子有了父亲的榜样角色，温
柔中不乏坚强；男孩子有了
父亲的“楷模”作用，更增添
几分男子汉气概。

父亲缺位缘于观念盲区
父亲在幼儿成长中的

作用是谁都无法替代的，改
变幼儿成长中父亲缺位的
现象， 不妨从以下几点开
始。

很多时候，父亲并不是
有意缺位， 而是受到诸如
“男主外、女主内”传统观念
的影响，很多人认为母亲负

责孩子养育问题，学校负责
孩子教育问题，父亲负责赚
钱养家。这种传统的观念导
致人们忽视了父亲对幼儿
的教育同样具有参与权。因
此，我们应当意识到父亲角
色在幼儿成长中的关键作
用，突破旧有观念，把教育
孩子当作自己生活中的一

部分，协调好父亲角色与工
作角色的关系， 少喝一杯
酒，少加一会班，抓住琐碎
时间陪陪孩子，多去幼儿园
了解孩子情况， 加强与孩
子、 与老师的沟通与交流。

真正让父亲由教育孩子的
“局外人” 变成教育孩子的
“局内人”。

补齐父亲缺位需全家行动
父亲的缺位，不仅与个

人有关，更与家庭环境有着
密不可分的关系。家庭成员
应创造条件支持父亲与幼
儿相处，营造有利的家庭环
境。爷爷奶奶等老人要适当
“放手”，把孩子的事情多交
给爸爸，提供机会让父亲陪
伴孩子。 比如，让爸爸接送
孩子去幼儿园，爸爸与幼儿
共同刷牙、 洗脸和洗脚等。

母亲要适当“放权”，不要对
幼儿的一切独包独揽，而是
积极创造幼儿与父亲沟通
交流的条件。 比如，父亲与

母亲轮流给幼儿讲故事，每
周开展一次家庭共同活动
等。 事无巨细，事无大小，孩
子成长的方方面面父亲均
参与进来，小陪伴会带来意
想不到的大改变。

客观地讲，幼儿成长中父亲
的缺位，不仅仅是个人和家
庭问题，更是社会问题。 而
与家庭和幼儿息息相关的
幼儿园在社会舆论引导中
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一方
面， 幼儿园应利用现代通
信技术，发挥宣传的作用，

从意识层面推进。 借助幼

儿园的微信公众号、 官方
网站、 班级

QQ

群等平台，

围绕“幼儿的成长需要父
亲的陪伴”主题设计系列内
容，引导社会舆论的正确导
向，通过外部力量推动父亲
参与幼儿的教育； 另一方
面，幼儿园也可以利用家园
合作，发挥活动的作用，从
行动层面推动。 比如家长
会、亲子阅读、户外游戏等
家园合作活动，鼓励或强调
父亲的参与，改变父亲陪伴
幼儿少的现象。

（王婷）

孩子上幼儿园时接送的是母亲，是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看不到父亲
的身影；儿童乐园里陪伴孩子的是母亲，是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同样看不
到父亲的身影。 父亲的缺位，似乎是中国式家庭教育的一个显著特征。 我
们应认识到父亲在幼儿成长中的作用，采取措施改变缺位的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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