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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孩子父母“一个都不能少”
多地给家长“立规矩”

做不到陪伴就抓住成长关键点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父母一

方缺位 ，不能一味苛责 ，而是要
给他们专业指导。 专家建议，哪
怕做不到长期陪伴，也要抓住孩
子成长关键点，比如参与毕业典
礼 、生日等 ，向孩子传递父母双
方的爱。

杨咏梅认为， 如果做不到长
期陪伴， 可以选择性地参与孩子
成长中的关键环节， 比如毕业典
礼、生日聚会等。比如父亲没法跟
孩子在一起，可以打电话、发视频

与妻子、孩子沟通，用行动体现父
亲的存在感。

成长教育专家、 超级育儿师
兰海认为，孩子 10 岁左右是分水
岭， 妈妈的影响会随着孩子长大
而变弱，父亲影响会增大。特别到
了青春期， 孩子更需要向社会拓
展，而妈妈的角色感是更偏内的、
偏生活的。爸爸是更面向社会的，
这时爸爸角色会给孩子一个有力

的社会扩展， 孩子对父亲的需求
就慢慢超过母亲。

专家认为， 所有的教育都是
在互动当中发生的。 父亲如果在
孩子小时候没有给予足够的投入

和陪伴， 孩子到了青春期时容易
叛逆。

“我们在家庭建设的立法已
经前进了一步，十分可喜。 ”首都
师范大学家庭教育研究中心主任

康丽颖认为， 在肯定地方法规积
极意义的同时， 未来更需要思考
如何落实。

（据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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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法律给家长“立规矩”
《江苏省家庭教育促进条例

(草案)》（简称“条例”）近日提请审
议。此前，重庆、江西、山西等地也
已经出台了家庭教育地方法规，
为家长“立规矩”。

条例提出， 父母应当共同履
行对未成年子女的家庭教育义

务， 不得以离异或者其他理由拒
绝履行。一方开展家庭教育，另一
方应当予以配合。 父母不在身边
的，可以通过书信、语音、视频等

方式与未成年子女保持日常联

系，定期团聚。
条例还规定了一些父母或者

其他监护人在家庭教育中不得出

现的行为，比如放任孩子辍学，用
侮辱、虐待、实施家庭暴力等方式
开展教育。 这一规定也回应了频
繁引起舆论关注的儿童遭遇家庭

暴力的话题。
面对这种情况， 免费指导是

一个方向。条例规定，县级以上政

府应当依托城乡社区教育机构、
青少年宫、妇女儿童活动中心等，
建立家庭教育服务站点， 提供家
庭教育服务。 政府可通过购买服
务方式， 支持父母或者其他监护
人开展家庭教育。

“出台这样的地方性法规是
一个大趋势。 ”中国教育报家庭教
育周刊主编杨咏梅认为， 除了立
法之外，更为重要的，是普及家庭
教育科学专业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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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缺位令人忧
妈妈带着孩子去各种培训

班，爸爸在单位加班或应酬；下了
班，妈妈还要做饭、照顾孩子，爸
爸在家玩游戏、躺着休息；一次次
的校园亲子活动， 爸爸不知道去
哪儿了……

这是近期记者调查中发现的

一些情况。当前，一些家庭的父亲
角色意识不足， 缺乏子女教育知
识，或者忙于工作、无暇分身，对
家庭主要承担经济支撑， 对孩子
缺乏亲情陪伴。

“从幼儿园到如今小学三年

级， 孩子爸爸没参加过一次学校
亲子互动活动。 ”合肥市民郭女士
说，无论放学还是上学，孩子爸爸
从未接送过孩子， 爸爸下班回到
家里，不是玩手机游戏，就是横躺
在沙发上休息，“幼儿园亲子活动
多，看到其他爸爸带孩子，我和女
儿很羡慕， 给老公提了无数次要
求，但都没用。 ”

郭女士告诉记者 ， 由于长
时间缺乏父女交流 ， 女儿从起
初的渴望爸爸陪伴 ， 变成了如
今的习惯依赖妈妈 ， 甚至抵触

爸爸的陪伴。
业内专家认为，当今社会，对

孩子的教育， 尤其要重视父亲的
作用，重视父亲缺位造成的影响。

记者随机在一些学校家长

群、小区业主群发起调查，吐槽者
众多。 据江苏省妇联等有关部门
的调查显示， 在经济发达的江苏
省， 尚且有近 50%的家长不知道
如何教育孩子， 约八成家长缺乏
相关知识和经验借鉴， 迫切需要
家庭教育的专业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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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质量的陪伴
是父母一份精神上的引领

现在很多家庭父母就在孩子身边 ，可
有些爸爸在酒桌大话调侃却对与孩子聊天

只是应付， 有些妈妈对着肥皂剧泪流满面
却懒得跟孩子交心彻谈。 责任缺位，这样的
父母在孩子身边又有何用？

高质量的陪伴是父母责任的到位。 做
父母是否真正称职， 或许比日夜的厮守更
为重要。 你要能知道他成长的点滴，你要能
看见他的进步和变化， 你要能知道他的爱
好究竟是什么……

高质量的陪伴是关键时期对孩子的支

持。 有一家父母，每每在孩子演出时都会
陪孩子去， 而不是平时时时刻刻在身边 。
关键期的陪伴非常重要，父母的陪伴是孩
子健康成长的第一道起跑线。

高质量的陪伴是一份精神的引领。 在
孩子成长过程中，空间上的距离并不意味着
我们与孩子心理上的疏远，用心的父母并不
因为时空的阻隔而忽略孩子成长。

在儿子傅聪离家留学波兰期间， 傅雷
10 年书信就是对孩子最好的陪伴， 最珍贵
的爱。 如今的网络时代，父母再忙也可以抽
出时间和孩子视频、语音交流，保持对孩子
日常的关注。

孩子需要父母陪伴，但并不代表父母不
要自己的生活，自己的工作。 父母和孩子是
两个独立的个体，各自都需要自身的价值，
责任不代表绑架，而在于父母陪伴的方法是
不是用心，是不是智慧。

高质量的陪伴是用心和孩子一起长大，
妥善安排好一切。 无论父母在哪里，都有一
种温暖一份懂得照进孩子的心田。

（据搜狐网）

培养孩子是父母

双方的事情， 任何一方缺
位都对孩子造成影响。近日提
请审议的 《江苏省家庭教育促
进条例（草案）》，以地方法规形
式明确提出， 父母一方任何
一方缺位， 都要承担法

律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