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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理学家荣格说：“母亲是一个可以给予孩子细腻温
柔和悉心保护的角色，而父亲身上特有的果敢和威严等
‘男性力量’，则会给孩子一种别样的支持，成为孩子走
向世界的过程里必不可少的养分。”大量研究结果也表
明，父亲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具有许多母亲所不能替代
的、独一无二的优点。总体来说，父亲教育对孩子的成长
有以下特点：
　　一是可以促进儿童的个性形成。马里兰大学布莱克博
士认为，父亲的言行举止具有巨大的影响力，尤其对于那
些缺少陪伴的孩子来说，可能会导致内向、孤独、忧郁、
多动、任性等一系列不良的心理和行为问题；而父亲对孩
子的喜爱程度还可以对孩子的认知、情绪和行为起到正向
的作用。
　　二是促进儿童的智力发展。美国耶鲁大学的一项长期
追踪研究结果表明，从小有父亲参与陪伴和教育的孩子，
其智商水平更高，平均学习成绩也更好。
　　三是提供性别角色示范。与父亲接触时间较多的男
孩，他和别人的相处会更融洽，且会更具有上进心和冒险
精神。
　　四是促进儿童的道德发展。美国心理学专家在归纳研
究暴力犯罪者的犯罪原因时发现，大多数暴力犯罪者的成
长环境都是缺少父亲的参与，可以看出，父亲对孩子道德
品质的形成与培养起着关键的作用。

父爱，不可或缺

  父爱如山。大量研究
结果表明，父亲的陪伴在
孩子的成长过程中，具有
独一无二的作用。也许，
受传统文化和社会角色定
位的影响，父亲历来都有
着较为“严肃”的形象，
与孩子的关系不像母子关
系那么亲密。而且，孩子
从出生到成年，正是父亲
事业的拼搏期和上升期，
如何在工作和育儿中找到
平衡点，这需要智慧。也
有一些特殊的家庭，父亲
因为各种不可抗因素，
“缺席”了孩子的成长阶
段。值此父亲节之际，我
们一起来重新认识父亲，
重新认识父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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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亲在特殊岗位或外出务工不陪伴在身边≠父亲不
爱你
  父亲的积极参与和陪伴，在生活中是非常理想的家庭
教育模式，但现实中存在很多不可抗力因素，比如父亲在
特殊岗位或外出务工，不能时常陪伴在孩子身边。父亲该
如何让孩子理解“不陪伴在身边≠父亲不爱你”呢？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学生发展指导中心负责人林佩
珠建议，父亲不能时常陪伴在孩子身边，最关键是要和孩
子沟通。“父亲或其他家里人要跟孩子沟通，让孩子清楚
地知道父亲去哪儿？去干什么？什么时候回来？而不是不
知所踪、不明所以。如果父亲的行踪变成迷雾，就容易让
孩子解读成‘爸爸不爱我了’‘爸爸不要我了’，进而转
变成‘我是一个不值得被别人喜欢的人’，这对孩子会产
生伤害。”
  林佩珠表示，父亲高质量的陪伴不应拘泥于时间和空
间，关键在于真诚和用心，胜在高质量。“如果条件允
许，父亲可以和孩子约定，在相对固定的时间（比如每周
六）和孩子通电话或视频聊天等，固定的时间出现可以让
孩子安心。另外，和孩子在一起的特殊亲子时光也很重
要，所谓的特殊亲子时光就是只专注陪伴孩子一人或父亲
和孩子一起经历一些事情。比如，常年在外务工的父亲休
年假回到家里，单独与孩子外出吃一次饭；或者去散一次
步、爬一次山，陪孩子做他喜欢的事情等。这种特别的安
排时间不用很长，也许就半个小时或一个小时，但足以让
孩子感受到父亲对自己的在乎和关爱”。
  林佩珠指出，在一些特殊岗位的父亲也可以跟孩子分
享自己的故事，进而让孩子产生理解或敬佩，让父亲的价
值观和品质对孩子产生积极正面的影响。“有些父亲是警
察，可能有英雄事迹；有些父亲在平凡岗位，也会有让人
敬佩的事情，那么可以以讲故事的方式和孩子分享，让孩
子走进父亲的内心，彼此会有更多的联结”。
  ●父母离异，陪伴缺席但父爱不缺席
  还有一类特殊的家庭——— 单亲家庭，父母或离异，孩
子常年跟母亲生活；父亲或者因故去世等。这类父亲“缺
席”的家庭，孩子该如何面对？
  林佩珠指出，每个孩子健康茁壮成长，都需要满足他
们的三大需求：自主感、胜任感和归属感。“不管结构健
全的家庭，还是离异家庭或重组家庭都一样。结构健全的
家庭也不一定就有和谐的家庭氛围和健康的亲子关系，单
亲家庭也不一定就没有。关键在于父母的教育理念和亲子
相处方式是否能满足孩子的这三大需求。”
  林佩珠建议，离异家庭亲子关系有些点需要特别注意：
  1. 不要讲对方的坏话，因为孩子既有爸爸的部分，也
有妈妈的部分，否定了对方，相当于否定了孩子的这一部
分。不要拉孩子加入自己的阵营去对抗另一方，因为孩子
天生是对父母忠诚的，孩子加入你，就意味着背叛了另一
方，若不加入，就意味着背叛了你，这会让孩子很为难、
很割裂、很痛苦。
  2. 父母照顾好自己，过好自己的生活，管理好自己的
情绪。孩子天生希望自己的父母幸福，你过得好，孩子也
有了榜样的力量，也不会背上不必要的情感负担。
  3. 妈妈对孩子要有合理的期待，不要为了证明“孩子
跟我在一起比跟你在一起好”或面子，而对孩子有不切实
际的期待和要求。
  “妈妈不需要强调孩子的单亲身份，照常对待即可，
多一点好奇倾听、多一点耐心关爱、多一点引导帮助。爸
爸虽然不是每天都跟孩子在一起生活，但是可以高质量地
陪伴，比如有固定的见面时间。”林佩珠说。
  ●父亲去世，以孩子能听得懂的话语体系和孩子坦诚
分享
  对于父亲去世的家庭，孩子该如何面对呢？林佩珠表
示，家庭成员缺席而没有被告知，这样的伤害远大于坦诚
相见给孩子带来的伤害。“所以，家庭中已经产生的伤害
性事实要以孩子能听得懂的话语体系和孩子坦诚分享。”
林佩珠建议，告知孩子父亲去世的信息要遵循以下原则：
  1. 清晰呈现事情的脉络。例如，对于父亲生重病即将
离世，应该告知孩子“爸爸得了一种病，可能要离开你去
另一世界，那时我们就不能见面了，我很舍不得你，不想
离开你，但我们有时候没办法阻止自然规律，我知道你现
在很难过，也很害怕，我也怕，但我不会失去你，你也不
会失去我，我们将换另一种方式生活”。
  2. 理解孩子面临失去时所产生的情绪，例如哭泣、愤
怒、抑郁、消沉、害怕等，接纳他暂时处理情绪的方式，
如不想吃饭或上学等，给他时间和空间去消化情绪。
  3. 举行必要的仪式和父亲告别，留一些孩子需要的纪
念物。
  4. 父亲虽然去世，但父亲的精神和对孩子的爱不会消
失，家里人可以和孩子分享孩子父亲生前的故事，让孩子
走进这些故事，进而产生对父亲的理解或敬佩，让父亲的
价值观和品质对孩子产生积极正面的影响。据《羊城晚报》

如果父亲“缺席”，该如何面对？

  孩子在不同的年龄段，对父亲有着怎样的需求？父亲
如何真正参与到孩子的养育和教育中去呢？汕头市鮀滨职
业技术学校心理教师、汕头市中职心理健康教育教师工作
室主持人吴坤婵表示，在孩子不同的成长阶段，父亲的角
色侧重点各不相同（如下表）。

  吴坤婵建议，父亲在参与孩子的养育与教育中，还需
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1. 父亲是重要的“合伙人”。在教养孩子上，父母
是“合伙人”，是“队友”，父亲是孩子成长中的“重要
他人”，而非仅仅是母亲的补充或者支持者、协助者。
  2. 需要花更多时间陪伴孩子。可能是家庭分工的原
因，可能是职业特点使然，也可能是性格差别的缘故，总
之，爸爸虽然主观愿意参与到孩子的成长中，但苦于找不
到合适的方式，并美其名曰“不会表达爱”。
  事实上，投入实实在在的时间，在孩子成长的活动中
“在场”，便是很好的爱的表达。与孩子一起运动、游
戏、阅读，而不仅仅是“我们一起来看看妈妈在干什
么”……以“活动”为媒介，父爱的表达会更具象。
  3. 高质量的陪伴来源于专注。“物理在场”的陪伴
的下一个目标，就是高质量的陪伴了。
  如果经常做不到专心陪娃的父亲，可以给自己限定某
个时间，哪怕是以20分钟为单位，进行自我管理。在这20
分钟里，把手机放一边，专注在亲子互动中，从小处做
起，慢慢提高陪伴的质量。
  4. 良好的父子关系更为重要。尽管有研究表明，父
亲的性别角色在养育孩子中有着重要作用，父亲的参与意
识、关怀陪伴和教养方式对孩子的行为表现具有正向的促
进作用。但是，研究也发现，在对孩子的影响方面，父亲
与母亲在教养方面的相似性多于差异性，父亲的教养特征
要比父亲的男性特征更为重要，其中，父子间良好的亲密
关系更为重要。无论哪个阶段，良好的父子关系，都是孩
子最需要的“父爱”。

年龄段 父亲角色 主要职责

1岁以前 “抚养者”

1岁半到3岁 “安全员”

3岁到6岁 “玩伴”

6岁到12岁
“教练”

“陪跑者”

青春期 “朋友”

  参与到婴儿的日常照护之中，包括换尿布、喂

食、哄睡等。同时，通过抱抱、亲亲等身体接触以

及对婴儿哭啼的及时回应等，为孩子提供情感上的

安全感。

  在安全范围内，陪伴、鼓励允许孩子做力所能

及的事情，并给予积极的反馈，以慢慢培养孩子的

自信心。

  通过跟孩子一起游戏、运动来陪伴孩子。其实

这对爸爸来说，也是一件回到童年、感受童趣的幸

福时光。

  能给孩子提供具体的支持和帮助，帮助他适应

学习和人际。

  这个时候的爸爸，更多的需要当一个倾听者，

给予孩子足够的尊重，把孩子当成一个“大人”去

尊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