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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教在青少年健康成长中的重要作用
◎ 扈秀梅 1 王玉梅 2（1. 山东省淄博市周村区教育和体育局，淄博 255300；2. 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教育

中心，淄博 255300）

摘要：父亲的教育和陪伴对孩子的发展具有独特的价值。父教是男孩阳刚之气的来源，是女儿未来幸福的源泉，

父教的参与还可以降低母亲的教育焦虑。当代中国家庭中，父亲的陪伴和教育严重缺失，从小到大教育和管理孩子的

主要是母亲，父亲则更多忙于工作和应酬。科学的家庭教育和陪伴是一门学问，父亲要有 “让有限陪伴发挥无限教育

能量”的方法和决心，通过“紧一紧”“蹲一蹲”“抱一抱”，让父教不再缺席孩子的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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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孩子成长过程中，母亲的

作用很重要，因为“推动世界的

手就是推动摇篮的手”，“一个好

母 亲 就 是 一 座 好 学 校”。 母 亲 的

作用固然重要，父亲在孩子成长

中的作用同样应该受到重视。《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家 庭 教 育 促 进 法》

第 二 章 第 十 七 条 明 确 规 定，“ 未

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实

施 家 庭 教 育 …… 应 当 共 同 参 与，

发挥父母双方的作用”。

美国父亲角色研究专家泰克

教授发现，人的发展有两个方向：

一是亲密性，如慈爱、宽容、合作

等；二是独立性，如勇敢、坚强、

责任等。 男性与女性的个性差异

是相辅相成的， 母亲在培养孩子

亲密性方面有天然优势， 父亲在

培养孩子独立性方面有天然优势，

父教意味着监督与规则， 也意味

着权威与可信赖性， 在没有父亲

参与的情况下， 孩子往往缺乏规

则教育与必要的监督； 当遇到难

题需要帮助时， 孩子往往会缺乏

一个可以信赖与参照的权威与榜

样。综上，父亲的教育和陪伴对孩

子的发展具有独特的价值。

一、 父 教 在 孩 子 的 成 长 中

不可或缺

( 一 ) 父教是男孩阳刚之气的

来源

当 今 社 会 一 个 非 常 值 得 警

惕的现象就是男孩的阳刚之气日

渐丧失。笔者曾经给一个小学一

年级男孩做“房树人”的绘画投

射心理测试，他画中的“人”是

一个小女孩，很明显这个男孩对

自己的性别认知出现了偏差，并

且这个男孩在言行举止上表现出

了非常明显的女性气质。部分教

师也反映，在他们的班级里，一

些男孩喜欢表现出一副娇弱的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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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做起事来扭扭捏捏，还经常在老师和同学面前

撒娇。是什么造成了这一现象？父教的缺失是重要

原因之一。刚刚提到的这个男孩，他的主要抚养人

是妈妈和姥姥，爸爸也天天回家，但极少参与孩子

的教育，回家后不是看手机就是打游戏。

心理学研究指出，一个星期内接触父亲达六小

时以上的男孩，他们长大后所从事的活动更开放，

更具有进取精神，也更愿意去冒险；男孩在四岁前

如果缺少父亲的陪伴， 会使他们失去雄心和攻击

性，在性别角色中倾向于女性化。加上现在的幼儿

园、小学的教师都以女性为主，也是引发男孩危机

的一个重要因素。男孩在成长过程中会有意无意地

模仿父亲的行为，从而形成鲜明的男性性别特征。

父亲在陪伴孩子的过程中，实际是为孩子提供了一

种男性的榜样和行为模式，男孩往往把父亲作为未

来发展的模型去模仿。所以，要想让男孩更具阳刚

之气，父亲的教育和陪伴必不可少。

（二）父教是女儿未来幸福的源泉

父教对男孩很重要，对女孩也同样不可或缺。

家庭教育是否成功的衡量标准之一是将来孩子的

婚姻是否幸福，而一个女孩的婚姻关系模板往往来

自她与父亲的关系。笔者曾接触过这样一个女孩，

她从小就频繁受到父亲的打骂，她恨透了父亲，只

想快快长大早点儿脱离父亲的魔掌，但令人非常意

外的是，最后她却找了一个像父亲一样喜欢暴力的

丈夫。

难道她有受虐倾向吗？并非如此。暴力的父亲

会造就一个充满恐惧和缺乏安全感的女儿，她会急

切地向外寻求保护。 这类女孩往往会早恋或者早

婚，去寻求自己生命中的另一个保护伞。出于内心

的不安全感，在现实当中她会找一位看上去比较强

悍的男性，希望能从他的身上找到在父亲那里未能

获得的安全感和依赖感。但是在真正与这类男性接

触当中， 这个女孩又会不知不觉地在两人之间营

造一种她最熟悉的感觉， 就是她与父亲之间的感

觉——打与被打，因为这种感觉她最熟悉，这种熟

悉的感觉维系着女孩与丈夫的日常关系。

女孩对男性的认识往往是从父亲开始的，早期

的父女关系往往是女孩处理异性关系的模板。父亲

对女儿的影响从童年一直延续到成年，女儿往往从

父亲身上的男性品质中寻找未来生活的参照，在寻

找恋爱对象时，会有意无意地把目光聚焦在那些与

父亲相像的异性身上。父亲是否陪伴女儿，以及在

陪伴女儿的过程当中给她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决定

着女儿未来的婚姻是否幸福。

（三）父教可以降低母亲的教育焦虑

当今社会，在很多家庭中，孩子的教育和管理

几乎由母亲全权负责，而大多数母亲也要忙于工作，

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如果没有人可以分担和商量，

特别容易陷入焦虑。一个焦虑的母亲的存在，对孩子

对家庭来说都不是一件好事，而如果父亲与母亲的

教育与陪伴同时并存，那会是一种有效的平衡与纠

偏机制，可以互相补充，防止家庭教育走向极端。

一 位 母 亲 发 现 儿 子 作 业 潦 草、 错 误 很 多， 不

禁怒火中烧，要去训斥正在外面玩耍的儿子。恰恰

此时父亲回来，两人一起看了作业，客观地讨论了

一下，发现错误率并没有那么高，做对的题目也不

少。父亲还幽默地说：“试卷太简单，儿子没好好

做而已。”  

这位母亲焦灼的情绪一下子被抚平了，找孩

子 算 账 的 念 头 也 消 退 了。 父 亲 的 在 场， 既 提 供 了

一个容器帮母亲分担了焦虑情绪，又把她拉到相

对 客 观 的 距 离， 化 解 了 一 场 亲 子 危 机。 二 元 关 系

会 互 相 贴 合， 三 元 关 系 则 会 互 相 制 衡， 变 成 一 个

有 空 间 的 三 角 形。 家 庭 中， 父 亲 的 重 要 作 用 是 撑

开 母 子 关 系， 让 母 子 关 系 不 至 于 坍 塌。 母 亲 的 天

性是靠近，父亲的功能是分离。父亲的在场，能把

母子从精神上分开，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母亲和

孩子。

二、父教现状

在当代中国家庭中，父亲的陪伴和教育是严重

缺失的。笔者从事青少年心理健康工作十余年，在

心理咨询工作中发现，有 95% 以上的案例都是母

亲首先打来电话或陪孩子来做咨询；来访的大多数

青少年反映，从小到大教育和管理自己的主要是母

亲，父亲则忙于工作和应酬。

一个四年级男生考试时作文一个字都没有写，

成绩下滑，被妈妈带来咨询。在与笔者的交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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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生说那次作文的题目是“我的父亲”，而他父亲

很 少回 家， 好 不容 易回 家 一次， 对 他 不是 打就 是

骂，因为父亲最关心的是他的成绩，在父亲眼里他

的成绩总是很差。 男生说他盼着父亲回家又害怕

父亲回家，心里有说不清的滋味，那篇作文他不想

写，更不知道该怎么去写。

一名高中男生父母离异，他从小学三年级起就

再没见过父亲，在给父子关系打分（0~10 分）的时

候说：“我们之间没有什么关系，也就没有什么分，

如果非要打一个分的话， 那就是负分，-10 分！” 

一名初中女生在谈到自己的父亲时说：“我印象中

的爸爸一直在家里的电脑桌前打游戏，我对他没有

太多感受。”《2017中国家庭亲子陪伴白皮书》显示，

在当代中国家庭中，父亲对孩子的陪伴和教育严重

缺失，父亲陪孩子时间较多的家庭仅有 13%。

网络辩论节目“奇葩说” 有一期的辩题是：“爸

爸如果每周陪伴孩子低于 12 小时，就被取消爸爸

称号，你支持吗？”孩子们的答案异常一致——不

愿意，理由是“他是我的爸爸，爸爸工作辛苦太不

容易了”。有的孩子直接回答：“我不支持，因为我

不敢， 我怕如果爸爸做不到， 我就没有爸爸了。”

孩子们的话令人心酸。在此，笔者呼吁父亲们在孩

子还需要你、想接近你的时候再靠近孩子一点儿。

山 东 济 南 舜 耕 小 学 在 2011 年 组 建 了 家 长 委 员 会，

最初的想法就是借家委会组织起所有的父亲来，让

他们以各种形式参与到孩子的教育当中， 呼唤父

爱，呼唤父亲归位。

三、父亲如何做好陪伴

科学的家庭教育和陪伴是一门学问。 它不以

朝夕相处为标准，更不局限于某一种形式。父亲要

有 “让有限陪伴发挥无限教育能量”的方法和决心，

让父爱不再缺席孩子的童年。

（一）紧一紧，让时间有保障

忙于工作和应酬的父亲，可以尝试提高你的工

作效率，向工作里的每一分钟要效率，避免拖延和

闲聊，下班后推掉那些不必要的应酬和娱乐，能通

过电话谈的事就减去无谓的见面，时刻记得家中的

孩子需要你。尤其是年轻的父亲，要高度重视孩子

的早期教育，千万不能借口工作忙而忽略对孩子的

教育与陪伴。

珍惜早上时光，早起做功课。父亲们要记得孩

子最活跃和心情最好的时间是早上，如果父亲们

能早些起床，与孩子一起吃早餐，一起聊天，送他

上学，那将会让孩子一整天的心情都是愉快的。同

时，父亲要安排好时间按时参与曾承诺孩子的事，

如参加孩子学校的亲子运动会、孩子的演讲比赛、

班级家长活动等，你的参与对孩子来说是爱、是重

视。建议父亲们把这些重要活动日标记在日程表

里，时刻提醒自己，这样就不会因为工作忙忘了而

留下遗憾。

此外，还可以进行 “时空重叠”，即利用寒暑

假时间，邀请孩子参与你的工作，在工作中培养亲

子感情，开阔孩子的视野，树立父亲正面的形象。

笔者认识一位长途汽车司机林师傅，他多次利用寒

假带着女儿跑长途，路上大雪纷飞，车出了毛病，

他用了一个多小时修车， 眉毛和胡子上都挂满了

霜，手也被冻裂了，女儿提着灯一直陪在他身旁。

父亲坚忍不拔的精神给女儿做了很好的榜样，读大

学期间，女儿不要父亲一分钱，靠自己打工和挣奖

学金完成了所有学业。

（二）蹲一蹲，让父教有质量

在家庭教育中，父亲们喜欢把自己放在权威的

位置上，忽视孩子的想法和感受，更未想过要把自

己和孩子放在同一高度去沟通和交流。“蹲下身子”，

既指从内心放下父权的高高在上， 又指真正蹲下

来，视线跟孩子保持同一高度，让孩子感觉与父亲

之间不单是家长与孩子的关系，还是彼此要好的朋

友和伙伴。父亲“蹲下身子”，从孩子的高度与角

度来看世界，就会发现成人世界里有许多需要修正

的地方，就会在洞悉孩子心理的同时，让孩子感受

到父亲的信任，获得内心的满足。

一个初三女生因为没有较强的学习动机在父

母 的 陪 同 下 来 咨 询。 女 生 成 绩 在 班 级 前 十 名， 父

母都是教师，对女儿要求极高。尤其是父亲，在学

校 任 政 教 处 主 任， 回 到 家 往 往 很 难 转 换 角 色， 对

女儿像在学校管理学生一样，要求女儿时时处处

高效、有序。疫情居家 24 小时跟女儿在一起，“负

责任”的父亲发现了女儿的一大堆问题：作业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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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慢，每天晚上都要写到 12 点；早上起不来，叫

三 遍 还 不 出 来 吃 饭； 听 网 课 效 率 低， 总 爱 眼 望 窗

外， 心 思 都 不 知 道 飞 到 哪 里 去 了； 没 有 学 习 紧 迫

感，马上就要“小中考”了，还整天不紧不慢；偏

科 严 重， 政 治、 历 史 不 及 格， 全 凭 语 文、 英 语 提

分……于是网课期间，家里经常充斥着父亲大声呵

斥、女儿反驳和哭泣的声音。咨询中，女孩说父亲

每天的“挑刺”让她很不舒服，让她感觉总是被监

视，没有自由，在家比在学校还压抑，不分青红皂

白的斥责更是让她觉得委屈。父亲总是摆出一副

高高在上的“政教主任”的样子和一副瞧不起她

的 样 子， 不 给 她 任 何 分 辩 的 机 会， 让 她 感 觉 一 点

儿 自 尊 都 没 有。 她 不 喜 欢 和 父 亲 在 一 起， 甚 至 拒

绝跟父亲一起来咨询。

初中生已踏入青春期， 自我意识觉醒呼唤他

们要做独一无二的自己，这时候的孩子最不喜欢父

母对自己指手画脚、吆来喝去。案例中的这位父亲

没有“蹲下身子”——在家没有及时转换角色，没

有放下政教主任的架子，没有真正理解青春期孩子

的内心需求，没有站在女儿的角度去考虑女儿的感

受。所以，虽然他的一切言行均出于爱，效果却南

辕北辙。

（三）抱一抱，让父教更暖心

美国语言学家艾伯特·梅瑞宾研究发现，人与

人之间的沟通，7% 通过语言，93% 是通过非语言进

行的，沟通的效果 =7% 语言 +38% 的声调 +55% 的

肢体语言。对于孩子来说，肢体语言比口头语言更

有力量，而拥抱是最柔软、最有力量的沟通方式。肌

肤之亲是人类的一种基本需求，常被拥抱和亲吻的

孩子，比那些长期被冷落在一边且无人碰触的孩子

更容易发展出健全的感情生活。在拥抱的时候，身

体会释放出一种激素——内啡肽，这种激素能够使

人平静下来，产生幸福感。

有人曾经做过一个关于“ 父亲的拥抱” 的调

查，最后的结果是，父亲拥抱孩子后孩子会更有安

全感，父亲的拥抱对孩子来说，意味着温暖，更意

味着认可。卡尔·威特说：“孩子有时候希望在心

理和情感上保留一些自己的空间，在他感情波动很

大，非常需要安慰而不是提问时，在这些时候，我

会拥抱、抚摸儿子，传达给他沉默而温暖的信号。”

有时候毋庸千言万语，父母的一个拥抱就可以治愈

孩子心灵上的创伤。

在孩子年龄尚小的时候， 大多数父亲喜欢把

孩子搂在怀里呵护有加，随着孩子长大、长高，父

亲抱不动了，觉得孩子不再需要拥抱了，于是就收

回了自己的臂膀和胳膊。如果说小时候的孩子和父

母是一棵连体树的话，那么进入青春期的孩子正在

和父母走向分离，渴望成为一棵独立的树。精神上

的分离与独立是必须的，但心理和身体上的联结就

此断开的话，尚未完全成人的孩子的内心会产生强

烈的孤独感，这种孤独感会结成一张网，密密实实

地隔离在父母和孩子中间，亲子之间可以望得到彼

此，却无法触摸和拥抱，这也是青春期孩子叛逆的

原因之一。

所以， 建议父亲在孩子早上起床、 放学回家、

晚上睡觉时，给孩子一个安心的拥抱；在孩子生病、

失败、害怕、紧张时，给他一个支持的拥抱；在孩子

进步、成功时，给他一个赞赏的拥抱。中国人表达情

感向来含蓄，不善于用太多亲密的肢体语言传达自

己的感情，尤其是父亲。如果你是一位父亲，你还记

得最近一次拥抱你的孩子是什么时候吗？

英国著名文学家哈伯特曾说：“一个父亲胜过

一百个校长。”美国前总统奥巴马曾在一份声明里

说：“身为两个女儿的父亲，我知道，作为一名父

亲是任何一个男人最重要的工作之一。”每个父亲

都深爱着自己的孩子，为了孩子的健康成长，为了

让孩子有一个更好的未来，父亲们有必要担当起自

己的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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