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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说文》中有言：“父，家长举教者。”从这句话，可

以看出从古代开始父亲在家庭教育中就扮演着非常重要

的角色。在孩子的成长中，父亲的教养有着不可替代的

作用。古时，蒙童初入私塾学习长辈的称谓时，“父亲”

一词排在首位。人们都说母爱似水、父爱如山。母亲的

性格特点，决定她们带给子女更多的是无微不至的关怀

与关爱；而父亲则是带给子女如大山一般坚定不移的责

任与担当。2021 年我国首次就家庭教育进行专门立法，

《家庭教育促进法》强调“父母承担家庭教育的主体责

任。”。父亲在儿童的家庭教养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也

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本文将阐述父亲参与儿童家庭教

育的重要性，提出在家庭教育中父亲参与存在的问题以

及根本原因，为促进父亲参与儿童家庭教育提出了相应

的对策建议，期望能提高父亲对儿童家庭教育的参与度，

促进儿童身心健康快乐成长，保障家庭和谐的氛围。

二、父亲参与儿童家庭教育的重要性

父亲参与儿童教育指的是父亲投入人力、物力以及

财力到子女的家庭教育和活动中，参与子女的行为、情

感、认知和道德等全方面的教养 [1]。儿童家庭教育中父

亲参与主要包括有 6 个重要作用：（1）促进孩子体能的

发展，从幼儿期到少年期，父亲对还在的体格发育速

度，有着巨大的影响。（2）促进孩子智商和情商的发展，

父亲是孩子智力和情感发展的催化剂。孩子在家里和父

亲在一起的机会越多，时间越长，孩子的智力和情商发

展就越发达。研究表明，父亲的陪伴对孩子智商和情商

的发展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2]。（3）促进孩子情感的发

展，父子间的交流、共同做游戏会引起孩子兴奋，激发

孩子的学习兴趣，从而培养孩子活泼、勇敢、自信等多

种心理品质。（4）有利于孩子社会性的发展，孩子和父

亲待在一起的时间越长，孩子的社交能力就会更强，且

更容易适应新环境。有研究表明，父亲参与教养与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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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幼儿的安全感程正相关 [3]，父亲的行为可以为孩子树

立社会榜样，使孩子富有自尊心，容易和他人友好相处

（5）对于儿童性别角色社会化有重要的作用：儿童与性

别有关的行为与父亲的教养是息息相关的，子女在与双

亲的交往相处中，学习集阳刚与阴柔两种美于一身、学

习如何与异性交往，可为孩子将来的人生，奠定良好基

础。（6）有助于孩子性格的完善，孩子在与父亲的接触

中，会在不知不觉中模仿和学习父亲热情宽厚、敢于冒

险、勇于坚持以及不惧困难等性格特征，这些性格特征

与孩子从母亲那得到的诸如关心、同情心、温和、善良

等品质潜移默化的结合起来，将有助于形成孩子较为完

善的性格特征。由此可以得出，父亲的参与对儿童家庭

教育来说是至关重要，是不可或缺的。

三、父亲参与儿童家庭教育存在的问题

笔者从事教师职业至今已有 10 余年，期间担任语文

教学工作和班主任工作。在教育教学和与父母、孩子的

日常接触过程中发现了下面几点家庭教育中父亲参与存

在的问题：

（一）父亲参与儿童家庭教育的观念老旧

当有的孩子在学校课堂表现不佳或者出现其他状况

时（例如没交作业、与同学发生矛盾等），教师如果给孩

子的父亲打电话沟通，往往都会得到一个出奇一致的回

答：“老师，您说的情况我知道了，但是孩子是他妈妈在

管，等我回去跟他妈妈说一说。”此外，在每个学期的

家长座谈会上基本上清一色来的都是妈妈。这些家庭的

观念仍受中国几千年来封建的家庭观念“男主外、女主

内”影响。在这些父亲看来，教育孩子的责任和担当理

所应当是由孩子的母亲承担。工作闲暇时间，父亲也往

往不会承担起自己对孩子的教养责任。有的父亲思想和

观念陈旧，尚未认识到在儿童发展中，父亲参与教养的

必要性和重要性。

（二）父亲参与儿童家庭教育的时间不够

通过调查发现，我国父亲参与儿童家庭教育的总体

表现不太好，父亲花费较少的时间来参与日常教养孩子

的活动。现代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使得父亲更多的承

担家庭的经济重担，父亲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在外打拼。

有部分的父亲表示自己基本每天或每周都会抽时间陪伴

孩子，但因为经济压力、繁忙的工作，其实他们与孩子

每周总的相处时间大致为 1-2 个小时，真正和孩子共同

游戏、互动、交流的时间更是短。有些父亲在家的时间

内，仍会忙于工作或是做一些自己感兴趣的事情，很少

花时间参与孩子的教养或是陪孩子玩耍。

（三）父亲参与儿童家庭教育的方式不科学

父亲参与的方式是指父亲在家庭教育中与儿童进行

的交流方式以及行为方式。经调查发现，有部分父亲虽

然理解科学育儿的概念，但他们仍然坚信“棍棒底下出

孝子”等传统观念，认为只有通过打骂孩子，才可以让

孩子听话，才可以让孩子养成习惯；有的父亲则是漠视

孩子的家庭教育，他们几乎不花时间管教孩子，坚持认

为“放养式”教育更能培养孩子自主独立，孩子同样可

以健康快乐的成长。大部分的父亲在教育孩子的时候，

没有认真倾听孩子的诉求，而是采取独断的行为，比如

面对孩子犯错的时候，没有花时间、耐心的和孩子沟通

交流，而是采取非打即骂的方式，这样会给孩子错误的

示范，可能会造成孩子心理扭曲。

四、造成父亲缺失儿童家庭教育的原因

（一）受传统思想的影响

受我国传统思想文化根深蒂固的影响，在我国大部

分家庭中，他们仍然主张“男主外，女主内”的生活模

式。这种家庭模式下，父亲外出工作赚钱，主要提供家

庭的经济来源，处理家庭外部的事情，而母亲则是负责

管理家庭内部的大小事务，包括照看孩子与老人、处理

家务等。因此，对于中国大多数父亲来说，作为一名好

父亲就是为孩子提供良好的经济基础，外加父亲的性格

特征决定他们可能没有母亲的细心，不会主动关心孩子。

所以，自然而然的母亲承担教育孩子的主力。父亲往往

是通过母亲来了解孩子的情况，有时间时偶尔给与孩子

一点点的关注。因此，导致父亲在孩子的家庭教育上的

缺失越来越严重。

（二）外界的客观环境

首先，受社会经济与环境的影响，导致很多农村父

母必须外出就业，因此，中国很大部分的儿童变成了留

守儿童，父母常年不在家，他们没有时间陪伴、教育孩

子，而是把孩子交由祖父母或是外祖父母进行教养。个

体发展最重要的时期是幼儿期，在这个发展关键期如果

缺失父亲的教育，对孩子性格的形成、今后人生的发展

等都有巨大的影响。其次，有些家庭父母离异，孩子母

亲获得抚养权、或是父亲因为某些原因死亡，不可抗拒因

素下，在这些孩子的成长中，父亲的教育可以说是为零，

父亲在家庭教育中的严重缺失，或造成巨大影响后果。

（三）父亲自身因素

父亲参与儿童家庭教育不仅是陪伴孩子，还应该教

导孩子。要想成为一名合格的父亲，就必须要对孩子采

取科学的教养方法，这是父亲应该做到的责任与义务。

但显然我国很多男性并没有真正的尽到父亲的责任和义

务。受我国传统文化等的影响，使得我国的大多数父亲

没有充分的知识储备来教育孩子。同时，家庭教育随着

社会的变化被赋予了时代新的内涵，教育方式、方法、

需要与时俱进。因此，要想成为一名合格的父亲，就必

须通过阅读、参加培训、积极交流等方式获取育儿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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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加强父亲参与儿童家庭教育的对策与建议

（一）从思想上充分认识父亲参与儿童家庭教育的重

要性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女性的地位也在不断的

提升，很多母亲走出家庭，外出工作，同时肩负着工作与

家庭的双份责任。父亲也不再是家庭里唯一的经济支撑。

但受传统观念的影响，使得一些儿童家庭教育中，父亲的

角色是虚化的、是模糊的。因此，家庭首先应该摒弃“相

夫教子”、“男主外，女主内”等传统老旧的思想。孩子成

长过程中，智商、情商、社会认知等都需要父亲与母亲共

同配合与参与。如果父亲不愿意或是没有分担教养孩子的

责任，就容易和孩子不亲近、产生隔阂，甚至可能影响整

个家庭和谐关系的培养。因此，父亲应该改变以往的观

念，深刻地认识到自身作为父亲应该承担的责任与义务，

意识到父亲参与教养对孩子的重要意义。父亲对于孩子的

教养不能敷衍了事，应该从思想上做出积极的改变。

要想家庭彻底的做出思想上的转变，还需要借助学

校和社会媒体的力量。首先，学校应该充分发挥积极的

引导作用，有意识有目的的要求父亲参与儿童的教育教

学，鼓励或明确规定父亲参加学校的活动（如家长会、

亲子活动、讲座等）。同时，学校还应该给孩子灌输父亲

角色重要性的思想，让孩子有事情主动的去找父亲，而

不是事事都依赖母亲。从孩子的角度让父亲关注到自身

在儿童家庭教育上也是缺一不可的存在。其次，应该运

用信息传媒的宣传、让社会各界提高对父亲参与儿童家

庭教育的关注度，转变整个社会的传统思想理念，营造

现代化“爸爸回家”的新环境，让“家庭教育也应该是

父亲的重要事业”等新观念深入人心。

（二）建构社会保障机制，保证与儿童的相处时间

中国国情下，出现了不少的留守儿童。这些留守儿

童长期没有父母亲的陪伴和教养。对他们的成长很有很

大的不利影响。为了保证孩子能够在家长身边长大，能

有父母亲的陪伴，首先，国家应该出台相关政策，鼓励

和支持家长将孩子带在身边，比如全国各地建立异地儿

童入学的保障机制，让农村儿童能够在异地顺利入学，

与当地的儿童一样，拥有同等受教育的权利。各地教育

局也可以多建设几所打工子弟学校，保障师资力量，确

保每一位打工子弟的孩子在异地能够有学上。保障机制

的作用下，可以切实减少留守儿童的比例，让这些孩子

能够得到父母亲连续的陪伴与教育。其次，虽然国家出

台了《家庭教育促进法》，但对于促进父亲参与家庭儿童

教育的力度还是不够的。比如应该建立法律法规，规定

父亲教育孩子的时间、每年给父亲一些陪伴孩子的法定

假期。从法律的角度上，规定父亲在儿童家庭教育应该

承担的义务和责任。此外，针对一些父亲因工作性质无

法教育孩子的问题，应该修订劳动时间等，限制工薪阶

层的工作时间，让他们能够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花费

在儿童的家庭教育上，保证与儿童的相处时间。

（三）父亲自身主动学习，提高教育参与能力

随着社会的发展，父亲参与儿童家庭教育中需要掌

握科学的教育方式，不能再对孩子进行非打即骂的传统教

育方法。父亲只有掌握了孩子发展的规律和特点，充分了

解孩子，学会采用正确的教育方法，才可以成为一名称职

的父亲。父亲要将参与儿童家庭教育作为促进孩子全面发

展，保障家庭和谐的社会课题引起足够的重视，要不断的

学习新的教育方式。首先，父亲应该养成阅读的习惯，平

时多读一些有关亲子教育、孩子成长等方面的书籍、报刊

等；通过阅读专业的文章，强化理论知识。另外，要随时

关注最新的教育信息，现代社会快速发展，父亲只有不断

的丰富与更新知识，才能更上时代的步伐与要求。一些文

化水平较低的父亲，可以通过多听育儿相关的有声书，同

样可以达到阅读的效果。其次，参加教育机构或是学校组

织的培训、线上观看专家的视频讲解、或是积极地与老师

进行沟通，通过专家专业性的讲解来提升自身的教育水平。

然后，可以和身边周围的其他父亲多进行交流，倾听他们

的育儿经验和方法。最后，社会的有关部门也可以为父亲

们提供一些亲职教育的支撑服务，比如开设专门的父亲学

校、讲授父教课程等，让父母共同参与到子女教育当中。

六、结束语

综上所述，面对儿童家庭教育中“父亲缺失”的问

题，本文提出了 3 点对策，首先，父亲在家庭中所扮演

的角色不应该只是家庭经济方面的供应者，应该从思想

上转变传统观念充分认识父亲参与儿童家庭教育的重要

性。社会各界应该加大对父亲参与儿童家庭教育的关注

度，积极呼唤缺位的父亲教养能早日“回家”。其次，在

家庭教育中，应该建构社会保障机制，引导父亲们强化

自己的家庭教育责任，尽可能多地陪伴孩子。此外，教

育孩子也并非“小儿科”，同样需要一定的能力和技巧，

父亲们应及时充电学习，与专家。周围其他的父亲积极

交流。以期能提高父亲教养的参与度，促进儿童身心健

康快乐成长，并具有一定教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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