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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在家庭教育中父亲教育缺失的探讨
胡高源  胡晶晶

浙江外国语学院，杭州

摘  要｜近年来，关于父亲教育缺失而引发的问题不断显现，父亲教育的重要性也不断为人们所认知。在孩子的成长

过程中，父亲是一个不可替代的角色，会对孩子的心理健康、人际交往等方面都产生重要的影响。本文分析

了父亲角色的重要性、父亲教育缺失的原因并提出了几点对策。

关键词｜父亲教育缺失；父亲角色；心理健康

Copyright © 2024 by author (s) and SciScan Publishing Limited
This article is licensed under a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Non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家庭教育是指在家庭生活中发生的，以亲子关系为中心、以培养社会需要的人为目的的教育活动［1］。

家庭教育是人来到这个世界上接受的最初的教育，可以说是人生中的第一课堂，对人的身心健康发展以

及三观形成都具有深远的影响。在家庭教育中，父亲和母亲负有不同的责任与义务，各自在孩子的健康

成长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

在传统家庭中，母亲一般承担着照顾孩子的日常生活、提供孩子的情感支持、关注孩子的情感需求、

培养孩子良好习惯的责任；而父亲则负责为家庭提供存在的物质保障和基础、为孩子提供人生规划指导

等。传统的中国家庭分工模式是“男主外，女主内”，且仍然是目前中国社会家庭的主流分工模式［2］。

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与女性意识的觉醒，有越来越多的女性投身职场追求个人价值的实现。因此，社

会与家庭都需要父亲转变身份，承担起更多陪伴和教育孩子的责任。父亲和母亲在家庭教育中扮演的角

色有所差异，但是均对孩子的成长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家庭中父母协同育儿既符合社会发展变化的

需要，也更有利于孩子的健康成长。

近年来，随着父亲教育缺失而引发的问题更多地进入人们的视野，人们开始关注父亲教育缺失这一

现象以及其衍生的问题，同时对于父亲教育重要性的认识也不断加深。父亲教育缺失的现象表现为父亲

参与孩子的教育少、与孩子沟通交流少、与孩子之间存在隔膜等，父亲教育的缺失则会对孩子成长的方



关于在家庭教育中父亲教育缺失的探讨2024 年 2 月
第 6 卷第 2 期 ·181·

www.sciscanpub.com/journals/pc	 https://doi.org/10.35534/pc.0602020

方面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1  家庭教育中父亲教育缺失的影响

父亲在孩子成长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父亲教育对于孩子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在许多方面都对

孩子有重要影响，其中在认知水平、心理健康、人际交往方面的影响尤为显著。

首先，父亲教育对于孩子认知水平的提升具有较大帮助。父亲在理性思维认知、逻辑推理、判断能

力和操作能力等方面具有优势，在陪伴孩子的过程中可以促进孩子孩子想象力的发展、创新意识的萌芽

等［3］。耶鲁大学曾对上千名儿童进行了一项长达 2 年的跟踪调查，结果发现由父亲带大的小孩更加聪明、

更加富有创造力。父亲的陪伴能够促进孩子大脑神经元的生长、使智力得到较好的开发、激发孩子的潜能，

对孩子的认知水平提升具有重要作用。根据认知发展理论中的“最近发展区”概念，若在儿童的认知发

展关键期缺乏父亲的陪伴与教育，其相应的能力无法得到良好完善的发展，且无法在日后的教育中弥补。

因此，父亲教育的缺失会导致儿童的某些能力无法得到及时的培养，而使认知水平受到影响。

其次，父亲教育会对孩子的心理健康产生影响。缺少父亲的陪伴会导致孩子缺乏安全感、变得敏感

脆弱，且容易在情感上产生障碍，具体表现有行为古怪、性格乖张、内向胆小、易受挫、自尊心低下、

压抑焦虑等。上述表现被称之为“父爱缺乏综合征”，即孩子在成长过程中没有得到父爱或父亲没有参

与子女的教育而导致子女在生理、心理上产生的不良状况［4］。长此以往，甚至会间接导致孩子出现自残、

抑郁、厌学等症状和行为。相比之下，在成长过程中有父亲陪伴的孩子通常表现为更具有自信心、能够

正确抒发自己的情感、拥有较高的自尊与自我认同、拥有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等。总体而言，在父亲充

分陪伴下成长的孩子情绪稳定、能够及时排解消极情绪；能够正确认识自己、不自傲也不自卑；同时拥

有建立良好人际关系、尊重和理解他人、与他人和谐融洽相处的能力。

最后，父亲教育的缺失还会导致孩子对性别角色的认同出现偏差。Biller 的研究表明，父亲教育对

孩子的性别角色定位有显著影响：相比父亲教育缺失的男孩，在完整家庭中成长的男孩表现出更多的男

子气概；同时他还发现，如果儿童在四岁前就缺失父亲教育，其性别角色定位的发展表现出更为显著的

不良［5］。此外，父亲作为榜样，对于孩子的性别意识形成具有独特作用。在家庭教育中，父母的形象

就是儿童最初性别意识形成的来源，如果缺少了父亲的陪伴，就缺少了认同和模仿的榜样。研究表明，

5 岁之后缺少父亲教育的女性，难以了解男性的特征与两性差异，并且在青春期与异性交往的过程中表

现出焦虑，在选取交往对象的时候也会倾向于选取年长的男性以寻求安全感；12 岁之后缺少父亲教育的

男性，由于缺少榜样的引导，会缺少阳刚之气、变得敏感软弱、缺少责任心和担当［6］。上述研究均表明，

父亲教育会对孩子的性别认同产生重要影响。

2  在家庭教育中父亲教育缺失的现状 

父亲教育缺失主要包括完整家庭的父亲教育缺失、单亲家庭的父亲教育缺失和留守家庭的父亲教育

缺失。第一种在当今中国的社会中表现最为普遍，父亲明明是存在的，但是并未发挥出在教育孩子方面

的作用。有调查显示，有一半以上的家庭父亲在子女教育中缺位［7］，且有相当的父亲在日常生活中陪

伴孩子极度不足［8，9］。第二种是由于离婚率上升而出现的，近年我国离婚率一直呈现上升的趋势，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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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年的 0.96% 上升到 2020 年的 3.1%［10］。第三种在农村家庭比较常见，是由于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

进程加快而导致的，2021 年我国小学、初中阶段农村留守儿童共计 1198.65 万人［11］。

有调查显示，50% 的父亲每周陪孩子的平均时间不足 5 小时，每天跟孩子的有效沟通时间不超过

6 分钟。父亲每周与孩子的交流时间不足，那么父亲对孩子的生活情况会了解不足，会逐渐导致亲子关

系不好。参与孩子的教育不够充分，对孩子的学习情况了解不充分，会导致父亲这一角色逐渐淡出孩子

的视野。由于母亲一直在承担者教育孩子的责任，父亲几乎没有教育孩子的机会，这会使得父亲在需要

以身作则或者进行教育的时候会失去威信，对孩子的教导不能起到理想的作用。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于

2005 年发布的《当代中国少年儿童发展状况调查》的数据表明，在少年儿童心中，父亲在情感、尊重、

陪伴、亲密等多个方面的地位不如母亲［12］。

3  父亲教育缺失的原因分析

造成父亲在家庭教育中缺位的原因既有来自社会观念层面的影响，也有来自个体自身认识的限制，

下文将主要从社会、个体和现实因素三个方面来具体展开论述。

从社会角度来看，传统的家庭观念是男性负责赚钱养家，女性则留守家中负责家务和教养子女，导

致“男主外女主内”的分工模式仍在中国家庭中占据主导。现今社会，很多女性回归职场、追求自身价

值的实现，但男性的角色分工与定位依然是工作挣钱，而不是承担家庭内部责任。社会对于男性的期望

和要求也仍旧侧重于社会责任而非家庭责任，由此导致许多男性家庭教育责任意识淡薄。因此，在这样

的社会影响下，父亲在孩子教育中的缺位就不难理解了。

父亲教育的缺失同样也包含一些个体因素。一部分男性并没有做好当父亲的准备，在身份转变上并

没有将自己视为一个父亲，缺少教育意识与责任意识，并不会主动承担起教育孩子的义务而是将其丢给

母亲或者是隔代长辈［13］。有些父亲个人素质不高，缺少正确的教养方法，在教育过程中碰壁之后于是

放弃对孩子进行继续教育。此外，也存在某些母亲在家庭中过于强势，剥夺了父亲教育孩子的权利的情

况存在。

从现实因素来看，当今社会随着离婚率升高，由于夫妻离异造成的家庭教育缺位现象变得更为普遍。

此外，一些丈夫因为工作原因和妻儿分居，因此无法教育孩子，或者是因为父亲工作压力大，平时抽不

出时间陪伴孩子也会导致父亲教育的缺席［14］。

4  建议

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父亲这一角色的重要程度并不亚于母亲。若想要改善当前父亲教育缺失这一

现象，需要社会各方和个体的共同努力。

首先，国家层面可以参考国外一些发达国家的做法，通过立法来使父亲的责任得到履行。瑞典于

1995 年通过了《父亲法》，其中有规定父亲在新生儿出生后必须请一个月的假，在家中帮助妻子照顾婴

儿；如果不履行这个义务，将不能享受政府给予的补助。同样，挪威也实行了《父亲法》，规定父亲必

须请假照顾婴儿。这都是在提倡父亲应该参与到家庭教育当中去，共同承担家庭责任［15］。我国于 2021

年 10 月 23 日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会议上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明确规定在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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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中父亲和母亲承担同等重要的责任。其中还有父爱教育内容指引，明确了父亲应该承担的义务，如

何正确引导孩子成长，以及父职的具体内涵等。

在社会层面，应改变固有的“男主外，女主内”传统观念，教育孩子不应当只成为母亲一个人的责任，

而是需要父亲与母亲共同参与的过程。社会对于男性的要求也应该改变，一个成功的男人不一定要拥有

多么成功的事业，能够教育出优秀的孩子同样也可以被定义为成功。同时，社会机构和学校、社区可以

定期开展教育课程或者邀请专家开设讲座等，对父亲传授科学的育儿观念和育儿方法；或者是开展亲子

活动，来拉进父子之间的距离［16］。

在个人层面，父亲要完成意识上的转变，要有责任意识和教育意识，认识到自己对于孩子的重要性。

父亲这个角色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是不可代替的，作为父亲不能只是给孩子提供物质保障，还应该在孩

子的身心健康方面给予关心、陪伴孩子健康成长。作为父亲，平时应该注意做好工作与家庭之间的平衡，

确保抽出一定的时间来教育孩子。同时，父亲也可以通过多样化途径学习教育方法，可以通过上网课、

阅读书籍资料、参加育儿讲座等渠道，了解有关教育学和心理学的知识、学习如何正确教导孩子，以树

立正确的育儿观念和提高父亲教育的质量。 

改善父亲教育缺失的情况绝非一朝一夕就能成功，“让父亲教育回归家庭，让孩子的脸上重新露出

笑脸”仍然需要多方的共同努力。法律法规的制定和社会意识的转变，这二者都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

而父亲个人的转变则是可以着手开始的，可以从简单的一句问候开始，让家庭不再缺失父亲教育，让孩

子得以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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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n the Lack of Father’s Education in Family 
Education

Hu Gaoyuan Hu Jingjing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School of Education, Zhejiang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Hangzhou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problems arising from the absence of father education are constantly 
emerging, the importance of father education has also been increasingly recognized. As a child is growing 
up, the role of father is irreplaceable, which will have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child’s mental health,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and other aspects. The article analyzes the importance of the role of the father, 
reasons for absence of father education and proposes some suggestions.
Key words: Absence of father education; Role of the father; Mental healt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