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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好的接孩子放学，
又食言了……

支招 >>

怎样让男孩不“娘”
在胡嘉看来，男孩“女性化”作为一个

社会现象，已经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在呼唤“男子汉气概”回归的当下，想让今日
的男宝宝成为未来顶天立地的男子汉，父母
必须要教会孩子三件事：首先，要教育孩子正
直。要让孩子明白什么是“对”与“错”。其次，
要教育孩子勇敢。这种勇敢，不是见义勇为的
勇敢，而是“敢于对错的事情说 N O”的勇气，
敢于直面困难的决心和凡事积极参与的热情。
第三，还要教育孩子有担当。必须要让男孩
们学会，为错的事情承担责任，而不是寻找
借口。

除了精神层面，在身体和社会经验层
面。必须让男孩们充分接触大自然。让孩
子多参加奔跑、攀爬、跨越障碍等活动，
这些运动可以释放男孩们天生的野性。这
种野性并不是现代社会所赋予的，而是从
远古时代承袭而来。因此，不要让你家的
男孩惧怕泥土的“脏”，而应该让他多与大
自然进行亲密接触。如果运动不足，不仅
会导致男孩们感统失调，也会造成其性格
的怯懦。此外，应该多让男孩参加一些群
体性、竞争性的体育活动。比如说足球、
篮球、排球等等，尤其是 5-12 岁这个阶段，
通过参加一些群体性和竞争性比较大的运
动，可以让男孩们通过身体的碰撞和群体
的交往，掌握相应的社交技巧，并形成个
体行事风格。

如何防范男孩变“野”
在胡嘉看来，男孩的“放养”，并不是

任其“野蛮生长”，因为放养也是要有“边
界”的。想要让男孩变成阳刚的绅士，而
不是藐视一切的“野蛮人”，必须要从小为
男孩们建立规则意识，并帮助男孩们树立
契约精神。

“所谓的规则，主要包括以下几个部
分：1、日常生活的规则。比如要求孩子定
时、定点吃饭；吃饭时不能随处走动、玩
耍；不挑食，荤素都吃；要全部吃光不剩
饭菜（特殊情况除外）；按时睡觉、起床等。
2、礼仪习惯：比如要求孩子行得正、坐得
端；进出要跟父母打招呼；见到长辈有礼貌；
要有分享的意识等。3、社会规则：比如要
求孩子在公共场所不吵闹；爱护花草、公物；
遵守交通规则等。4、卫生习惯：比如要求
孩子饭前饭后洗手；物品用完之后要物归
原处；学会收拾自己的衣服和玩具等。5、
其他针对个体量身定做的规则。”胡嘉强调，
立规矩的过程，应该是一个与孩子订立契
约的过程。因此，必须相互沟通和相互妥协。
规则中，还必须得有奖有罚。一旦规则订立，
就必须严格执行。

今日女报 / 凤网特约记者 周月 卫静雯

很多父母，有时候为了奖励一下
孩子，就会承诺孩子：明天接你放学。
孩子听后美滋滋地乐了半天，父母
也真准备早点下班去接孩子，可是
经常就会遇上计划赶不上变化快的
事，开会、见客户、加班……总之，
接孩子是去不成了。于是，满心愧
疚地跟孩子道歉，并承诺下一次一
定做到，结果，下一次甚至下下次，
又是同样的情况上演。彻底失信于
孩子的父母，那到底该怎么挽回孩
子的信任呢？

——怎样挽回 4 岁女儿的信任 

人物连线 >>
我女儿 4 岁了，在幼儿园读中班。回想

起她刚去幼儿园的时候，第一个星期感觉新
奇没什么事，之后持续了一个月的分离焦虑，
最后每天很开心地去上学，见到老师都会忘
记跟我说再见，听说老师要休假半个月就会
哭。今年年初，我重新开始工作了。虽然我
几乎每天都能送她去幼儿园，但接她的次数
却很少了。而且经常是答应了去接她，到最
后都不能去，结果是爷爷去接的。最近，孩
子变得不愿意去幼儿园，总是扭扭捏捏的。

我通过幼儿园老师得知，孩子抗拒上学是
因为在意别的孩子都有妈妈来接，而她都是
爷爷接。我记得有一次孩子坚持要妈妈来接，
我说如果能早下班就来接，如果不能就还是
爷爷去接，结果孩子很失望地转头走进课室。 

我特别请教一下专家：孩子不愿意上学真
的就是因为我不去接她下课吗？我这样算对
孩子失信吗？会不会影响我们之后的关系？
我应该怎么去挽回孩子对我的信任？

专家解答 >>
如果女儿原来已经适应了幼儿园，现在

又反复的话，原因确实可能是妈妈没兑现
自己的承诺，对孩子失信而造成的。孩子
对父母的依恋关系是她一生中最重要的关
系之一，将决定她很多重要的心理素质会
如 何 发 展， 如 安 全 感、 信 任 等。 要 挽 回 也
很容易，就是信守承诺：确定哪天能来接
她时和她说好妈妈几点来接，到时排除万
难一定来接孩子，最好是把每周哪天能来
接她形成固定的日子，这样更有利于培养
孩子稳定的心理节律。

如果实在不能来，就必须要做两件事，
一是爷爷来接到孩子时让孩子打个电话给你，
妈妈要向孩子道歉，告诉她妈妈来不了的原
因和妈妈很想宝宝；二是回家后见到孩子再
次道歉，并用关切的语气问孩子今天没看到
妈妈来接是不是很失望，让她表达自己此时
此刻的情绪，而妈妈要接纳她的情绪，让她
感受到妈妈是牵挂她爱她的。这样孩子的情
绪才会平复下来，并信任妈妈，建立良好的、
安全的依恋感。

——儿童心理专家缪卓锦

男孩放养须有道，
才能不“娘”也不“野”

今日女报 / 凤网特约记者 米春艳

“男孩须穷养”的观念，
一直很流行。不过，随着“80
后”育儿大军的崛起，给孩
子爱与自由，成为更具普世
价值的育儿信条。“男孩须
放养”理念，也开始取代“男
孩须穷养”，成为父母们养
育男孩时新的参照系。如果
说“穷养”想要培养的是男
孩们吃苦耐劳的意志，那么

“放养”强调的是让“男孩”
回归男儿本色：正直，勇敢，
有担当！

他家故事 >>

他觉得儿子“娘”，
都是妈妈溺爱惹的祸

老罗有一个已经上了高中的女儿，
和一个刚刚上小学的儿子。但是，让
老罗没想到的是，老来得子，带来的
不只有福气，也有烦恼。

“我儿子被我老婆惯坏了，没有一
点男孩样，遇到一点点事情，就哭。
作业写不完哭，东西找不着也哭。在
家中遇到任何事，都会习惯性地问 ：

‘妈妈，怎么办？’晚上，他妈妈如果
不回家，他就不睡觉。平日里，他很
少出去跟别的男孩子踩单车或者一起
玩，说是怕脏。他不像别的男孩子喜
欢看超人，却像外婆一样喜欢追看《外
来媳妇本地郎》。”在行事大大咧咧的
老罗看来，妻子的过度溺爱，不仅使
得儿子产生了严重的依赖性，而且缺
乏男子汉应有的气概。

专家点评：可以明显看出，老罗
在儿子成长的过程中，其父亲的角色
是严重缺位的。儿子在成长过程中，
虽然得到了妈妈生活上无微不至的照
顾，但是在精神上他却没有从父亲那
里承袭到男人应有的阳刚、气魄和担
当。

她让儿子自由成长，儿
子却成为“校园讨债党”

36 岁的董女士，家中有一个上五
年级的宝贝儿子，名叫浩浩。董女士
希望，浩浩不要像爸爸那般“温柔”，
而应该“野”一点。因此，孩子小时
候，董女士基本没有给予太多的约束。
董女士的先生，作为一个性格温和的
技术“海归”，不管是在家庭的大小事
上，还是在育儿的问题上，一切都听
从董女士的安排。

小时候，浩浩在家中各种上蹿下
跳，两口子大多听之任之。上小学后，
浩浩却“野”得不太受控了。刚开始
的时候，只是在放学的时候，爸爸去
接他，常常找不到人。后来，年仅 11
岁的浩浩，竟然组织了一帮学生，帮
其他学生讨债拿提成。董女士想不通，
自己家的条件十分优渥，为啥孩子竟
然会为了几块钱的提成，去做“讨债
党”，而且差点被学校开除？

专家点评：显而易见，浩浩家父
母的角色其实是错位的。强势的母亲
和弱势的父亲，使得浩浩没有找到可
以模仿的权威对象。因此，他通过“帮
人”讨债，来寻找新的“权威”。

专家解读 >>

男孩的养育“困境”，
主要源于父亲的
角色缺位和错位

资深亲子教育专家胡嘉指出，
“太娘”和“太野”，作为男孩养育

过程中的两个极端，也代表了男孩
养育过程中的普遍困境。在胡嘉
看来，不管是“娘”也好，还是“野”
也好，其实都是源于父亲角色的
缺位或者错位。

“所 谓的父亲 角色缺 位，倒
不是父亲完全不陪伴孩子，而是
父亲在育儿方面的话语权和主导
权越来越弱。从社会分工的角度
来说，在现代家庭中，爸爸往往
承担着家庭经济来源的主要任务。
日常家 庭管 理和家 庭教育重任，
则主要由妈妈来担任。这种角色
分工，在孩子 3 岁之前没有问题。
但是，孩子 3 岁之后，父亲的角色
往往比母亲的角色更加重要。尤
其是步入 6 岁之后，孩子进入模仿
模范阶段，爸爸的模范力量对于
男孩而言更为直接。男孩从爸爸
身上，可以迅速学习到男人面对生
活难题和困境时体现出来的态度
和方法，学到如何管理自己的情
绪。在这一阶段，爸爸应该发挥
榜样的力量，教会儿子面对问题时，
不要对外抱怨，而要向内反省；不
能选择逃避，而要勇于承担；不
要冷漠旁观，而要积极参与……
对于孩子而言，爸爸所给予的这
些心理营养将会受益终生。”胡嘉
强调，在父亲角色不缺位的情况
下，儿子会成长得更有男人味，会
认同作为男人的责任、原则、胸怀、
胆识与气魄。

相比父亲角色的缺位，父母
的角色错位，也会影响男孩的成长。

“在一个太过女强男弱的家庭环境
之中，男孩往往会走向两种极端。
一种情况下，男孩会变得很胆小、
很怯弱；另一种情况下，他会变得
很叛逆，甚至很暴力。”胡嘉指出，
父母想要男孩不“娘”也不“野”，
一定要让孩子在家庭中感觉到真
正的男性权威。如果是单亲家庭，
那么妈妈可以适当示弱，把这种
男性权威转移到儿子身上，让儿
子感觉自己比妈妈强，需要和能
够保护妈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