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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中，你和

孩子斗智斗勇过吗？

家长绞尽脑汁想让

孩子听话、懂事，希

望他成为自己心目中

“完美”的孩子，但

有的时候并不如愿。

父母之爱子，则为之

计深远。为什么我

们很爱孩子，孩子却

离我们越来越远？

今日女报 / 凤网

全媒体专栏《辣妈研

习院》全新升级。每

周一期，聚焦网络热

点亲子教育话题，特

邀亲子专家细致剖

析孩子的成长问题，

缓解育儿焦虑，助你

用智慧和爱陪伴孩

子成长。

编者按

近日，教育部正式印发《义务教育课程方案》，

从今年秋季开学起劳动课将正式成为中小学的一门

独立课程。劳动教育不再被忽视。媒体曾就各国小

学生每日家务劳动时间披露过这样一组数据：美国

1.2 小时，韩国 0.7 小时，英国 0.6 小时，法国 0.5 小时，

日本 0.4 小时，而中国 0.2 小时，即每天仅 12 分钟，

城市里的孩子家务劳动的时间更是少之又少。

那么，劳动教育可以给孩子带来什么？家长如何

正确地对孩子进行劳动教育？如何帮助孩子在劳动

中获得价值感和成就感？

教育家陶行知曾说：“人生两件宝，

双手和大脑。”

但是，现在一些父母在生活中大

包大揽惯了，就容易把孩子养成了四

体不勤五谷不分的样子。他们还觉得

劳动教育可有可无，只要学习好就行。

甚至，还有些父母制造劳动恐惧去惩

罚不爱学习的孩子，把劳动和学习对

立起来，让孩子认为劳动是不好的、

卑贱的，这都是非常不良的言行示范。

让孩子从小做家务，不仅仅是为

了减轻父母的负担，还可以促进孩子

的全面发展。通过承担一定的家务责

任，孩子能够形成自我意识，建立起

自信心，更有助于孩子形成独立的人

格。通过劳动，孩子还可以发展计数、

分类等认知能力，学到很多日常生活

中的科学知识等等，这些都为孩子以

后的成长和幸福生活打下基础。

那么，如何让孩子爱上劳动，并让

孩子在劳动中获得价值感和成就感呢？

在开展劳动教育之前，父母首先要意

识到，不同年龄的孩子需要掌握的日常

劳动技巧和内容是不一样的。比如：2-5

岁，父母可以通过日常引导，让孩子做些

力所能及的劳动，像收拾玩具，把脏衣

服放进洗衣筐等；一二年级的孩子，可

以收拾书桌、洗红领巾等；三四年级的

孩子，可以更多地参与到家务劳动中来，

像切菜做饭、扫地拖地等都可以尝试；

五六年级的孩子，父母可以安排一些需

要技巧的劳动了，比如移栽绿植、组装

小家具等。

孩子喜欢比赛竞争，在劳动的过

程中，父母就可以利用这点，让劳动

变成一种游戏，比如，看谁最快把桌

子收拾好，看谁的袜子洗得干净等，

让孩子感受到劳动的快乐。千万不要

因为孩子有所失误而责备孩子，或者

觉得孩子在“帮倒忙”，要多称赞和鼓

励孩子，父母的肯定和宽容，才能让

孩子在劳动中成长。

此外，父母还可以创造条件，带

孩子去参加田间劳动，或者去体验自

己的职业，通过实践让孩子体会到父

母工作的不易，并且让孩子懂得美好

生活需要靠双手去创造、去努力。 

劳动教育是教给孩子幸福生活的能力

亲子专家  王建平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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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劳动课将成为独立课程 #

如何让孩子爱上劳动？

4 位男士的全职爸爸生活，是鸡飞狗跳还

是游刃有余？芒果 TV 首档男性全职育儿观察真

人秀《爸爸当家》正在热播中，葛沛豪、BEN（本）、

张效诚、肖杰四位爸爸亮相，开启荧幕全职带

娃生活的第一天，第一波围观群众却意外发现，

全职爸爸沉浸式带娃没那么不靠谱，反倒是“下

岗”的全职妈妈浑身不自在……全职爸爸沉浸

式带娃，会打破偏见吗？

 

4 位爸爸打破偏见全职带娃
第一个上场的“全职爸爸”葛沛豪，作为

一个当了四年家庭“煮”夫的奶爸，一出手就

让现场的观察员们高呼是“奶爸的天花板”。

从起床开始，他一天几乎就没休息过。给

大女儿洗漱、扎辫子、准备早餐、送幼儿园、

烹饪一日三餐……这个男人干起家务活来是细

致入微，把两个娃都照顾得妥妥贴贴。“劳模”

一样的爸爸，让嘉宾观察室的育儿专家都心疼

地说“也要多爱自己一点”。

接下来出场的是被称为重庆话十级的奶爸

BEN（本），他是一个憨厚幽默的美国人，本职

是幼教工作者，在家带娃也自然不在话下。BEN

（本）天马行空设计各种游戏和孩子玩，两个孩

子被哄得只想黏在他身上。

跳水冠军吴敏霞的丈夫张效诚是公务繁忙

的职场精英，平日里与女儿相处比较少，但在

荧幕上第一天带娃，也能看出他温柔细致的一

面，无论 3 岁的女儿怎么耍脾气，他都不急不躁。

连看着最不靠谱的“潮爸”肖杰，也“爸

力十足”。深夜抱着女儿蹲了2 个多小时的“萝

卜蹲”把女儿哄睡，父爱满满。

这样的画风着实让人没有想到，有网友评

论说：“仿佛是在看别人家的老公”。甚至还有

网友说，“看了这个节目，生出了对婚姻的向往”。

的确，现实家庭现状中，更多的情况恐怕是，

老公下班回家就累、浑身疲惫，一玩电脑游戏

就精神，老婆让帮忙管一管孩子的功课或接送

孩子上下学，不是忘了就是不会，反正只要参

与到孩子的问题中理由就一堆。女人在面对这

样的情况软招和硬手段通通都上也不好使，有

时也就好一会。

而造成这种局面的，或许就是中国男人传

统的执念：男人挣钱养家，带孩子从来都是女

人该干的事。

可是，秉持此观念的“爸爸”们，

真该醒醒了。

就拿节目中的四位妈妈来说，

她们有的是母婴博主，有的是

奥运冠军，还有的是舞蹈机构

负责人。当妈妈不再是她们单

一的身份，家庭的分工为什么

不能变一变？

节目中，四位“全职爸爸”

一上场就能“摆正”心态，分享

了成为这一角色的原因：体谅妻子

育儿的辛苦，希望能主动分担家庭的责

任。

所以，偏见可以被打破。带娃这件事，从

来就不是某一方的“工作”，“生”与“育”都

需要夫妻携手面对，不存在“谁帮谁”这种说

法。《爸爸当家》试图在传递一种观点：随着现

代社会家庭分工模式愈来愈多元化，男性参与

到育儿这件事之中，其实是水到渠成的。

 

 妈妈们也需要打破偏见
 与此同时，要打破的偏见还包括，“男人

带娃就不靠谱”的惯常思维。

一些习惯大包大揽的妈妈会对带娃毛手毛

脚的爸爸各种不放心。其实很多时候，爸爸也

需要学会成长，妈妈们适当地“放手”，会收获

更好的“携手”。

这方面，葛沛豪的妻子就是个懂得“放手”

的聪明女人。这个家庭恐怕是“女主外，男主

内”的典型样本。被嘉宾们一致肯定是“全职

爸爸天花板”的葛沛豪，背后有四年如一日积

累的育儿经验，当然，也离不开妻子的主动传授，

比如洗完澡给小儿子排气的育儿小技巧等等。

而 BEN（本）的妻子李灿，日常全职在家

照顾两个可爱的混血儿子，她对儿子们的生活、

学习一手抓。但这也导致她第一天“下岗”就

对老公带娃各种不放心：一会担心老公会

给孩子们吃什么，一会烦恼老公

没按时间安排两个娃的学习可

怎么办。实际上，老公 BEN

（本）按自己的方法带娃，

也相当有成效，比如，

他会主动陪伴孩子玩耍，

用“假睡”的妙招成功

哄睡，会跟孩子立下约

定，并彼此监督完成。而

忙碌惯了的李灿，突然闲

下来，除了玩手机，她竟不知

道自己还能干什么，而李灿自己

也发现了问题所在：“我自己不带孩子的时

候，好像真的没什么事情可以做，找不到自己

的那种感觉。” 

李灿的不适反应恐怕也是一部分全职妈妈

的缩影。只围着孩子转的全职妈妈，没有一点

点时间在为自己，生活的圈子越来越窄，可以

看到的世界也越来越小，长此以往，但凡在亲

子关系和婚姻关系中碰到一点问题，她们很容

易就崩溃。

总而言之，《爸爸当家》四位全职爸爸第一

天让人“惊艳”的表现，让观众对他们接下来

的表现充满期待。节目打破了传统观念的窠臼，

提供了多种形式的家庭观察样本，爸爸主动参

与到育儿中来，尝试“当家”角色，节目用角

色互换后家庭生活的温暖观察，打破对“全职”

的偏见，同时为全职妈妈的付出正名。由此衍

生出的关于婚姻关系、爸爸育儿等等话题的探

讨，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

妈手记慧家庭教育·成长改变类栏目

《爸爸当家》打破的偏见，你中了吗

慧妈简介 >>

记者 、亲子教育

专栏编辑。“我是

在 育儿 路上一路

孜 孜以求的职 场

妈妈。”

小清

“全职爸爸”葛沛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