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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最远的距离，就是我在你对面，你却在玩
手机。这种现象不仅越来越多地出现在饭桌上，也更
加频繁地出现在亲子陪伴上。

“平时，孩子要上学，家长要上班，孩子和家长相
处的时间较少，家长疲于生计，想念孩子。终于盼到
过年，家长和孩子都放假了，家长们却不是在牌桌上

‘厮杀’，就是在酒桌上嗨。即便家长待在家陪着孩子
写作业，也只是做做样子，一门心思玩自己的手机，完
全忽视了孩子的存在。”东方一小教师、家庭教育指导
师王静说，这种“隐性失陪”现象比比皆是，是时候要
引起家长们的重视了。

从上期孩子们给爸妈写的评语中不难发现，除
“陪伴时间不足”外，不少家庭还存在“陪伴质量不高”
的问题，也就是“隐性失陪”。

如何让陪伴更有质量？首先，家长要做到心无
旁骛、全心全意照顾孩子。其次，要营造安全、轻松

的陪伴氛围，拒绝说教和敷衍，最好能和孩子进行双
向互动。

另外，孩子在不同年龄段，所需要的心
理给养是不一样的。比如，3岁的孩子，
自我意识正在增强，家长要多尊重
孩子的意愿；6岁的孩子，需要家
长帮助其挖掘兴趣爱好，帮他们
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

高质量的陪伴，还要给孩
子留一个属于他自己的独立
空间，让他自己去学习。作
为父母，不必事事代劳，只要
在关键时候给他足够的支
持即可。

今天，你打算怎么陪
孩子呢？

感恩之心，是一切美好情感的起
源。感恩教育，绝不只是那“老一套”：
母亲节到了，帮妈妈洗洗脚；父亲节到
了，帮爸爸捶捶背；教师节到了，给老师
送贺卡……感恩，是应该渗透在生活中
的行动。春节前夕，是最忙的时候，家
长不妨给孩子一些参加家庭生活的机
会，比如让他们帮忙打扫卫生、购置年
货等。这样，既能减轻家长的负担，又
可以让孩子体验家长的辛苦。

朱会玲认为，培养孩子的感恩之

心，要做到以下几点：
●从日常生活的点滴做起，把感恩化为一种行动。父

母可以从“谢谢”等生活礼貌用语开始，培养孩子的习惯。
●不要替孩子包办一切，有求必应，否则孩子会认为

父母的帮忙是理所应当的。久而久之，他就很难产生感激
之情了。

●父母要为孩子做出榜样，逢年过节，要给长辈送礼
物，经常给长辈打电话。要让孩子看到，父母不仅对自己
有爱，对长辈也有爱。

●不要把孩子捆绑在书本上，别总说“你把学习搞好
就可以了”，让孩子积极参与家庭生活，对他的劳动，要积
极表扬和鼓励。寒假期间，家中洗碗、拖地等孩子力所能
及的劳动，让孩子去做。这样，他能感到他是家中的一分
子，产生归属感。同时，这也是他对家庭感恩的一种方式。

别让陪伴缺席
慢陪孩子成长

生活在快节奏中的你，有多久没有好好陪过孩子了？
你可知道，你再不陪，孩子就要长大了——

□记者 焦琳 实习生 王碧琳

又到一年寒假时。
每到假期，我们总能听到身边有家

长抱怨：“孩子又放假了，晚上不想睡，
早上不想起，就算起来了也是抱着电脑
和手机，真是管不住，也不想管……”

每到假期，我们也能听到孩子的
声音：“好不容易放个假，爸爸、妈妈也
不好好陪陪我，无聊得只能看电视、玩
游戏……”

是的，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我们总
是疲惫地感慨，时间都去哪儿了？时间
可以被工作、人际交往挤满，可我们就
是没有时间去陪孩子慢慢成长。

也许，有一天，我们会发现没有晾晒
孩子衣服的阳台，显得那么空荡；少了一
副碗筷的饭桌，显得有些寂寥……那时，
也许我们才能真正意识到，不经意间，孩
子已经长大；不经意间，他们已经能够独
当一面，不再那么依赖我们……

与其感慨，不如从现在开始，用心
陪伴他们慢慢成长。

1 月 26 日 C01 版的《孩子们的评
语 戳中爸妈泪点》见报后，引起了不少
孩子和家长的共鸣。

对于生活在快节奏中的 70 后、80
后父母来说，陪孩子有时看上去真的是
件“奢侈”的事情。有的父母长期在外
打工，几乎没时间陪孩子；有的父母把
孩子托付给爷爷、奶奶照顾，早上走的
时候孩子还没醒，晚上回来孩子又睡着
了；有的父母虽然和孩子在一起生活，
但很少去重视孩子内心的感受，总以为
自己给了孩子最好的，殊不知并不对孩
子的胃口……

这些难题如何破解？来看看家庭
教育指导师们怎么说。

“说工作忙没时间陪孩子的人，我感觉首先
还是对孩子的成长和教育不够重视，或者说对
孩子的教育认识不够。”家庭教育指导师、南昌
路小学副校长刘君朋说，作为父母，如果知道家
庭教育的重要性，知道自己担负的教育责任，并
且愿意承担培养和教育孩子的责任，时间绝对
不是问题。

时间就像海绵里的水，挤挤总会有的。在饭桌
上，家长可以问问孩子今天开心不开心，有没有特
别的感受；吃完饭，孩子写作业时，家长可以看看
报、读读书；睡觉前，家长可以陪孩子做个小游戏，

或者给孩子讲个故事……
即使哪天真的没有时间跟孩子待在

一起，也可以通过字条、画画来代替，内容可
以是问候，也可以是提醒，可以是祝福，也可
以是约定。

如果需要出差或有其他的事几天不在家，
家长可以通过电话或者微信和孩子聊聊。只要
有心陪伴孩子，只要愿意为孩子付出，方法、方
式、途径总能找得到。

家长时不时地更换陪伴的方式，孩子会更喜
欢、更高兴，亲子关系也更密切、融洽。

“父亲在家庭教育中应该是最重要的角色，然而
在现实生活中，许多父亲却淡出家庭教育。”市教育局
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副主任牛建卿举了个例子，孩
子有事找父亲，有的父亲会说“找你妈去”，似乎教育
孩子是母亲的责任。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一方面，是受传统“男主
外、女主内”“慈母严父”观念的影响，认为养孩子是女
人的事，男人就应该在外面拼搏，挣钱养家糊口才是男
人的本分。另一方面，男人承担着巨大的生活压力，作
为特有的“421”一代——四个老人、夫妻二人、一个孩
子，使得现在的年轻父亲压力越来越大，最终造成孩子
对父亲畏惧、疏远和对立。

这个难题怎么破解？芳华路小学教师、家庭教育

指导师魏琳琳认为，除了要让父亲认识到自己
在亲子教育中的特殊作用，还要让他们学会科学
的施爱方法，让他们来当孩子的榜样。

对大多数家庭而言，父亲更能满足孩子“走出小圈
子，走向大自然”的心里渴求，孩子与父亲相处的机会越
多，智力也就越发达，这也是心理学上的“仿效行为”。

有这样一位父亲，在孩子过生日那天，说要送给
孩子一个特殊的生日礼物。原来，爸爸邀请孩子一起
到商店买来材料，并引导孩子构思、设计、动手，父子
俩花了一整天的时间，雕塑了一个孩子最喜欢的卡通
形象。后来，孩子在日记中写道：“这是个十分有意义
的生日，我感受到了父亲的关爱和劳动的辛苦，也感
受到了创造的喜悦。”

利用“碎片”时间 让每分钟发挥更大价值

最好的“拼爹”就是父爱不缺席

陪着≠陪伴 请别再对孩子“隐性失陪”

唤醒感恩的心
就从点滴做起

寒假，是父母对孩子进行感恩教育的好
时机，可是感恩教育并不简单——

□记者 吕玲玲 实习生 王蕾绮 贾晨蕊

“儿子都会帮我打扫卫生了！”
“年前很忙，下班后看到孩子熬的粥，心里那叫一个暖！”
…………
寒假，是父母陪伴孩子的好时机，也是进行感恩教育的好时机。如何进行感恩教育？感恩是给父母洗

洗脚、捶捶背那么简单吗？让我们听听专家怎么说。

懂得感恩的孩子，必然是热爱劳动、积极参与家庭生
活的孩子。

过年之前，家里要进行大扫除，洛龙区的周园园说，这
次打扫，她9岁的儿子是主力军，扫地、拖地、擦桌子……小
家伙什么都抢着干。

周园园是一名幼儿园教师，她说，她的儿子是洛龙区
一实小的学生，非常懂事，会主动帮大人做家务。上三年
级的他，每天饭后帮忙擦桌子，经常拖地、洗碗，大人做饭
时，他还会帮忙择菜、洗菜等。

“每个孩子小时候都是爱劳动的。”周园园说，妈妈们几
乎都有这样的经历——在洗衣服时，孩子想帮忙却弄得满
身是水；在做饭时，孩子想帮忙却把米撒了一地……有的妈
妈觉得这是“捣乱”，其实，这是孩子劳动的最初阶段。很多

时候，不是孩子不劳动，不懂得感恩父母，而是父母只关注
孩子的学习，剥夺了他劳动的机会。

周园园非常注意培养孩子的劳动习惯，每次孩子做家
务，不管做得好不好，她都会及时鼓励，从一朵小红花到
一次零花钱，再到一句鼓励的话……慢慢地，耿宏超养成
了劳动的习惯，觉得自己作为家里的一分子，做家务是正
常的。

什么是感恩？周园园的理解很简单，老婆辛苦做饭，
丈夫回家后道一声“辛苦了”，这就是感恩的一种方式。孩
子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不愁他不感恩。不过，在现实生
活中，这样的情况很少。大家都把彼此的付出当成“理所
当然”，时间长了，情感就麻木了，自然就不知道什么是感
恩——自己都不知道什么是感恩，何以要求孩子感恩？

以前，“感恩教育”很少被提及，人们也不需要刻意
去学习感恩。因为别人对你好，你自然会去回报或感
谢——这是人和动物的天性。

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市好父母俱乐部发起人朱会玲
说，感恩，不是学校布置的一项“作业”——回家给父母洗

洗脚、捶捶背；感恩，也不是一次讲座，告诉你如何
培养孩子的感恩之心。感恩是一种本能，这种本
能不光人有，动物也有。你养一只小狗，对它好，
它也会对你摆摆尾巴表示感谢，更别说聪明的人
类了！

那么，为什么现在很多家长哭诉自己的孩子
不懂感恩呢？朱会玲认为，这得从家长自己身上
找原因。

想让孩子感恩父母，就要让孩子知道父母的

辛苦，这样的辛苦，不是空泛地说教，不是家长告诉孩子
“我在单位有多累”“我工作有多忙”等。因为，这些忙碌孩
子是看不到的，孩子看到的经常是父母回家躺在沙发上玩
手机、看电视，尤其是家里有老人的年轻父母。在这样的
情况下，孩子怎么可能体会到你的“辛苦”，从而替你分担
你的辛苦呢？

作为父母，要让孩子看到自己在家庭生活、家务劳动中
的责任，让孩子体验到父母的付出，有了切实的感受，才能唤
醒他们的感恩之心。朱会玲的儿子上初中了，有时候朱会玲
和爱人下班晚了，儿子会给他们熬粥，还会去菜市场买菜。

“只说做饭辛苦，儿子根本没感受，让他试一次他就知
道了。”朱会玲说，让孩子去买菜，至少孩子能体会到“每天
妈妈要提着这么重的菜走这么长的路”……只有孩子一项
一项体验了，他才能体会到父母的不易。

让孩子感恩 家长先要懂“感恩”

给孩子体验 不要空泛地说教

这些方法 能唤醒感恩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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