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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父爱缺位现象在当今社会愈发凸显，对孩子的成长产生深远影响。因此，研究教育弥补策略至关重要，

旨在为孩子提供更为全面的成长支持，促进其身心健康发展。本文旨在探讨父爱缺位现象及其对子女成

长产生的负面影响，并针对性地提出教育弥补策略。论文首先分析了父爱缺位现象产生的原因，包括社

会变迁、家庭结构变化以及父亲角色认知不足等。接着，通过实证研究和案例分析，揭示了父爱缺位对

子女心理、情感、学业以及社会适应能力等方面的不良影响。在此基础上，本文，强调家庭教育的重要

性，呼吁家长尤其是父亲提高对孩子成长的关注度，积极参与孩子的教育过程。其次，学校和社会应提

供更多的支持和资源，帮助父爱缺位的家庭改善教育环境，提升孩子的综合素质。此外，加强心理辅导

和家庭教育指导，帮助家长和孩子建立健康的亲子关系，也是弥补父爱缺位的关键措施。本文总结了研

究的主要发现和结论，强调了父爱在子女成长中的不可或缺性，并呼吁社会各界共同努力，为父爱缺位

的家庭提供更多的支持和帮助。通过实施有效的教育弥补策略，我们可以最大程度地减轻父爱缺位对子

女成长的不利影响，促进他们健康、全面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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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henomenon of fatherly love vacancy is becoming increasingly prominent in today’s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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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ch has a profound impact on children’s growth. Therefore, studying educational compensation 
strategies is crucial, aiming to provide more comprehensive growth support for children and 
promote their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development. This article aims to explore the pheno-
menon of fatherly love vacancy and its negative impact on children’s growth, and propose targeted 
educational compensation strategies. The paper first analyzes the reasons for the absence of fa-
therly love, including social changes, changes in family structure, and insufficient recognition of 
the father’s role. Subsequently, through empirical research and case analysis, the adverse effects 
of fatherly love deficiency on children’s psychological, emotional, academic, and social adaptation 
abilities were revealed. On this basis, this article emphasizes the importance of family education 
and calls on parents, especially fathers, to increase their attention to their children’s growth and 
actively participate in their children’s education process. Secondly, schools and society should 
provide more support and resources to help families with a lack of fatherly love improve their 
educational environment and enhance their children’s overall quality. In addition, strengthening 
psychological counseling and family education guidance to help parents and children establish 
healthy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s is also a key measure to fill the gap in fatherly love. This article 
summarizes the main findings and conclusions of the study, emphasizes the indispensable role of 
fatherly love in the growth of children, and calls on all sectors of society to work together to pro-
vide more support and assistance for families with missing fatherly love. By implementing effec-
tive educational compensation strategies, we can minimize the adverse effects of fatherly love de-
ficiency on children’s growth and promote their healthy and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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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二胎三胎和多孩政策引发的社会现象诸多且凸显，尤其是在生育率严重负增长的趋势下，伴随着年

轻人对于婚姻、子女等新时期价值观和教育理念与中国传统家庭教育、父母角色的教育冲突断层，导致

“中国缺少的不是孩子，而是父亲！”[1]“父爱缺乏症正在腐蚀中国式现代化发展！”[2]“生在完整家

庭得到的却是丧偶式教育”[3]“中国孩子普遍缺乏男性应该具备的性格”[4]等饱受争议的显示社会话

题和教育尖峰，受到国内外教育界、社会性专家以及心理学家的普遍重视。 

2. 相关概念及理论基础 

2.1. 相关概念 

2.1.1. 父爱缺位现象 
父爱缺位现象是指在儿童的成长和发展过程中，父亲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充分参与、支持和教育孩子，

导致孩子在一定程度上缺乏父爱或父爱的影响不足[5]。这种现象可能表现为父亲在孩子生活中的缺席、

对孩子情感需求的忽视、对孩子教育责任的推卸，或者由于父亲自身的问题(如心理健康问题、行为问题

等)而无法有效地履行父亲角色[6]。父爱缺位现象的产生可能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首先，现代社会中父

亲往往承担着较大的工作压力，导致他们难以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投入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其次，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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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可能受到传统观念的影响，认为教育孩子的责任主要由母亲承担，从而忽视了自身在孩子成长中的

重要作用。此外，家庭关系不和、离异、父亲自身的问题等也可能导致父爱缺位现象的出现。父爱缺位

现象对孩子的成长和发展具有多方面的负面影响。首先，缺乏父爱的孩子可能在情感上感到孤独和无助，

导致他们难以建立健康的人际关系和信任感。其次，父爱缺位可能影响孩子的性别角色认同和性别行为

发展，特别是对于男孩子来说，他们可能难以获得男性亟需的性别归属感。此外，父爱缺位还可能影响

孩子的学业成绩、社会适应能力以及心理健康等方面。因此，关注和解决父爱缺位现象对于促进孩子的

健康成长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家庭、学校和社会应该共同努力，为父亲提供更多的支持和资源，帮助

他们更好地履行父亲角色，为孩子的成长提供全面的关爱和支持。同时，也需要加强对父爱缺位现象的

宣传和教育，提高公众对这一现象的认识和重视程度。 

2.1.2. 教育弥补 
教育弥补是指针对某些教育缺失或不足的情况，通过一系列的教育方法和手段来进行补偿或纠正，

以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在父爱缺位现象的背景下，教育弥补显得尤为重要。在父爱缺位的情况下，孩

子可能缺乏父亲的情感支持、引导和教育，这可能导致他们在心理、情感、学业和社会适应能力等方面

出现问题。因此，教育弥补的目标就是通过各种方式来弥补这种父爱缺失带来的负面影响，帮助孩子建

立健康的人格，提高他们的学习成绩和社会适应能力。教育弥补的策略可以包括多个方面。首先，家庭

内部需要努力重塑家庭教育角色，让父亲更多地参与到孩子的教育中来，提供情感支持和引导。同时，

改善亲子关系也是关键，通过增加亲子互动和沟通，让孩子感受到父爱的温暖和力量。其次，学校和社

会可以提供相应的支持和资源。学校可以组织亲子活动，促进父亲与孩子之间的交流和互动；社会可以

开设相关教育课程或讲座，提高父亲对家庭教育重要性的认识，并教授他们有效的教育方法。此外，对

于已经出现心理或行为问题的孩子，心理咨询和辅导也是重要的教育弥补手段。专业的心理咨询师可以

帮助孩子缓解情感困扰，建立健康的心态，同时也可以为家长提供指导和建议，帮助他们更好地应对孩

子的教育问题。教育弥补是针对父爱缺位现象等教育缺失情况的重要策略，旨在通过家庭、学校和社会

等多方面的努力，为孩子提供全面的教育支持，促进他们的健康成长和发展。 

2.2. 理论基础 

2.2.1. 儿童社会化理论 
儿童的成长过程是一个社会化的过程，他们需要与社会群体、集体以及个人进行相互作用和相互影

响，以逐渐成为有责任心、有独立思考能力和独立行为能力的社会成员[7]。在这个过程中，家庭作为社

会化的第一场所，对于儿童的成长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父亲作为家庭的重要一员，其角色缺位将影

响儿童在社会化过程中的正常发展。 

2.2.2. 社会角色理论 
每个社会成员都会承担一定的社会角色，并需要遵守相应的行为规范。对于父亲这一角色来说，他

们被期待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提供关爱、支持和引导。然而，当父亲缺位时，他们将无法充分履行这些

职责，导致孩子无法从父亲那里获得应有的关爱和支持，进而影响到孩子的成长和发展。 

3. “假性父爱缺位”：现象剖析、影响机制及应对策略研究 

从专业的观点和角度，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以及科研院校，对于父亲缺位导致的教育负象以及在生

活和教育中的关键作用和延申影响，都有了一致性的认同。孙云晓，中国青年发展中心的副主任，曾经

说过：“缺乏父母的教养，是我们国家的一大暗疾。”[8]相关统计数据可以发现，60.7%的人认为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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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家庭教育中出现了“父亲缺位”的问题[9]。人民日报也在官媒上刊文，称“中国最需要教育的不是孩

子，而是爸爸！”[10]这种负象不是短暂的，也不是表象的，甚至可以说是不可逆的，对个体的影响会连

带到社会以及文化、历史、科学的走向。网络和中国文学，都宣传“女子本弱，为母则强”，其实，这

完全是一种道德绑架，喝了这碗“毒鸡汤”的妈妈们普遍生活得很累，难道男子本强，为父则弱吗？ 
在信息化智能化的乌卡时代，中国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却默认了一种病态的怪相，那就是将“丧偶式

育儿”认为是常态[11]。显示生活中稍加留意就会发现，无论是在家里或外面，和孩子在一起密切接触的

绝大多数是妈妈或者家里的老人。小区花园里放眼望去，很多妈妈带孩子散步，陪孩子骑车，玩游戏；

幼儿园门前妈妈接送孩子，参加家长会，跟老师沟通；给孩子买衣服，准备生活用品，带孩子看医生的

也常常是妈妈。为什么在国内很难看到父亲单独陪伴孩子的场景呢？数据显示，无论是离异家庭还是完

整家庭，父亲对孩子教育的投入时间，还有与孩子的交往，都普遍少于母亲。80%的父亲认为自己工作

忙，没有时间照顾子女，下班回家后却埋首游戏与手机，逃避自己身为父亲在家庭中要扮演的角色和该

承担的责任[12]。而随着女性社会形态的崛起和角色的关键性，社会对女性的期待和经济压力，让大多数

女性在当妈妈之后快速脱胎换骨，家庭事业两兼顾，在职场打拼一天回到家也要做大部分家务和照顾子

女的任务，甚至在经济上提供更多资源的女性也不例外，不平衡的家庭和教育观念使得暴躁的母亲随之

产生，“假性父爱缺位”也成为了社会普遍问题，甚至波及婚姻幸福和生育率。 

4. 父亲缺位对儿童的深远影响 

4.1. 认知完善方面 

缺乏父爱的孩子，他们的自主性常常会被束缚在某种程度上，他们更多地呈现出害羞、胆小的性格

特点，他们的探索精神和创造力也会相应地被削弱，遇事总是躲在角落里，自卑且易内心焦虑，情绪变

化大，遇到挫折很容易一蹶不振，既不喜欢也不知道该怎样与人相处，常常会陷入一种悲观、消极的负

面情绪之中，这对他们的认知发展能力造成了负面的影响。习惯了过度依赖母亲的孩子，和父亲之间的

距离会越来越远，情感维系也会淡薄，缺乏应该从父亲身上获得的果断、独立和处事格局以及坚毅德地

性格，在生活和工作中缺乏自主性和主观能动性。 

4.2. 儿童社会化方面 

有研究表明，“父亲缺位”的家庭教育导致的未成年人犯罪，是两个家长共同教育导致的三倍。对

家庭的和谐气氛和社会的稳定产生着不容忽视的负面作用。日本电影《被嫌弃的松子的一生》中，女主

角松子因为从小缺乏父亲疼爱，而极度缺乏安全感，渴望被爱，这导致她的一生，都像飞蛾扑火一般，

寻求父爱的替代品，过得无比艰难。男孩成年后缺乏担当，缺少民族雄性气魄和性别格局优势；女孩则

因为父爱缺位导致缺乏安全感或者异性交往能力，很容易遇到渣男。这种负象，如果不及时弥补或者有

效纠正与预防，将会对新时期的新生代社会主体人，造成潜移默化的延申负象，带来更深维度的社会问

题。 

5. 实践案例阐述与分析 

5.1. 案例描述 

刘晓杉是一名小学三年级的男生。他的性格自卑内向，懦弱胆小。通过对他的观察，发现他不敢直

视他人，上课注意力不集中，语言表达能力似乎有障碍，虽然不敢反抗校园霸凌，但是在家里脾气暴躁，

爱摔东西，还有过超市的盗窃的行为。这就直接和间接的造成了他存在很多心理发展和性格的问题，例

如：没有朋友，不合群，怯懦胆小，成为“校园霸凌”的潜在对象，不敢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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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我与同学和其他教师的信息收集，发现该生是父母离异，跟奶奶与爸爸一起生活。爸爸是体力

劳动者，上下班时间不确定，早出晚归没有节假日。不善言谈，喜欢用暴力解决问题，孩子受到霸凌回

家不敢讲出来，父亲发下后乱砸东西，喝酒宣泄。父子基本不沟通。所有的课后辅导，接送和起居生活

料理都是奶奶负责。最重要的是母亲偶尔与晓杉见面，还都是说爸爸的“坏话”。 

5.2. 案例分析 

晓杉属于比较复杂的“父亲缺位”案例。需要从多个层面进行分析和梳理。 

5.2.1. 家庭方面存在的问题 
他是与父亲一起生活，但是照顾他的和接触时间最长的，是奶奶，这样的情况比母亲角色更加缺乏

安全感和沟通。离异后的家庭环境，更容易形成孩子的逆反心理和自卑心理。 

5.2.2. 父亲方面存在的问题 
由于父亲的学历、工作和性格原因，使得晓杉与父亲没有沟通的机会，或者说没有沟通的欲望。 

5.2.3. 母亲方面存在的问题 
然而母亲经常在看望晓杉(此时晓杉肯定是非常希望与母亲沟通获得关爱)的时候，却总是负面投诉父

亲的形象，更加深了隔阂。 

5.2.4. 正向纠正基础 
父亲在发现晓杉有被同学欺负的迹象后，发了很大脾气，证明父亲是深爱着晓杉的，有利于父亲参与

纠正；晓杉在家里的角色也比较成熟，照顾奶奶，勤于家务，本性和基础都是不错的，利于本身的纠正。 

5.2.5. 目标制定 
通过给予他相应的心理疏导和差异化的关注于帮助，提升他在校园环境中的良好循环，并在不断的

提升中，建树自己的信心与正向性格；利用校园环境的特殊性，尤其是同学朋友和老师，给予其加人的

心理感受，建立良好的社交技巧，锻炼主动沟通能力，优化心理素质，发掘潜力技能找到自信心的塑造

亮点；增强自我保护能力，杜绝校园霸凌的环境滋生和自身的条件引导。除了学校和个人方面的目标，

还希望通过科学合理的沟通家访，家校合作，与其父母共同采取针对性的措施，并且进行观察和数据统

计，以根据反馈进行措施调整。同时，最好措施的预警方案，以应对突发情况。 

5.3. 教育弥补实践指导 

本文通过文献学习，结合相关知识，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虽然按照既定的目标，笔者很有信心

进行负向纠正，但是也让笔者感受到了责任的重大。笔者坚信，良好的家庭教育能让孩子真正阳光乐观

起来，于是开始从多个层面针对性的寻找改变孩子的方法。 

5.3.1. 积极沟通 
与晓杉逐步增加一对一沟通谈心的次数，并且由浅入深的渐进，选择安静放松的环境进行个体化潜

入式逐步展开主题，安排渐进任务，并且跟踪反馈，表扬和激励同时，关心在校的日常生活，走进晓杉

的内心(基于治理他的敏感度和长期自卑的负面基础，此阶段用了较长时间，需要绝对的耐心和真心，并

记录每一次谈心的关键点和刺激点，以及谈话时间的长短)。 

5.3.2. 心理引导 
引导晓杉正常渠道宣泄压抑的情绪能量，请体育老师带他课后打篮球，帮助孩子将心中长期压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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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面情绪逐步发泄出来，学会有效正确的处理自己的情绪。而不是一味的沉默，乱摔东西。 

5.3.3. 职责安排 
在班级内，与班主任沟通，提拔晓杉作为卫生委员，负责卫生的检查和值日的安排，参与职责以提

高晓杉的自尊水平和自信心，调整消极负面的自我认知，帮助他重新建立积极正面的自我形象，逐渐形

成正确的自我概念。我带晓杉看过不少短视频，在等他奶奶接送的过程中，送给晓杉几本关于小学生心

里健康和社交的书籍和隐喻的童话书，并跟他讨论书中的细节和感想。这样可以填充他的课余生活，促

使他主动获取知识，正确认知自己的间歇性暴躁冲动的原因并进行激发性改进。 

5.3.4. 家校合作 
外部原生家庭环境的优化，需要同步。我和班主任一起进行了多次家访，时间渐进。首先以孩子在

校的亮点和自身的进步作为突破口，与其父亲沟通孩子教育措施的有效性，并引导父亲在教育和家庭角

色中更多参与，加强父子的沟通和对孩子的期望。尤其是父亲的引导杜绝武力和负面语言的传导环境，

将会通过双向反馈改善外部心理健康建设环境，使得孩子更大的进步和转变。同时给父亲建议了一些沟

通语录(暗含心理暗示)，也给了父亲视频课程，用手机可以方便班余时间学习，通俗易懂。我还布置了一

些，让孩子与父亲协同完成的任务，并且提前与晓杉的父亲沟通，以免父亲不参与或者不了解，给孩子

打击。 
随后我沟通了他的母亲，跟她说明了对父亲的负面阐述和抱怨，会对孩子造成的父爱缺位副作用。

除此之外，阐述了父亲在教育中的作用，尤其是晓杉是跟父亲以期生活，更加需要父亲的角色的正向与

充分，得到了母亲的支持和措施的协同。 

5.3.5. 幕后建设 
在学校环境的措施，我挑选阳光健康，有一定威望和保护能力的同学与其成为朋友和互帮小组，搭

建健康学习氛围，降低他的不安全体验，形成正循环。有必要的在其遭到校园霸凌的时候进行人身保护，

增强他的内心强大建设。 

5.3.6. 针对性措施失效的应急预案 
根据相应的对策，本文做了一定的应急预案。例如，如果晓杉不愿意看书，可以组织读书会，大家

一起阅读；如果晓杉的父亲不配合，可以动员晓杉的奶奶与起父亲沟通；同时还找了心理咨询师进行资

源储备。 

5.4. 教育弥补实践成果 

5.4.1. 学习成绩方面 
通过 3 个月的发展，晓杉的成绩从办理的倒数 11 名，提升到了正数 17 名(班级共计 55 人)，尤其是

语文成绩(可能是读书的帮助)，作文等有了很大的进步。而且由于坚持练球，已经被入选为“小树苗”校

队进行专业培训，发觉了潜力和兴趣。他负责的班级卫生，获得了连续三次的流动红旗，在班级中树立

了威信。 

5.4.2. 教师侧面评价 
各科教师，都评价晓杉在沟通上，积极性和课堂表现力上，突出且进步很大。 

5.4.3. 同学评价 
同学们已经接受了逐渐阳光的晓杉，喜欢跟他一起聊天，一起做手工，放些一起走，午间一起用餐，

因为晓杉读书多，还经常说一些知识和笑话，同学们都喜欢征求他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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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4. 父母反馈 
晓杉的父亲，在家里已经几乎不用“粗话”，也克制自己不用武力。跟孩子一起抽时间打篮球和跑

步，拒绝喝酒。自己的身体逐渐健康，孩子的性格逐渐阳光。父亲发现晓杉居然很多家务都会做，从孩

子获得的进步奖和篮球比赛的喜讯中，逐渐将孩子作为了自己的自豪，与工友的分享中也获得了尊重，

提高了信心，整个家庭有序的正能量循环。父亲认识到了自己的重要性，每周四固定接晓杉放学，一起

打篮球，吃小吃街。晓杉将比赛的奖金，带父亲一起取看电影。父亲还按照我的建议，看了两次心理医

生(公益)，主动进行了很多父亲教育的手册月度和视频学习。舒缓心结，有时候主动邀请母亲来给孩子过

纪念日等。 

6. 基于实践案例对如何弥补父亲缺位进行教育弥补的策略 

6.1. 提高父亲在生活以及心中的“地位” 

现代社会中，每个爸爸都应该在自己的孩子诞生之后，树立起一个正确的自我定位，提高对自己子

女的教育意识，使爸爸们乐于参加家庭教育，通过图书、网络等方式，提高对子女教育方式的认识，树

立科学的教育理念。在闲暇的时候，多和自己的孩子进行沟通，当他们有了进步的时候，就应该鼓励他

们，当他们有了错误的时候，就应该纠正他们，并给予他们一些处罚，尽到一个父亲的职责，发挥一个

引导和引导的作用，和一个有感情和陪伴的妈妈一起，形成一个相辅相成的“双系抚育”的教育方式，

这样才能让他们的孩子更好的成长。 

6.2. 树立父亲威信，感知敬与爱 

母亲一定要在孩子和父亲中间起到一个沟通桥梁的作用，让他们彼此更爱对方。可以告诉孩子，爸

爸为了我们生活得更好，才辛苦在外面工作，而不是盲目的抱怨，通过背后语言塑造父亲的威信；父亲

也不要盲目建立自己的权威，应每天与孩子沟通交流，介入他们的生活与心灵之中，爸爸们在表达对孩

子的情感时要明显，尊重孩子，从而让孩子热爱这个世界。 

6.3. 加强亲子活动拓展 

可以尝试规定和爸爸有关的书需要爸爸来讲，改善亲子关系。书籍推荐：《我爸爸》《给爸爸的吻》

《世界上最好的爸爸》《我的爸爸叫焦尼》；多让父亲和孩子进行亲子游戏，从游戏中得到有效锻炼，

有助于孩子的运动和智能发展，更能让孩子体验到父母对自己的关爱和专注。创办了 Facebook 的爱德

华·扎克伯格在接受采访时多次表示，父亲爱玩、会玩的性格，给自己带来了十分积极的影响，正是因

为有这样一名父亲，他才能保持积极的探索欲，取得如今的成绩；让父亲带孩子去运动，不需要特别抽

出陪伴时间，让父亲在自己锻炼身体时带孩子一同去运动，既可以让孩子得到锻炼，又可以让父亲和孩

子独处。 

6.4. 言传身教，树立良好父亲形象 

对于孩子而言，父母不仅是第一任老师，同时也是一辈子的老师，无形中，孩子会以家长作为榜样。

身为父亲，我们教育孩子除了要“言传”之外，更要“身教”，让自己成为孩子的优质榜样，起到潜移

默化的影响，使孩子变得更优秀。李玫瑾教授是一位教育方面的权威，她曾说过一句话：“女孩子如果

有一个出色的爸爸，那他绝对不会早恋。父亲的爱，让她有一种安全感，让她很难被人体贴和温柔所迷

惑。所以，父亲要做好表率，不能将自己没有实现的意愿强行灌输到子女身上，要给予子女充分的安全

感，言传身教的教育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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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科学途径弥补父亲的被动缺位 

科学途径在弥补父亲被动缺位方面，可以综合多种方法和策略，以系统地应对这一复杂的家庭问题。

首先，通过深入的科学研究，我们可以更准确地理解父亲缺位对孩子成长的具体影响，从而为制定有效

的干预措施提供科学依据。其次，教育和宣传也是至关重要的，通过广泛传播父亲参与孩子成长的重要

性，可以提高社会对父亲角色的认知，进而推动更多父亲主动承担起家庭责任。此外，提供育儿知识和

技能培训，帮助父亲掌握正确的育儿方法，增强他们参与孩子成长的信心和能力。同时，心理支持和家

庭咨询也是不可或缺的，它们可以帮助家庭解决在父亲缺位问题上可能出现的情感和心理困扰。在制度

层面，完善相关政策和法规，保障儿童权益，为父亲提供更为灵活的工作和休假制度，也是促进父亲参

与孩子成长的重要途径。最后，建立社区和家庭支持网络，形成互助合作的良好氛围，有助于为那些面

临父亲缺位问题的家庭提供及时有效的帮助。综上所述，科学途径弥补父亲的被动缺位需要综合运用多

种方法和策略，从多个层面入手，以形成全面、系统的解决方案。 

6.6. 改善母亲强势导致的“假性”父爱缺位 

改善由母亲强势导致的“假性”父爱缺位是一个复杂而敏感的问题，需要综合考虑家庭动态、亲子

关系以及个人成长等多个方面。我们需要认识到，强势的母亲可能因各种原因在家庭中占据主导地位，

但这并不意味着她们有意忽视或剥夺父亲的角色。因此，改善这一状况的第一步是增进家庭成员间的沟

通和理解。母亲应努力调整自己的态度和行为，以促进父亲的积极参与。这包括给予父亲更多的决策权

和育儿机会，鼓励他们与孩子建立亲密关系，以及尊重和支持父亲的教育方式。同时，父亲也应主动承

担责任，积极参与孩子的成长过程，展现父爱的一面。家庭成员可以共同制定家庭规则和价值观，明确

每个成员在家庭中的角色和责任。这有助于平衡家庭权力结构，减少母亲强势对父爱缺位的影响。同时，

寻求专业的家庭咨询或心理辅导也是一个有效的途径，可以帮助家庭成员更好地理解和解决彼此之间的

问题。我们需要强调的是，改善“假性”父爱缺位需要时间和耐心。每个家庭都有其独特的动态和挑战，

因此没有一种通用的解决方案。关键在于家庭成员之间的真诚沟通、相互理解和持续努力。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真正实现家庭的和谐与平衡，让孩子在父爱和母爱的共同滋养下健康成长。 

7. 结论与展望 

总之，中国大部分家庭的教育理念，受传统思想的制约，加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工作生活压力，导

致了“父亲缺位”现象的出现。父亲对子女养育教育的投入不足，以及对子女的参与度不足，这不但会

导致子女自身的成长发展存在不足，还会对家庭氛围的温馨和睦、家庭关系的友善和社会的平安稳定构

成了挑战。一个父亲，一定要对自己的身份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和定位，了解自己的角色内涵和职责并从

中不断提高和专业化，当成一项事业去成就和成长，从细节和基础工作做起，提升自己的教育占比和角

色功能，为了下一代优秀的综合素质和全面健康心理性格的塑造，拾起自己本应肩负的职责和使命。而

作为母亲，也应该给予父亲合理的资源支持和展示父亲复位的条件，并非一味的背负和隐忍。同时也要

认识到，及时是被动缺失的父亲角色，在科学合理的策略下，也能充分地对孩子的性格和行为进行纠正，

弥补父亲缺位带来的负象，做好教育弥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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