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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10月25日、10月29日，本报接连刊发了《“女儿奴”，

另一种父爱如山》《面对老爸“极致的浪漫”，女儿们有骄

傲也有尴尬》两篇连续报道，引起了读者的较大反响。从

“现代金报”微信公众号的文末留言区来看，大家的观点

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种认为，这些爸爸甘心为女儿“当

牛做马”，任凭女儿撒娇，有“惯坏了”的趋势；另一种观点

是，疼爱孩子乃属天经地义之事，爸爸甘做“女儿奴”符合

“女儿需要富养”的育儿理念。

对此，教育界人士又是怎么看的呢？记者近日采访了

一些心理专家，请他们发表看法，并给出实用建议。

■《“女儿奴”，另一种父爱如山》后续报道

给女儿安全感？易滋生“公主病”？

专家细说专家细说““女儿奴女儿奴””带来的利和弊带来的利和弊

□现代金报 | 甬派记者万建刚樊莹

郭梅花还特别提到，家庭生
活中，爸爸们需要关注到心理抚
养中的一些细节。

爸爸应和妈妈站在一起，相
互支持、相互补充，共同为女儿
营造一个温馨、和谐、充满爱的
家庭环境，共同做孩子的坚强后
盾和坚定的支持者。这样女儿能
够感受到来自父母双方的关爱
和支持，从而更加健康、快乐地
成长。

“爱应该是双向的，爸爸在
表达对孩子关爱的同时，应鼓励
女儿参与家务、表达爱，以培养
其独立性、爱他人的能力。”郭梅

花举例道，比如，妈妈的生日快
到了，爸爸可以和女儿一起筹备
生日活动，庆祝妈妈的生日。

郭梅花强调，健康的“女儿
奴”现象应该建立在尊重女儿独
立性、鼓励她自主成长的基础上。
父亲应该学会在关爱和支持女儿
的同时，给予她足够的自由和空
间去探索、去尝试、去犯错。只有
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女儿奴”现
象的正面价值。如果爸爸发现自
己无法摆脱“女儿奴”的心态，或
者女儿的行为已经出现了明显的
问题，如任性、依赖性强等，建议
寻求专业人员的帮助。

“女儿奴”爸爸的背后

是家庭教育观念
和方式的转变

经过“长途奔袭”的水果
羹、没有刺的酸菜鱼、回忆满满
的照片集……从“女儿奴”爸爸
身上，可以看到家长们积极的
情感表达和深深的父爱。

“‘女儿奴’爸爸现象背后，
是现代家庭教育观念和方式在
转变。”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
宁波外事学校心理老师马婕认
为，在传统观念里，家庭教育似
乎是妈妈的“专属领地”，而爸
爸们更多则扮演家庭经济支柱
的角色，这种“父亲缺位”的状
态，会给孩子的成长带来缺憾。

“心理学研究表明，父亲的
参与度与孩子的自尊心、社交
能力及未来的职业成功紧密相
关。”马婕说，不同于母亲的温
柔细腻，父亲往往以更为理性、
直接的方式与孩子互动，这对
孩子的逻辑思维和问题解决能
力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

在情感层面，父亲的共情
能力同样至关重要。尤其是进
入青春期，孩子需要面临自我
认同的困惑和外界压力的时
候，父亲的理解和支持能够帮
助孩子建立更加稳固的心理防
线。

余姚市中小学生成长指
导中心负责人郭梅花也有类
似观点。“爸爸通过对女儿点
滴关心、日常陪伴，和女儿建
立紧密的情感联系，这种联系
为女儿提供一个充满爱和支
持的成长环境。女儿更容易形
成健康的自我认同，对自己的
价值和能力有更高地认识。”
郭梅花认为，“女儿奴”爸爸往
往更愿意向女儿表达自己的
情感，无论是赞美、鼓励还是
关心。这种积极的情感表达有
助于女儿形成开放、自信的性
格，同时也教会她如何表达自
己的情感和需求。

此外，郭梅花表示，“女儿
奴”爸爸对女儿的照顾往往细
致入微，从生活细节到学习成
长，有助于女儿在成长过程中
感受到被重视和被爱护，从而
培养出更加积极、乐观的生活
态度。

“女儿奴”爸爸

会带来安全感
和健康的婚恋观

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浙
江省心理健康教育A证资格
教师、宁波市东恩中学心理老
师罗锋敏向记者介绍了美国
著名心理学期刊《行为神经
科》曾发表过的一篇学术报
告。在这份报告中，阐述了这
样一个实验：

研究人员通过对一些父
女的观察发现，爸爸花费在女
儿身上的平均时间，是花费在
儿子身上的5倍。因此推断：
从人体生理学的角度出发，爸
爸之所以成为“女儿奴”，其实
都是大脑的自然反应。由此可
见，爸爸变成“女儿奴”，都是
一些“客观因素”在“作祟”。

简单来说，爸爸是因为被
大脑所“操控”，所以才会不自
觉地成为“女儿奴”。爸爸的大
脑“认为”：女儿喜欢爸爸感性
表达，而儿子却更喜欢爸爸理
性表达。因此，在感性的推动
下，爸爸就成为名副其实的

“女儿奴”。
“爸爸是‘女儿奴’，其实

对女孩的成长有重大影响。”
罗锋敏说，首先，可以让女儿
建立高度安全感。在孩子们
眼中，爸爸的形象一直都是
高大威猛，是责任的象征。因
此，如果爸爸十分宠爱女儿
的话，孩子心中就会清楚地
知道，自己是被爸爸保护着
的。这份感知从小时候逐步
成型，长大之后就会更加牢
固，不容易患得患失。

其次，让女儿有更健康的
婚恋观。爸爸身为女儿第一个
接触，也是这一辈子接触时间
最长的男性，对于女儿的恋爱
观、婚姻观都有着深刻的影
响。如果爸爸从小教会女儿如
何正确和异性相处，女儿长大
后无论是谈恋爱还是结婚，眼
光都会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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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是一种营养，但不是全
部。”浙江省中小学心理健康教
育A证持证教师、宁波市古林职
业高级中学心理专职教师虞杰
关注到，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家
庭条件越来越优越，家长们常常
会表现出对孩子格外的关爱，甚
至是溺爱。这种“女儿奴”的关
爱，不仅限于爸爸对女儿，也有
爸爸对儿子、妈妈对儿子……其
实，说到底是一种特别亲密的依
恋关系。

“有心理专家指出，婴幼儿
期的依恋是情感的起源，依恋
关系的建立是对婴幼儿的需求
及时满足，从而让婴幼儿获得
安全感。因此，婴幼儿时期家长
给予孩子满满的爱是非常有必
要的。但孩子从3岁开始，逐渐
具有了理解和表达的能力，这
时是给孩子‘立规矩’的关键时
期。”虞杰说。

他建议，在孩子学前期和
学龄期，家长要学会说“不”，
要教会孩子等待和自律，不要
无节制地满足孩子的一切需
求，在诱惑训练中教孩子学会

自我管理，并身体力行地示范
给孩子如何与他人分享。一味
地“女儿奴”行为往往会养成
孩子的依赖性，缺少动手能
力，性格较为情绪化，这样的
孩子在成长过程中往往主观意
识特别强烈，不愿意接受他人
的意见和建议，容易出现所谓
的“公主病”。

罗锋敏和郭梅花也认为，
女孩到了青春期，爸爸与女儿
相处模式要有一定的界限感。
适当的距离，有利于孩子建立
清晰的性别认知，帮助他们树
立正确的性别观念。爸爸要做
的就是要让女儿安心，永远有
个爱她的爸爸在支持她，而不
是事事都替女儿做主，替女儿
代劳，不讲原则和底线。

“家长要学会平衡对孩子的
爱，对于孩子的合理化需求要及
时满足，对于孩子的进步表现应
及时给予鼓励和表扬，对于不合
理的需求坚决说‘不’，对于错误
的行为要及时指正，这样才能让
孩子养成好的习惯，得到真正的
心灵成长。”虞杰说。

“女儿奴”爸爸

容易让女儿出现“公主病”

“爱应该是双向的”

爸爸也应培养女儿爱他人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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