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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

爸爸缺位让男孩少了阳刚气
济南一小学调查显示：31项指标男生29项不如女
本报记者 李钢 徐洁

格链接

“爸爸俱乐部”

弥补角色缺位
本报记者 徐洁 李钢

前不久，济南舜耕小学家
委会组织了一次爬泰山亲子活
动，与以往不同的是，参加活动
的家长要求必须是爸爸。作为
市里一所热点小学，舜耕小学
的家长中许多在机关、银行等
单位任职或忙于生意，对孩子
的关注少之又少。2009年底，该
校“爸爸俱乐部”成立大会上，
到场的爸爸占了不足15%。

实际上，“爸爸俱乐部”的
一个中心目的就是：无论工作
多忙，事业多么需要你，为了下
一代的成长，爸爸必须承担起
教育孩子的责任，与妈妈一起
让孩子健康成长。“如果爸爸在
家庭教育中角色缺位，男孩子
身上也会缺乏阳刚之气。”爸爸
俱乐部发起人、家长吕勇说。

他认为，俱乐部成立3年
多，不少爸爸对孩子的关注更
主动、时间也更多了，“我们经
常组织爸爸带孩子爬山，爸爸
的角色可以影响孩子具有更
强的意志力。”

虽然身躯还幼小，但懵懂中
已开始体味生活，虽然心灵还稚
嫩，但言行中已懂得是非。儿童
是花朵，更是小精灵，带给成人、
带给社会以快乐和希望。儿童成
长中的点滴欣喜、感动与苦恼，
汇成如歌的行板，触动着我们的
心弦。

又一个儿童节到了，怎么样让
孩子们过一个开心快乐的节日？怎
么样让童年成为孩子们一生的快

乐源泉？怎么样让孩子们健康快乐
的成长？这些都成了我们共同关注
和思考的问题。

但我们思考的模式往往都
是以成人的思维和角度去给予，
去让孩子们接受，却似乎忽略了
孩子内心的想法。我们的角度有
没有给孩子造成压力？孩子们到
底想要什么？孩子眼里的快乐是
什么？他们对学校、对家长、对社
会、对这个世界，有些什么看法？

或许我们从来没问过，孩子们也
很少说起。

这个六一儿童节，就让我们一
起来听听孩子们的心里话。

孩子们，你们有什么想对老师
和父母说的？你们心里有些什么话
想倾诉给所有的人听？你们对现在
的学习和生活有什么意见和不满？
你们认为我们还能做些什么？所有
的心里话都可以在这里畅所欲言，
没有人会责怪你们，没有人会批评

你们，我们只是想听到你们内心的
真实想法。

这个儿童节是你们的，这个舞
台是你们的，这个世界是你们的。
孩子们，有话，就大声说出来吧。我
们希望来稿能表达孩子原汁原味
的真实想法，家长和老师不宜帮助
改动。

稿件征集方式：电子邮箱：
woxinwen@126 .com

(本报记者 张鹏飞)

孩子们，来说说你们的心里话

@lao118dong：现在都
是独生子女，父母的掌上明
珠，从小就没有吃苦耐劳精
神，更不要说男子汉素质了。
要彻底改掉娘娘腔，只有家长
大胆放手，让孩子融入社会，
在生活中培养独立精神。

@谭铁匠：独生子女政策
使得家长不敢让孩子冒险，男
孩女孩都柔弱化！

格观点

改掉娘娘腔

需家长放手

@LiquidDreams_彧：现在
的男明星大多是“花样美男”，
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青少年成
长。

@bresta：小时候妈妈说，
看到长头发的叫阿姨、见着短
头发的叫叔叔就没错，现在打
开电视，都是漂亮哥哥、帅气姐
姐，真不知道这咋整的！

花样美男

起到误导作用

应试教育

是罪魁祸首

@小喜maggie：农村的孩子
吃过苦，比城市男孩更阳刚。

@天山童姥爷：一味应试
教育，限制了男孩子动的特点，
顺应了女孩的静。

调查

不少男孩爱哭

受不得一点委屈

29日下午，济南市明珠小学
科学探索教室里，4个男孩子一
组，正聚精会神地按照自己的想
法，组装着形态各异的机器人。

“ 虽 然 也 不 禁 止 女 生 加
入，但主要都是男生选这样的
课。”作为该校为数不多的男
教师，孙越感到很欣慰，“上了
这样的课后，许多男孩的‘男
子气’更足了。”而在此之前，
一些特殊的“男孩现象”让他
们感到担忧。

“ 在 开 设 这 样 的 课 程 之
前，我们做过一个调查发现，
在31项指标中，男孩29项不如
女孩。”该校副校长王军介绍，
调查项目主要包括老师的信
任与支持、看法和兴趣能否得
到老师的关注，以及学生的学
习能力、自信程度、兴趣等方面。

除了男孩与女孩的一些差距
外，作为女老师的王军还感到不
少男孩子有“女性化”的倾向。“现
在有不少男孩子爱哭，不坚强，受
不得一点委屈。”

记者在多所学校采访发现，
尤其在小学，学习成绩优秀的女
孩比男孩多，当班干部的比男孩
多，在待人接物上也比男孩成熟。

分析 男教师只占1/6，“男性”角色缺失

“现在的男孩大都是独生子，
父母、祖父母都非常疼爱。”王军
分析说，“在生活中，男孩想游泳，
家长怕淹着；想滑冰，家长怕摔
着，所以男孩正在女性化。”

家庭教育中，“爸爸”的角色
又相对缺失。“我整天早出晚归，
晚上回家孩子已经睡觉了，交流
很少。”在省城一家媒体工作的石
先生认为，这是不少70后、80后家
长的普遍状态。

近日，在山东卫视少儿频道
对儿童成长及家庭教育现状进行
的调查中，“孩子平时最喜欢与谁
交流？”5 2 . 8 %的孩子选择“妈

妈”，“小伙伴”和“爸爸”的选择比
例分别是25 . 4%和21 . 8%。山东师
范大学心理学院纪林芹教授认
为，在家庭教育中，爸爸擅长“粗
养”，胆子更大一些，妈妈更细心，
比如带着孩子参加消耗体力的活
动并不擅长。

另一个众所周知的现象是幼
儿园、小学中的男老师稀有。“其
实，我们也想招男老师，但是很难
招到啊。”王军说，该校60多位教
师中，只有不到10位是男教师。舜
耕小学106位老师中，只有17名男
老师，这17人中，又有一部分是体
育老师或中层校领导。

延伸 “好孩子”标准加重“阴盛阳衰”

纪林芹教授认为，男孩普遍
发育晚，因此在小学中的表达能
力等方面表现不如女生，女孩更
喜欢人际交往、组织活动，因此更
容易受老师欢迎。

明珠小学调查分析得出的更
深层次结论是，现代教学中还是
普遍存在“我讲你听”的灌输式和
机械记忆为主的学习方式，教材
内容上也体现“以读写为主”，更
适合女生学习而不利于男生。

长期以来，我国教育树立的
“好孩子”形象——— 听话、守纪律、
行为习惯好、学习自觉认真等，这

些也与女孩性格相吻合，而与男
孩的调皮、叛逆、喜欢动手、独立
思考的特点相悖。如今，这种“好
孩子”的标准不仅被成人认同，也
为孩子们自己所认同。

“我要是个女孩就好了。”山
东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心理咨询室
中，一位男孩“吐槽”。该心理学
院专家认为，现在小学的许多男
孩都有同样的感受：班上女孩很
出色，自己得不到老师的重视。

“但这并不能说明男孩不如女
孩，而是目前的评价体系不利于
男孩。”

家庭教育中“爸爸缺位”，学前、小学教育“男教师缺失”，“男孩子女性化”逐渐引起了社会的关注。济南市一所小小

学调查发现，“老师的信任和支持”等31项指标中，男孩不如女孩的指标达29项。为破解这一教育怪圈，济南市明珠小学

成立了“男孩俱乐部”，开设符合男孩兴趣的军事、机器人、棋类课程，以此来培养男孩子的阳刚之气。

为培养男孩子的“男子气”，济南市一小学成立“男孩俱乐部”，专门设置适合男孩子兴趣、性别特点的航模、机器人人等课程。 本报记者 李钢 摄

巾帼不让须眉

女孩优秀很正常

@蓉之叶：虽然我是男
孩，但我不赞同因性施教，性
别不是教育划分界限的标准。

@王雪珍：巾帼不让须眉！
让重男轻女的旧思想见鬼去吧！

@拈花一笑一浮生：女孩
并没有获得比男孩更优越的学
习条件和环境。我坚决反对为
了所谓的男孩危机制定任何对
女生发展不公平的政策！

(宗禾)

孩子平时最喜欢与谁交流

明珠小学男老师占比

舜耕小学男老师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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