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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失”的爸爸 
苏丹 

(长春市第一〇八学校  130000) 

摘要：由于种种原因爸爸在家庭中失职失责并产生了一定的不良后果。通过本文的论述，呼吁爸爸回归家庭，促进孩子
健康成长，减轻妈妈的家庭负担，建构和谐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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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角色家庭中的“消失”就是一个很典型的家庭现象。

这里的“爸爸消失”指的是爸爸角色在家中没有发挥其应有

的功能。 

一、爸爸“消失”的现状 

1.永远长不大的爸爸 

这类爸爸虽然在家，但是没有履行任何爸爸的职责，只

是这个家庭又多了一个“孩子”而已。这类爸爸形成原因主

要由于爷爷奶奶从小对爸爸过度溺爱，压缩爸爸成长空间。

爸爸始终在家庭中依赖于别人，任性幼稚，缺少独立能力。 

2.大男子主义的爸爸 

这类爸爸认为我工作挣钱就是尽到职责了。一切家务和

照顾孩子都是妈妈的事儿。甚至以工作为借口逃避身为爸爸

在家庭中职责。在这类爸爸眼里根本就没有家务事。这类爸

爸觉得妈妈做的一切理所应当，从未履行爸爸的职责。 

3.一心为工作的爸爸 

这类爸爸是工作狂徒，要么常年在外出差，要么天天早

出晚归，周末加班。这类爸爸虽然也想回归家庭，但是家庭

负担重，迫于生计，回归家庭就没法养家，挣钱养家就没法

管孩子。现在社会中这类的职业占大多数。事实上很少有职

业能挣钱够花，还能回家陪孩子。 

总之，有些爸爸迫于无奈在家庭中“消失”，有些爸爸

明明在家却未履行家庭职责而“消失”，还有些爸爸家庭暴

力，嫖娼出轨，甚至包养“二奶”等，有这样的爸爸还不如

“消失”。 

二、爸爸“消失”的原因 

1.家庭经济压力巨大 

养老、医疗、教育等家庭方方面面经济负担大都落在爸

爸身上。为了更多地给家庭提供经济基础，爸爸超负荷工作。

在现实的枷锁中，没有时间和精力关注家庭。爸爸们职场的

压力大，全力以赴追求事业的成功，增加经济收入。 

2.性别刻板印象限制 

受传统文化思想的影响，大多数人认为爸爸不适合照顾

孩子。普遍认为妈妈在照顾孩子方面更权威。即便夫妻俩都

参与到育儿中来，意见不一致的情况妈妈掌握话语权，批评

爸爸的行为，进而打击爸爸参与育儿的积极性。 

3.部分爸爸推卸责任 

部分爸爸认为挣钱，在外面干活儿最辛苦，对家务劳动

的强度和内容缺少足够的认识。由于没有长期积极参与家务

劳动，不知道家务劳动需要多少精力和时间，过低估计家务

劳动的繁重程度。没有履行父亲职责，还认为理所应当。 

4.封建思想负面影响 

在我国千年封建社会中，依然残留着“男尊女卑”"男

主外女主内"这类的思想。这些不符合时代发展的思想影响

了爸爸回归家庭，激化家庭内部的矛盾，不利于孩子的健康

成长。 

5.妈妈们的心理阻碍 

妈妈把精力全部聚焦到孩子身上，失去和爸爸的互动。

有些妈妈抱怨爸爸不照顾孩子，不做家务。但实际上更看重

爸爸的工作，认同爸爸提高收入。妈妈对于照顾孩子，做家

务等工作大包大揽。 

6.老人阻碍爸爸履职 

老人帮忙带孩子当然可以减轻年轻父母的压力，只是有

些爷爷奶奶把爸爸该干的活儿抢着干，爱子心切，阻碍爸爸

角色发挥相应的功能。甚至由于溺爱孙子（女）阻碍爸爸教

育孩子。 

总之，多方面原因导致爸爸在家庭中根本不在家，或者

在家犹如空气。 

三、爸爸“消失”的后果 

1.对孩子的影响 

因为爸爸的“消失”男孩子缺少男性气质。弱化爸爸和

孩子之间的情感连接。如果此时妈妈教育方式方法比较偏激

狭隘，爸爸如果在这种情况下不及时回归家庭纠正，孩子特

别容易的出现心理问题。 

2.对妈妈的影响 

每个人的精力有限的，爸爸失职，妈妈投入家庭中的精

力增多，投入工作的精力减少，影响工作时间，妈妈收入减

少。妈妈收入减少导致妈妈在家务分工中的议价能力减弱，

进而使得家务劳动更加向妈妈倾斜，形成恶性循环。影响社

会中女性就业，升职等。爸爸如果对此没有意识，就会加剧

家庭中的心理失衡，激化家庭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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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爸爸在家庭中的“消失”更激化婆媳矛盾，更容

易造成妈妈产后抑郁症，这也是离婚率增加的一个重要原

因。 

四、爸爸“回家”的动力 

1.家庭内部动力 

爸爸也要更多地参与家庭教育和家务劳动。减轻妈妈在

家庭的负担，使妈妈从家务和孩子中解脱出来，回归社会。

以合法婚姻保障孩子的健康成长，从怀孕开始直到孩子成年

跟妈妈共同分担孩子心理和生理上的照顾养育等。  

妈妈多鼓励爸爸参与家庭生活。在爸爸做家务照顾孩子

的时间里，妈妈们抽身努力提高自己。妈妈即使挣得少，也

不要轻易放弃自己的工作，使自己不在经济上受制于人才是

硬道理。 

如果家庭条件允许老人们要懂得全身而退。给爸爸们更

多参与家务，照顾孩子的机会。 

2.家庭外部动力 

抚育孩子具有广泛的社会效益，因为孩子不仅仅是家庭

的未来，也是社会的未来，所以期待社会外力能发挥更大的

作用。我们寄希望于更多的更有效的相关政策，比如同时适

用于男性和女性的带薪育儿假期，及其他保证男女同工同

酬、男女升职加薪机会平等的政策。尤其制定一些促进爸爸

回归家庭的举措，当这个社会爸爸也同样顾家，同样育儿的

时候，企业招聘的时候就不会因带孩子问题歧视女性。 

企业单位更多地支持员工育儿需求。有些工作在条件允

许的情况下，允许爸爸妈妈带孩子上班。在评价员工业绩时

候多制定更加公平的标准，避免性别歧视。积极落实国家现

行的产假，哺乳假等。 

学校、幼儿园更好地衔接家长们的工作时间。这方面我

国大多数地区已经做到了。同时也期待我国早教方面更好更

快发展起来，更廉价更实惠，为爸爸“回归”家庭助力。 

结束语 

爸爸参与家庭教育，两个人的知识面往往比妈妈一个人

更广阔，有助于拓宽孩子视野、丰富孩子知识。爸爸拥有的

男性的力量和速度，更能有机会带孩子参与更具有竞争力的

活动，培养孩子勇敢的品格。爸爸“回归”家庭对家庭，对

于社会都有好处，更有助于落实男女平等的基本国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