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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爸爸去哪儿》解读不同的

父子教育模式 ①

李　莉
（湖南科技大学 人文学院，湖南 湘潭４１１２０１）

摘　要：《爸爸去哪儿》作为一档亲子综艺节目自播出后，迅速蹿红荧屏，刮起了一股亲子风。不管是在现实生活
中，还是在网络上，其反响都很大。《爸爸去哪儿》犹如一阵春风，让我们在娱乐的同时去拾掇起那仿佛已经陌生了的亲

情与关怀感。究其原因，节目中的父子教育模式是其最主要的吸引力。通过对节目中五对父子（女）关系的审视，可将

教育模式分为传统式、平等式、友情式及慌张与淡定并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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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去哪儿》是一款舶来品，源自于韩国［１］，那为什

么在国内会如此之火？这当然和节目制作创新宣传等方

面有紧密的联系。但真正让人津津乐道的是《爸爸去哪

儿》节目中五对父子的相处。父亲给我们就是伟岸深沉

内敛的形象。在亲子问题上，父亲往往处于空缺位置，致

使孩子所受的父性教育严重不足。２００９年的一份调查显
示，在１９８８名被调查者中，６０．７％认为“现在的孩子缺失
父教”，仅有１３．０％认为“父教并不缺失”。在回答“在你
的成长过程中，谁承担了更多教育责任？”时，４６．９％选择
了母亲，仅有１３．０％表示是父亲。调查中发现，无论是在
陪伴、情感、尊重还是在解决问题方面，父亲对孩子的帮

助与支持远远不够，这说明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父亲并

没有承担应尽的责任［２］。在这样一个父教缺失的大背景

下，《爸爸去哪儿》的问世，迎合了大多数人的心理，节目

中五个父亲传达出的不一样的教育方式，给我们带来了

很多深思。

１　传统式———郭涛和石头
在传统式的教育模式中，父亲代表着权威，一般是父

亲说一，儿子不能说二。在这种父子关系中，父亲一般是

以一个比较高大的形象出现，比较大男子主义，不太擅长

去表露自己的感情，对自己的孩子很严苛，有一种“父命

不能违”的意味在里头［３］。这种父与子的模式，在当代中

国是很常见的。那么郭涛之所以有这样一种教育方式，

肯定和他从小生活的环境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郭涛作

为一个从小生活在北方的人，骨子里就有点大男子主义，

那么在教育方面自然就会比较爷们式。在换爸爸那一期

节目中，石头说自己的爸爸对自己太凶了，不想换回爸

爸。我想这一句是石头这熊孩子一个内心的真实独白，

他并不是不想换回爸爸，也许只是觉得爸爸平时过于严

厉，想在没有爸爸的看管下继续顽皮几次。当郭涛看到

这画面时，眼眶是湿润的，他也在反思与总结自己的父爱

传达方式，在后来的几期节目里明显地得到了改善。

从郭涛父子身上，我们更应该看到的是，父亲作为一

个社会主要承担责任的形象，也许过于严厉，不太善于表

达自己的情感，但我们要去体会他们那最质朴的感情。

在这个浮躁的社会背景下，人与人之间真实的感情，特别

是亲情，更值得我们去珍惜与表达。

２　平等式———林志颖和Ｋｉｍｉ
作为一个亲子类的节目，特别是以如何让父亲和孩

子单独相处为主线的一个节目，娱乐的同时更多的是让

我们能从这对父子中看到一些不一样的东西。林志颖父

子让人们为之喝彩的更是他那种平等式的父爱传达方

式。细心的观众都会发现，林志颖和孩子交流的时候，基

本上都是蹲下来面对面的去交流。这样就不会让孩子有

一种父亲高高在上的感觉，更好地拉近了父子之间的距

离。另外，Ｋｉｍｉ睡着了，有蚊子，他会起床给孩子打蚊子；
抽到破旧不如意的房子，他会哄着他，并开心地去打扫房

间和做其他的事；孩子哭闹，他会从自身去反省……从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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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细节方面，我们都可以看出，林志颖在和孩子相处的时

候，基本上都会从孩子的立场去考虑，而不会过多的将自

己的想法强加给小Ｋｉｍｉ。也许正是因为他这样的一个立
场，他在和Ｋｉｍｉ相处的时候，才会如此的细心，并保持积
极乐观的心态去传染给 Ｋｉｍｉ。当然，也许是林志颖对孩
子给予的太多，以至于Ｋｉｍｉ特别黏爸爸，有点怯生。所以
很多人在为他们喝彩的同时，也有很多人指出，对孩子给

予太多，会影响孩子自我成长的机会，孩子的独立性会较

差。所以父亲对孩子的爱也要适当收敛。在后来的几期

节目中，细心的爸爸也开始取长补短，让我们看到小 Ｋｉｍｉ
的成长，慢慢地变得独立起来。

在林志颖和Ｋｉｍｉ这对父子身上，不管他们的相处模
式是否是你所赞同的，但林志颖那种平等式的父爱传达

方式绝对是一个闪光点。在与人的相处过程中，会更多

的去以对方的立场思考问题，去尊重对方，以及重视眼神

的交流，那么对自己的孩子也不例外。也许初为人父的

林志颖也是在不断的摸索自己的育儿之道，但他所传达

出来的平等式的正能量，是我们每个人都值得学习的。

３　友情式———张亮和天天
张亮作为父亲，他面对孩子的调皮哭闹，不会进行过

多的说教，而是通过角色体验，让孩子去体会别人的感

受。节目第一期中，天天因为讨厌屋内的气味，哭闹着不

肯进屋，张亮不是一味地去埋怨去说道理，而是将天天扛

进去，让孩子融入那个环境中去。另外，每次在睡觉前，

针对孩子白天有些不好的行为，他都会进行一个角色互

换的体验。这样，既传达了自己的想法，又尊重了孩子的

心理需求。可以说，张亮是一个懂得如何很好去跟孩子

沟通互动的父亲。那么在如此的相处模式下，天天也展

现出了非常懂事的一面，是个知错能改且情商很高的小

男孩。张亮和天天之间的感情，总会让人感觉有种哥们

式的味道，也许正是因为张亮那不跟孩子说教，把孩子当

成自己的朋友一样去沟通的方式，才形成了他们这种友

谊式的父子情。友情式的相处模式，有利于促进家庭成

员之间的感情，也能让孩子长大后更能从别人的立场去

想问题，拥有更好的人际关系。友情式的父爱，也是一种

超越友情的亲情。

４　慌张与淡定———王岳伦和甜甜、田亮和森碟
随着节目的播出，不管是观众还是专家都对五位父

亲的表现褒贬不一。在五位父亲中，王岳伦和田亮被很

多人认为是最不称职的父亲。在我看来，也许他们相比

其他父亲，在育儿经验方面确实有待加强，但他们依然有

很多值得学习的地方。可以说他们俩是慌张中又有着淡

定，最可贵的还是他们那颗真实的爱孩子的心。

王岳伦在第一期中，可谓是让人为他捏了一把汗。

看着他那做饭的样子，着实让人着急。虽然在后面的几

期里有所进步，但捕鱼、挖藕等总是跟不上其他人的节

奏，有时还经常把女儿甜甜落在了一边。可以说王岳伦

慌张到了极致。尽管如此，幸亏在甜甜这个可爱的小公

主心里，爸爸都是最好的。的确，除去王导的慌张之外，

其实他身上更多的是淡定，尽管他很多事情不如其他爸

爸，但他总是乐呵呵的。在女儿面前，也尽力去做好，从

不急躁。也许正是这种正能量，让王岳伦在女儿心里永

远是那么的优秀！

另一个慌张的爸爸就是田亮了。面对女儿森碟的哭

闹，他手足无措。这也是现在很多父亲所存在的一个普

遍问题，因为工作平时很少陪伴孩子，对孩子的需求不甚

了解，因此面对孩子的哭闹，就不知如何去应对。田亮一

直提醒自己要做一个慈祥的父亲，但内心是比较茫然的。

森碟虽在第一集里，哭闹了几个小时，但后来离开了爸爸

去完成任务时，就完全是另外一个状态，和刚开始哭鼻子

的小女孩完全联系不起来。可见，爸爸和孩子在一起，爸

爸的状态和情绪是可以影响孩子的状态的。在淡定方

面，田亮确实应该向王岳伦学习。在后面的几期节目里，

我们看出田亮的进步，“我要做个慈祥的爸爸”一直提醒

他在一次次慌张中领悟到如何把握心态，如何应对一次

次突发状况，如何做一个好爸爸。

５　结　语
《爸爸去哪儿》节目中每个父亲给我们传达出来的正

能量就如一剂良药，让我们不断去反省自己在家庭中的

角色。他们对孩子的教育相处模式，不管是传统式，还是

平等式、友情式，还是慌张淡定或正在摸索的道路中，都

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作为父亲，不管你曾经在教育

方式上有多糟糕，只要有心，善于总结与吸取别人成功的

经验，结合自己和孩子的实际情况，都可以做好自己的角

色。说到底，在家庭教育中，父亲角色举足轻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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