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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IANJIANG EVENING NEWS

萧山生活

国家放开二胎政策以来，“添丁进口”给很多家庭带来了欢乐，全家总动员带娃的同时，也能够看到不少二胎妈妈的艰辛。近日，江苏省立法

制止“缺位”的家庭教育，引发网友热议，由此来看看萧山二胎家庭的相关话题。

呼唤不“缺位”的家庭教育走进二孩时代

提起“二胎”，也是几多欢喜几多愁。政

策没放开时，是许多家庭的期盼；放开后如愿

以偿的家庭，收获的有快乐，也有辛酸。这也

跟家庭教育密切相关，考验不仅仅是陪伴，还

有能力等综合因素。

最近有网友小吴反映，自己生二胎后，做

各种家务、照顾孩子，忙得不行，丈夫却又不

提供帮助，长辈也帮不上忙。小宝生病，带着

两娃去医院，不管白天黑夜。小宝太小，放车

上要人管；大宝不带走，放家里没人管。有时

候想，为了迁就老公那不算事业的工作，有点

不值，可现实就是这样，改变不了。没有条件

抑郁，没有时间考虑辛苦。许多外来务工的

朋友都说本地人幸福，但生二胎之后，只有自

己才明白生活的艰辛。无奈多了，慢慢地也

就变得麻木、淡然了。

笔者有位同事也生了二胎，孩子是公公

婆婆帮忙带，夫妻俩都在工作。老人们带孩

子也挺辛苦，她自己最担心的是孩子们生病，

这个时候也是一家人往医院跑。但有了小宝

之后，对大宝的爱相对减少了。因此，三岁的

女儿上幼儿园后，总以为爸爸妈妈不喜欢她

才送到学校，说起来既无奈，又心疼。但想到

一家人在一起，其乐融融的样子，也是满满的

幸福。而且孩子长大后也有个伴，今后在养

老方面的负担也会轻一点。

支持生二胎的网友也说出了自己的理由：

网友“一纸か荒凉”：生或不生，在个人，

爷爷奶奶没有责任和义务帮你带孩子。我也

是两个宝宝，自己带，自己养，没人搭手，两个

小家伙很懂事，每天带在身边，一会儿不见会

想他们。每天变着法子给他们做吃的，全职

宝妈，没你们说的那么累。

网友“萧山罗卜条”：别瞎说，吓得没结婚

的不敢结，结了婚的不敢生孩子，生了一个不

敢生第二个。带孩子肯定辛苦的，就算家里钱

再多，老人再给力都需要精力去对付，过程是

痛苦的，但这就是生活。作为一个过来人，告

诉你们人生要经历一些才叫“不后悔”。致敬

二胎家庭，感谢二胎妈妈，养大了真心不错！

其实，放开二胎政策，也是我们社会发展

的必然结果。无论从是个人家庭，还是国家

发展来看，用好此项政策，利国利民。但生孩

子涉及到教育问题，教育孩子，要从家长教育

开始，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也是最重要

的老师。家教是家长对孩子的言传身教，往

往体现在非智力因素方面，其实就是让孩子

成为一个合格的社会人。孩子成为一个什么

样的人，在某种程度上，首先取决于父母。父

母双方做好这些准备，再来生孩子，相信二胎

妈妈们，也会更从容、更安心。

从家庭教育角度看“二孩”

自古有“清官难断家务事”之说，家庭教

育都是自主进行。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家庭教育缺位，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有

调查资料显视，近半数的家长不知道用什么

方法教育孩子，约八成家长缺乏相关知识和

经验借鉴，迫切需要家庭教育服务。留守儿

童、流动儿童、困难儿童、不良行为未成年人

的家庭教育等问题，也跳出家庭框架，需要

通过政府、社会和家庭合力解决。

近日，江苏省立法制止“缺位”的家庭教

育，该“条例”中拟规定：“父母双方应当共同

履行对未成年子女的家庭教育义务，不得以

离异或者其他理由拒绝履行”。对此网友众

说纷纭，当前正值二胎政策放开，大家都有

什么观点呢？

对于支持方，有网友俞女士表明：反对

“丧偶式”育儿，父母应共同履行家庭教育义

务。很多妈妈经常吐槽，孩子饿了找妈妈，

洗衣服找妈妈，做作业找妈妈，而有些爸爸

明明躺在沙发上却视而不见，这些爸爸在家

里简直就是透明的存在。这种现象就是人

们戏说的“丧偶式”育儿。“妈妈生，妈妈养，

爸爸回家只观赏。”正处在“丧偶式育儿”状

态中的妈妈们，看到这句话一定笑不出来。

而该“条例”中明确，父母双方应当共同

履行对未成年子女的家庭教育义务，不得以

离异或者其他理由拒绝履行。一方开展家

庭教育，另一方应当予以配合。

网友王先生则认为：在家庭教育中，学

校也要有所作为。不少家长吐槽，学校把很

多教育的问题都推给了家长，那么学校干什

么呢？在家庭教育中，学校也要有所作为。

该“条例”也明确，如果学校发现未成年人有

违纪、违法或者不良行为、严重不良行为的，

应当及时告知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并提

供家庭教育个性化辅导。

同时，王先生还指出，通过立法，在婚

姻登记、生育、幼儿园和中小学入学几个

节 点 ，对 强 化 家 庭 教 育 指 导 作 了 明 确 要

求。这就从政府、社会和家庭三方面对家

庭教育形成了合力，有利于促进人才的培

养与社会和谐。

而持相反观点的网友则认为，立法规范

家庭教育，执行起来并不那么轻松。

家住杭州的张先生说，自己婚后跟妻子

育有一对儿女，现在基本由父母和妻子带。

自己由于房贷等生活压力，不得不早出晚归

地工作，根本没时间陪孩子，如果再立法规

定家庭教育，那将对生活带来更大的压力。

网友毛小姐则认为，立法制止“缺位”的

家庭教育，很难有一个量化的标准。孩子的

成长需要爱的陪伴，如果强行在规定一段时

间内，要求来陪孩子多少时间，个别不走心

的家长，把时间集中到某一个点，这对孩子

的家庭教育并无多少益处。因此，执行起来

不容易。

家庭教育事关社会和谐，祖国的未来。

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父母双方配合好

了，不仅有利于孩子成长，也将会对二胎政

策产生一定的影响。

家庭教育从自主走向法制

李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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