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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CDEL00@MaLb&FADK
B0?1B%0LcG>@>260067de
GQGH_J cFQGAA_ADB
fQAGHRBQNCÀ BcJ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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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娃，还是我比较在行”
宁波这个“别人家的爸爸”不简单！

随着社会的发展，意识的觉醒，越来越多的男性开始参
与到育儿的过程中，甚至出现了这样一个特殊的父亲群体：
全职爸爸。

他们放弃工作，回到家中，陪伴孩子，照顾妻子，狠狠颠
覆了“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家庭观念。有人说，全职爸爸
和全职妈妈一样，是合理的家庭分工；也有人说，男人带孩
子、做家务，实在太不像个男人了。

近日，记者找到了一位宁波全职奶爸，听他说说当父亲
成为“职业”后的故事。

儿女的健康快乐是陈金松作为全职爸爸最甜美的成果。受访问者供图

“嘀！51秒！”陈金松看了眼
计时器，侧过脸对儿子多多说：

“比上次慢了。”
他手边是写满了数字的本

子，记录的是最近多多还原三阶
魔方的最快速度。

对现阶段的陈金松而言，陪
读是全职爸爸这份“事业”中最
要紧的任务，这是让他下定决心
辞职，回家专心带娃的主因。

陈金松和妻子是大学同学，
前些年，夫妻独立创业，开了公
司，事业可以说是蒸蒸日上。

“2018年，是我们公司发展
的关键期，有大量的订单要处
理，客户要维护，基本上一天到
晚就是对着手机，没法顾家，孩
子也交给爷爷奶奶带。”当时，陈
金松的年收入已达百万元，说辞
职，不容易，“但如果因为我们忙
于挣钱，却忽略了孩子，造成孩
子成长中的缺失，我觉得会是我
一辈子的遗憾。而且，孩子的教
育过了那个阶段，以后再弥补也

无济于事。”
为什么不是妻子辞职带娃，

做全职妈妈呢？“带娃，还是我比
较在行。”陈金松眼里带笑，颇有
几分自豪。

就拿辅导功课来说，孩子有
时候不愿意做作业，妻子就急
了，拍桌子瞪眼睛，几次下来，孩
子没有进步不说，学习兴趣也大
打折扣。“这种时候，爸爸就要挺
身而出。”陈金松更擅长“以理服
娃”，他把规划学习时间的自由
交还给孩子，哪怕妻子忍不住要
催促孩子，他也坚守原则，格外
耐得住性子。

在陈金松看来，“女主内”并
不是必然的，成为全职爸爸，是
自己的家庭在当下最合理的选
择。也就是，看谁更适合在家里
照顾孩子，“我的妻子更热爱在
职场上拼搏，我当然要支持，我
的孩子更需要我，我就放下工
作，在他们人生中最重要的阶段
全身心地陪伴。”

也正是陈金松成为全职爸爸的这一
年，女儿好好出生了。产假结束，妻子重
返职场，他继续接管女儿的生活和教育。

早上6点，陈金松是家里第一个
起床的，做早餐，叫醒儿子，餐后晨读
20分钟。这时，妻子已将女儿洗漱
好，陈金松负责给女儿喂饭，读绘本，
一起送儿子上学。

“只要不下雨，送完儿子后，我就带
着女儿到户外玩，周边小公园、游乐场里
带孩子的老人家都认得我了。”陈金松仔
细一算，光去年，动物园就去了8次。

中午，他会带女儿去菜市场，为当
天的晚餐采购。午餐后，趁着女儿午睡
的工夫，陈金松赶紧做家务。等女儿醒
了，他又是准备餐点，又是陪读故事。

“女儿慢慢长大后，可以自己玩、
自己看书了，我的时间就稍微富余些，
有机会做些自己的事情。”傍晚，全家
人重新聚在一起，陈金松也稍稍得以
喘息。女儿暂时由妻子接管，陈金松
收拾完晚餐，开始管儿子，“儿子学习
需要安静的环境，所以女儿跟着妈妈
在房间玩，我陪着儿子在客厅。”

一天结束，常常是晚上11点左右
了。听起来像陀螺一样的日常，陈金松
倒是应对从容，“我会把每天的任务分

解，合理安排，并高效完成。当然有时也
确实很累，所以我很注意锻炼身体，保证
自己有健康的身体和充沛的精力。”

令他欣慰的是，不断的付出也收
获了甜美的果实，如今，读二年级的儿
子的英文水平大涨，去年11月，顺利
考出KET优秀的好成绩，相当于已达
到国内高中二年级英文水平。

陈金松的家，没有传统的客厅，没
有沙发和电视机，而是三面满墙的大
书柜和一张近三米的大书桌。

“这里一共有两三千册的书吧，一
家四口，各占一地。”陈金松会特意根
据孩子的身高来摆放书，现阶段常看
的、适宜看的放在他们伸手就够得到
的位置，让他们感兴趣，养成主动去看
书的阅读习惯。“平时，孩子们就在大
书桌上看书，我也看书，碰上有意思的
书中话题，随时讨论。”

“孩子成长的每一天都是现场直
播，无法重来。”全职至今，陈金松是享
受的，对父亲这个角色的认识也有了
更深的理解，逐渐积累起了不少教育
心得，“除了孩子的成绩，我更关心他
们的身心成长，是不是有责任感，能不
能拥有反思的能力，我想这也是父亲
陪伴的优势吧。”

社会学家李银河曾谈到社会观念
对全职爸爸这个群体的束缚：“需要有
一个人全职照顾孩子的时候，出现的
往往是全职妈妈而不是全职爸爸。如
果正好是妻子收入比较高或者丈夫更
擅长带孩子，也很少会有男人选择做
全职爸爸。因为全职爸爸被贬低得很
厉害，别人会认为他是‘吃软饭’‘没出
息’，遭到众人的鄙视。”

没有意外，陈金松也曾遭遇过这
样的“鄙视”。

“我是农村出来的，当时还是我们
村里第一个考上大学的。父母总认为，
男人嘛，该有份体面的工作，担起养家
糊口的责任。”陈金松记得，得知自己辞
职后，母亲好久没理他，而父亲一见面
就数落，“呆在家里，靠老婆养”“全村没
你这样的”“面子都没了”……甚至，连
朋友也偶尔调侃他“胆子够大的”。

“但是，我内心还是蛮坚定的，相
信自己的选择。”对身边人的不理解，
陈金松有自己的看法。在如今这个通
过职业和收入来评判一个人的社会角
色大环境下，没有工作意味着没有身
份、没有地位，正如全职妈妈，即使有
着传统家庭观念支撑，仍备受争议。

“人们总在担心，回归家庭，等于
与社会脱轨，但事实上，你可以将全职
父母看作另外一个职场。”在全职的那

些日子里，陈金松并没有彻底“躺平”，
他记录并且分享带娃日常，修炼“育儿
经”，建立育儿知识社群，拥有300多
名宝妈粉。在做饭、打扫的间隙，设计
制作育儿讲座，免费供新手父母学习，
成功转型为“别人家的爸爸”。

陈金松认为，全职在家等于与社会
断联的说法，已不再符合当下社会。通
过互联网，即使在家，仍可以与更广阔的
世界联通，在带娃之余创造更多可能。

“没有他的付出，也成就不了现在
的我。”在妻子解瑶的微信朋友圈里，
时常可以见到陈金松的身影，每每说
起丈夫的付出，解瑶总是这句话。在
她看来，一个家庭的进步和幸福，并非
一个人的功劳，正因为有了丈夫强有
力的幕后支持，她才能够心无旁骛地
发展事业，“赚钱再多，在家里也不能
骄傲啊，而是要更感谢家里那位的奉
献，做个谦虚的妈妈。”

“其实，做不做全职父母，根据自
己的家庭情况而决定。如果决定了，
那么还是应该给自己设立‘小目标’，
找些自己喜欢的事情做，不要放弃自
我成长，也不能给娃太多压力，锻炼身
体，多多与人交流。”陈金松总结，“如
果再来一次，我还是会这么选择，成为
一个全职爸爸。”

记者 陈嫣然

这种时候，爸爸要挺身而出

孩子成长的每一天都是直播

再来一次，我还是这么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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