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亲自养育，加强亲子陪伴

哪吒的母亲殷夫人尽管身为降妖除

魔的女将， 平日公务繁忙， 但她始终努

力抽出时间陪伴哪吒。 影片中， 她陪哪

吒踢毽子的场景令人印象深刻。 父亲李

靖也加入其中， 毽子在亲子之间飞舞，

每一次传递都是情感的交流， 让一家人

的关系愈发紧密， 建立起深厚的亲子情

感纽带。 这种陪伴让哪吒感受到父母的

关爱与支持， 在他孤独且被误解的童年

中， 成为温暖的慰藉， 为他的心理健康

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共同参与，发挥父母双方

的作用

李靖和殷夫人在教育哪吒的过程中，

虽分工不同， 但目标一致， 共同参与哪

吒的成长。 当哪吒面临困境时， 父母共

同商讨对策， 给予他引导和支持。 他们

相互配合， 避免了家庭教育中常见的

“丧偶式育儿” 或父母教育理念冲突的问

题， 让哪吒在成长中感受到来自父母双

方完整的爱。

相机而教，寓教于日常生

活之中

在村民误解哪吒， 把他当妖怪时，

李靖夫妇没有简单地安慰哪吒或呵斥众

人， 而是借此机会让哪吒明白不要在意

他人的偏见， 告诉他“你是谁， 只有你

自己说了算”， 引导孩子明辨是非， 在成

长过程中坚守道德底线。

潜移默化，言传与身教相

结合

面对陈塘关百姓对哪吒的误解和敌

意，李靖夫妇没有抱怨，而是默默承担起

守护的责任。 他们正直善良、勇敢担当的

品质，对哪吒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严慈相济，关心爱护与严

格要求并重

当哪吒因被误解而冲动闯祸时， 李

靖会严肃地批评教育他， 让他明白自己

的错误并承担相应责任。 而在生活中，

李靖又给予哪吒无微不至的关怀。 这种

宽严并济的教育方式， 让哪吒在感受到

爱的同时， 也懂得约束自己的行为， 在

爱与规则之间找到平衡。

尊重差异，根据年龄和个

性特点进行科学引导

1.尊重个性特点 ： 哪吒生性活泼、

充满反抗精神， 李靖夫妇没有强行压制

他的个性， 不强迫哪吒做不喜欢的事，

允许他在一定程度上保持天性。

2.结合年龄特征： 考虑到哪吒年龄

尚小， 理解能力有限， 李靖用“灵珠转

世” 的善意谎言来增强他的信心， 让他

相信自己是有价值的。

3.关注内心需求： 当哪吒被嘲笑时，

他们能道出哪吒“希望得到他人认可”

的心声， 让哪吒感受到被理解。

4.根据能力引导： 李靖夫妇看到哪

吒的潜力后， 积极引导他用自己的能力

去帮助他人。 在太乙真人教导哪吒法术

时， 他们也积极给予支持与配合， 让哪

吒能够按照适合自己的节奏提升能力。

平等交流，予以尊重、理解

和鼓励

哪吒的父母不断引导哪吒在面对外

界的质疑和压力时， 能够保持自信， 勇

敢地追求自己的人生道路。 除了李靖夫

妇外， 东海龙王敖光也一改过往的权威

面孔， 不再将龙族命运强加给敖丙， 而

是承认孩子有独立思考和选择的权利，

为我们提供了亲子间平等沟通的良好范

例。

1.尊重孩子： 他们认识到“父辈的

经验毕竟是过往， 未必全对”， 尊重孩子

自主探索人生道路的权利， 不再将自己

的意志强加给孩子。

2.理解孩子： 敖光理解孩子所处的

时代与自己不同， 能够放下自己想为敖

丙谋幸福的执念， 站在孩子的角度体会

敖丙的独特需求和想法。

3.鼓励孩子： “你的路还需你自己

去闯， 今后， 忠于自己内心的选择吧。”

他们鼓励孩子勇敢闯荡， 遵从内心， 肯

定孩子有能力和勇气创造自己的未来，

从而激发孩子的自信与内在动力。

相互促进，父母与子女共

同成长

从第一部的“替儿换命”到第二部的

“陪儿改命”，李靖夫妇在与哪吒相处的过

程中也在不断成长。他们从最初对哪吒魔

丸身份的担忧， 到逐渐学会信任哪吒，放

手让他去面对挑战。 哪吒在成长中，也更

加理解父母的苦心， 学会了担当与责任。

他们在相互影响中，共同实现了成长与蜕

变，让家庭关系更加紧密。

以上八条启示也是 《中华人民共和

国家庭教育促进法》 第十七条明确列举

的家庭教育方式方法。 《哪吒之魔童闹

海》 中的家庭教育理念与 《中华人民共

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 的精神有诸多相

通之处， 为家长们提供了一个生动且极

具启发性的案例。 父母在家庭教育中扮

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希望家长们在享

受观影乐趣的同时， 能够将家庭教育责

任落到实处， 共同守护孩子健康快乐地

成长。

（整理自北京平谷法院微信公众号等）

从家庭教育的角度打开《哪吒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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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 自上映

以来票房一路“狂飙”， 问鼎中国影

史和全球单一票房榜首。 相比五年前

的《哪吒 1》， 《哪吒 2》 无论是叙事

表达， 角色刻画还是硬件技术、 视觉

效果都有了全面升级， 借神话之壳，

探讨关于命运、 亲情、 教育、 规则的

永恒命题。

哪吒：那个不被看好的

“坏小孩”

———标签是他人设置的牢笼， 爱

与信任是打开枷锁的钥匙

哪吒， 双手插兜， 怒目而视， 惹

是生非， 桀骜不驯。 他是天生邪恶的

魔丸， 百姓口中的妖怪， 惧而远之的

灾星， 这样一个不被看好的坏小孩却

在父母无条件的爱与信任下完成蜕

变。

正如太乙仙长是用宝莲和莲藕重

塑肉身的微妙暗示那样， 出身不能定

义终生， 标签不能决定价值。 哪吒的

父母从未试图抹去他的“魔性”， 而

是用一以贯之的接纳、 信任与陪伴给

足了他安全感， 让他在犯错中培养责

任， 在对抗中理解正义。

李靖夫妇通过毽子、 拥抱和床边

对话打开了他封闭的内心， 也理解了

他渴望被认同的真实需要， 因此能够

用“灵珠转世” 的善意谎言种下向善

之种， 无需严苛的管教就有举重若轻

的效果。

每个孩子都渴望被理解、 被认

可、 被托举， 而孩子的内心如同一串

串未被破译的密码隐藏在表象之下，

爱和信任就是密钥。 哪吒是魔丸转世

的事实没有改变， 但在父母师长的感

化下也可以成为守护一方的正义使

者。

某种程度上作品是作者人生的映

射， 饺子导演的亲身经历恰恰也是爱

与信任在现实世界的注解。

敖丙：那个肩负众望的

“别人家的孩子”

———父辈的 “深渊” 不应困住孩

子的苍穹

身为灵珠转世的龙王三太子敖丙

可以说是混世魔王哪吒的反义词， 他

谦逊有礼， 温顺懂事， 正直善良， 是

家长口中样样都好的“别人家的孩

子”。 老龙王无疑是爱敖丙的， 不惜

触犯天庭偷盗灵珠、 为其请最好的老

师、 集全族之力制作“万龙甲” “要

用经验为他谋个幸福”。

但这份沉重的爱还是被压上了拯

救龙族的使命， 被架着奔跑的孩子，

又有谁问一问他们内心的想法呢？ 直

到老龙王的那一句“父辈的经验未必

全对， 你的路还需你去闯”， 敖丙才

真正从龙族的三太子做回了和哪吒一

样热血又不知天高地厚的少年。

龙王从“抓娃娃” 到“放手”，

从鞭策变成了成全。 孩子不是父母的

续篇， 正如心理学家阿德勒提出的课

题分离理论那样， 作为父母也要学会

“目送孩子的背影渐行渐远”， 毕竟望

子成龙是他人的期待， 但孩子有自己

的人生。

申小豹：那个平凡但努

力的普通少年

———校准了原件才有正确的复印

件

《哪吒 2》 打破了传统的角色界

限， 展示了更为复杂的人物特性， 比

如申公豹不再是扁平的反派， 他也曾

是成见的受害者。 申小豹作为他的弟

弟， 出场就令人印象深刻， 勤勤恳恳

练功， 一天不敢松懈的他， 或许没有

哪吒的天赋异禀， 没有敖丙的资源背

景， 却也最贴近大多数的普通人。

他的成长动力， 源自哥哥申公

豹， 这个总在角落默默努力的少年，

诠释了榜样的重要意义。 榜样尤其是

身边鲜活的人， 就是有形的正能量，

具有强大的感召和引领作用， 李靖明

白这一点， 因此愿意在申小豹面前善

意维护申公豹的形象。

我们自古就有“言传身教” 一

说， 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也曾说：

“每个瞬间， 你看到孩子， 也就看到

了自己”， 孩子就是父母品格的镜像，

然而现实中“鸡娃” 的家长不少， 到

了自己却活成了“躺平模式”。 对孩

子的教育不应该是单方面的灌输， 而

是两代人的共同奔赴。 父母的以身作

则， 就像一根绳子上向外传导的波

形， 孩子自然能同频共振。

三个迥异的少年形象， 共同完成

一部字字不谈教育但又句句不离教育

的启示录。

哪吒的几次发声， 足以证明他已

被教育成一个人格完整的少年。 从

“摆烂” 般说出“既然你们说我是妖

怪， 我就当妖怪给你们看” 到振聋发

聩地呐喊“我命由我不由天” “是魔

是仙今后就得我自己选”， 再到“我

想试试” 改变这个世界， 电影的主题

也在哪吒的高呼中一步步升华。

曾经那些“成为世界喜欢的样

子” 的规训， 变成了“把世界变成喜

欢的样子” 的雄心， 教育的意义在此

刻得以跃层。

（作者： 宝山区人民检察院 陈思屹）

成长是渐远目送 爱是默契同行

《哪吒之魔童闹海》 成为贺岁档的热门影片， 引发广泛关注。 其中， 主角哪吒的成长， 离不开父亲李靖和母亲殷夫人的悉心呵

护， 也让我们看到了家庭教育的重要性。 如果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 的角度来看这部影片会是怎样的呢？

《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 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起正式施行。 该法明确指出， 家庭教育的责任主体是父母或者其他监护

人， 强调要培养孩子良好的品德、 身体素质、 生活技能、 文化修养及行为习惯等， 遵循孩子成长规律， 保障孩子的合法权益， 倡导

家长运用科学的家庭教育方法“依法带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