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朱四倍

随着社会的发展，特别是生活节奏
和压力日益加大的现代社会，隔代教育
似乎一夜间成了不少人的下意识或者说
无奈选择，而且将会越来越普遍，甚至
成为一个社会问题。

那么，对于个体来说，该如何摆脱
用纠结心态审视隔代教育的尴尬呢？事
实上，我们完全没有必要刻意强化隔代
教育的观念，尽管这是一种客观事实，
更不能把隔代教育与亲子教育对立起
来，好像二者水火不容。一个明显的事

实是，当事者在观察隔代教育时充满了
情绪，如无奈、被迫等，而研究者则在
有意无意之间夸大隔代教育的弊端，认
为隔代教育落后于时代发展对孩子成长
的要求，甚至提出了“隔代教育是误人
子弟的一种教育方式”、“中国 60%以上
的失足少年与隔代老人育孙不当有关”
等观点，仿佛谁在进行隔代教育，谁就
是潜在的“罪犯”。事实真的如此吗？

无论是站在教育学还是社会学的立
场上，隔代教育和亲子教育都不是对立
的，也不应肆意贬低隔代教育。理性的
做法是既要注意到隔代教育的消极影
响，也要重视亲子教育的作用，在进一
步做好隔代教育的同时，使其与亲子教
育无缝对接，共同发挥教育孩子的重要
功能。

俗话说，“隔代亲”。正如新闻所指
出的那样，隔代教育的最大劣势在于老

人容易溺爱孩子，影响孩子人格发展，
但不能以此就全盘否定。据中国老龄科
研中心对全国城乡20083位老人的调查，
隔代抚养孙辈的老人在城乡分别高达
71.95%和 73.45%。由此可以看出，隔代
教育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仍会是我
国大多数公众的选择。

要看到隔代教育的巨大优势，如减
轻了年轻父母的负担，让年轻人专心于
发展事业，还可以加强家庭成员之间的
和谐、互动。更重要的是，对我们的社
会来说，隔代教育能使老年人在享受天
伦之乐的同时，分担本应属于社会职能
的一部分负担，是发展中社会走向现代
化、福利化的一种替代性选择。另外，
在教育理念上，父辈喜欢按经验行事，
年轻人相信科学，父辈注重生活照顾，
年轻父母注重智力开发，这些未尝不是
有效互补。

刘泽溪

据中国早教网的调查显示，中国城
镇有近一半的孩子是在祖辈的照顾中成
长起来的，宏观的国家政策、微观的家
庭结构使得隔代教育已经成为了一种普
遍现象，与其为消除“隔代教育”绞尽
脑汁，倒不如理性地对待，提升隔代教
育的质量。

随着越来越多的爷爷奶奶代替年轻
儿女承担照顾孩子的责任，我们不能再
用过去的“溺爱孙子”“观念陈旧”标
签式思维，发起对隔代教育的批判。而
是应当着眼于个体家庭，综合经济、时
间等多方因素，选择最理性高效的养育
模式。

80 年代独生子女政策的实施，令
老人对隔代晚辈的爱心倾注更加集中，
退休之后无事可做，年轻子女工作繁
忙，由爷爷奶奶照顾孙子，无疑是最好
的解决问题的方式。而且，与其让老人

在独守空房的寂寞中虚度光阴，与子孙
终日相伴的天伦更能令老人晚年感受到
家庭的温暖。

不可否认，爷爷奶奶这确实存在与
现实教育模式认知脱节等问题，年龄过
大导致的身体素质下降、精力不足也是
客观存在。可当我们围绕“老人带孩
子”的种种弊端进行讨论前，必须明确
一点，很多隔代教育的家庭是因工作、
经济等客观因素而别无选择。

隔代教育质量的提升，首先需要两
代人就孩子的教育达成共识。教育理念
的不同，主要体现在日常生活点滴中。
从孩子最基本的作息开始，两代人制定
共同的安排表。在今天的信息时代，新
媒体的崛起已经实现了信息的跨时空传
播。在城市另一端工作的年轻父母，只
需要用微信的视频聊天，便可以随时了
解家中老人与孩子的动态。

当下的“爷爷奶奶”群体，都是以
60 后为主，这一代中不乏接受过高等

教育的学者，“文化程度低”“溺爱孩
子”“观念落后”的标签早已经不能随
便贴在他们的身上了。相比自己 80、
90 后的年轻子女，他们拥有更丰富的
社会阅历，在育儿方面更是积攒了大量
的经验。

科技的发展与便捷，对于 50、60
甚至是 70 后的“爷爷奶奶”来说并非
高不可攀，只需要一台智能手机和微信
等通讯App，便可以实现三代人的跨域
对接。这样，年轻父母便可以在专注工
作的同时，借助“科技之眼”对隔代教
育的不妥之处及时纠正。

与其将“隔代教育”视为社会性问
题穷追猛打，倒不如看作是现代化进程
带来生活方式的改变。隔代教育，不仅
让祖辈们丰富的育儿经验和阅历启发懵
懂的幼儿，更缓解了空巢老人的孤单，
借助新媒体的跨域传播，孩子照样可以
在隔代教育中茁壮成长。

切莫轻易否决“隔代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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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言

博议

祖辈经验丰富
能给孩子更多安全感

支持

溺爱和放纵
不能让孩子健康成长

反对

@新民周刊：隔代教育未必不好，它实际
上是在社会资源、服务、政策供给不足时，家
庭的一种应对策略。只要隔代教育者有能力、
有爱心，不会影响孩子的成长。而且祖辈积累
较多，生活重心向家庭转移，会更喜欢孩子带
来的快乐，有时会比父母更有耐心。

有一说二

隔代教育与亲子教育并非水火不容

事件回顾

日前，中国青年报对 1946 人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
85.2%的受访者认为身边的隔代教育情况普遍。究其原因，
76.7%的受访者表示是年轻父母工作压力大，没有精力和时
间照顾孩子。调查中，有18.8%的受访者对隔代教育表示赞
成。50.0%的受访者明确表示孩子的培养要亲力亲为。

@袁嘉兰说休学你说好：隔代教育冲突的
背后，是两代人教育观念的碰撞，虽残酷但
属实，所以孩子一定要自己带，父母可以帮
忙带，但是教育孩子还是得自己来！

周龙

心里不放心却又无可奈何，焦虑感
自然产生。化解隔代教育的焦虑，目前
看来，最便利最科学的方法不是改变父
辈观念，不是提供更多假期，而是社会提
供更多的早教资源。

随着“全面二孩”时代到来，谁来带
两个孩子的问题，成为众多年轻父母的
焦虑点之一。日前，中国青年报社会调
查中心通过问卷网对1946人进行的一项
调查显示，85.2%的受访者认为身边的隔
代教育情况普遍，究其原因，76.7%的受
访者表示是年轻父母工作压力大，没有
精力和时间照顾孩子。

其实，隔代教育的普遍，并不是什么
问题。传统社会，特别是农村社会，隔代
教育是很平常的事，老人们也都将儿孙
满堂视为人生喜事。而隔代教育之所以
在今天成为问题，甚至成了焦虑的源头，
在我看来，首先是因为出现了异地，也就
是我们常说的留守儿童问题。

这些年，农民工外出务工，大学生考
学就业，导致传统家庭出现了很大的流
动性。年轻一代离开家乡，生了孩子无
暇照顾，父母虽然可以协助照看孩子，但
因种种因素不能住在一起，结果，协助就
变成了全职。传统社会，老人帮带孩子
不过是短期协助，父母做主导，祖辈来协
助，主次分明，其乐融融。但现在，老人
在异地全职带孩子，父母只能偶尔看望，
甚至只能通过电话或微信沟通，心里不
放心却又无可奈何，焦虑感自然产生。

当然，隔代教育成为人们的焦虑
点，另外一个原因是“时代差距”。“80后”

“90后”们从小生活的环境和所受教育与
他们的父辈完全不同，养育孩子的观念
也不尽相同。也就是说，年轻父母对于
如何养育孩子的认识已经进入了现代，
但社会给他们提供的支持，还停留在“传
统”。自己没有时间和精力带孩子，父母
带孩子的观念和方法又跟不上时代，焦
虑和矛盾也就无法避免。

新闻报道中说，有42.5%的受访者提

出，希望专门立法为年轻父母提供更多
的育儿假期。育儿假期的确能解决一定
的时间问题，但理想是丰满的，现实是骨
感的。我认为，育儿假期化解不了养育
孩子的焦虑，却有可能加剧另一个社会
问题——就业歧视。我们知道，假期的
多少不仅取决于国家规定，更是雇主与
被雇佣者的平衡。假期诉求太多，尽管
有法律保护，雇主肯定会变着法的另觅
贤才。结果还是个人的损失。

说到底，无论家里有几个孩子，只要
父母双方不能够抽出一个人全职去带，
交由别人带看就是唯一的选择。而化解
隔代教育的焦虑，目前看来，最便利最科
学的方法不是改变父辈观念，不是提供
更多假期，而是社会提供更多的早教资
源。这种资源必须优质到能满足年轻父
母的期待，也需要廉价到让普通父母可
以承担。当前咱们公立幼儿园挤破头、
私立幼儿园价格涨上天的情况，必须得
到改变，否则，这种焦虑将会长期存在，
注定无解。

化解隔代教育焦虑需扶持幼教
@V薇酱V：我国农村里隔代教育是非常

普遍的，虽然有很多弊端，但是也有很多好
处，只要处理得当，隔代教育完全可双赢。

@中国青年报：隔代教育现象正越来越普
遍。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少年儿童研究所所长
孙宏艳感到，很多老人带孩子，是把自己当成了
父母，一切都包办代替，这其实是有问题的。祖
辈应该给年轻一代做参谋，不能做主人，也不能
做保姆。

@edenmami：能自己带就自己带吧，我
就是隔代教育的牺牲品，现在每天带孩子出
去玩，也有点补偿自己的感觉，因为小时候
真得太苦了。

@叶孙彤：隔代教育与亲子教育的矛盾
容易引发家庭战争，我们也是无力的一代，谁不
愿意和宝宝多呆会儿，可是当今的生活节奏那
么快，压力那么大，妈妈们想全职也不是那么容
易的一件事。

@梅子的亲子信箱：隔代教育的好处：祖
辈具有抚养孩子和教育孩子的实践经验，对孩
子在不同的年龄容易出现什么问题，应该怎样
处理，他们知道的要比孩子的父母多得多。而
在孩子生病，或者遭遇其他问题时，他们更清楚
应该怎么样去做，会带给宝宝更多的安全感。

@小可爱菲奥娜515：1.容易过分的溺爱
和放纵，使幼儿有“以自我为中心”的意
识，影响自我意识的发展，形成任性的不良
性格；2.老人更多的包办替代和保护，阻碍了
幼儿的独立能力的发展；3.隔代教育容易泯灭
孩子天生的好奇心、冒险性和创新精神；4.容
易导致孩子视野狭小，缺乏活力，心理老化。

@51哥哥成长记：自己的孩子自己有责任
义务带，不要把责任推卸给老人，老人辛苦
一辈子了，他们也要有自己的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