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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
”这是现代许多双职工家庭发出的感慨。
为了下一代，祖辈义无反顾，又走进子辈家庭抚养孙辈，帮年轻的父母解除后顾之忧，让他们专心干
自己的事业。
这是当下中国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也是中国现代社会的一个现状。
然而人们不禁会问，把孩子交给老人，你真的放心吗？
也许我们都看过这样的一篇报道：爷爷为了让“小祖宗”多吃一口饭，竟然给小孙子下跪。
看看我们的周围，这样的“孺子牛”实在多如牛毛。
其实，这种“隔代爱”在《红楼梦》中就已经得到淋漓尽致的体现。
贾母对宝玉的百般呵护，与贾政对宝玉的疾言厉色，形成了十分鲜明的对比，也是一种极有中国特色
的互补——父母尤其是父亲是严肃的，而爷爷奶奶是慈爱的。
教育的基础是爱，因为人格的核心是爱。
如果一个人心中没有爱，他的智商越高，本事越大，越有可能为祸于他人与社会，而一个极端冷漠自
私的人，他自己其实也并不幸福。
所以，在一个幼儿心中植入爱的种子，是教育的第一步，也是成败的关键。
如何在一个幼儿身上植入爱呢？
唯一的途径便是爱他。
但“贾母”们经常犯的错误是爱的滥用，也就是溺爱。
一个“溺”字，很传神，很有质感，当爱像洪水一样泛滥时，被爱者就要“溺水”了，也就是人们常
说的“惯子如杀子”。
可以这么说，溺爱是许多老人无法摆脱的阴影。
有心理学家认为，溺爱是一个比较复杂的心理活动，特别是老人，几十年的风雨坎坷之后，已经别无
所求，但是，在对待孙辈教育的态度问题上，往往有重情感轻理智的心理特点，总认为自己在感情上
对子女有所欠缺，想利用对孙辈的抚养弥补一下失去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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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是为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们写就的一本“亲孙教育”书籍。
本书从什么是隔代教育，隔代教育产生的背景，隔代教育产生的原因，隔代教育的类型，隔代教育的
有利因素，隔代教育的不利因素，隔代教育的不利因素，解决隔代教育问题的基本方法，成功隔代教
育的条件和特点等方面，真实地隔代教育展现在读者面前，并为隔代教育中存在的问题提供了方法、
对策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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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孩子时　5．当老人动作慢，制约孩子成长时　6．当老人不准年轻父母管教孩子时  　7．当老人在
孩子面前批评父母时  　8．当老人懂道理，但过不了感情关时　9．当老人与父母“争夺”孩子的爱时
 附录：祖辈应该知道的10个心理学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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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请不要替代包办1.不要事事包办中国孩子的致命弱点在于没有自主性、依赖性强。
这种现象归根结底就在于长辈们的包办代替。
尤其是在爷爷奶奶或姥爷姥姥身边长大的孩子，生活中的大事小事都由老人一手包办，以致孩子缺乏
自信，能力低下，使孩子丧失了自我实践的机会。
放学时，幼儿园门前水泄不通，围满了接孩子的家长，这已成为现在社会一道“亮丽的风景”。
孩子们像一群快乐的小鸟一样奔向各自的守候者。
5岁的壮壮也不例外。
当他走出校门时，奶奶就第一时间迎上去，为他卸下肩膀上的书包，递上水或一些吃的东西。
壮壮无物一身轻，边走边吃边玩。
奶奶背着书包，在后面步履蹒跚地跟着。
老师问壮壮：“你身体这么结实，干吗不自己背书包啊？
”壮壮眨着眼睛答道：“我想自己背，可奶奶不让啊。
”壮壮的奶奶则不以为然地回答：“孩子这么小，这样的书包对他来说确买太沉了，会累着孩子的。
再说了，我给孙子背个书包也没啥。
”旁边另一位老大爷说：“我接孙子时也替他背书包，有时不想背，可孩子已经习惯了，把书包扔给
我就跑了。
”问题根源看到这种场景，我们也许会问：“孩子的书包究竟由谁来背？
”听起来，这似乎是一件不足挂齿的小事，但是从小树立起“自己事情自己做”的观念，哪怕是象征
性的，也会对养成孩子自理、自立、自主的意识和能力非常有好处。
正所谓“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而良好的品格，必须从小培养，从一点一滴的小事做起。
前文中的壮壮一出校门，书包就被奶奶“卸下”了。
像这种由爷爷奶奶把一切包办了，过着无忧无虑生活的孩子，看似幸福，背后却暗藏隐患：过惯衣来
伸手、饭来张口的日子，久而久之就会产生强烈的依赖性，即使将来长大成人，也离不开别人的照顾
。
当前大学校园里的陪读现象就是最好的证明。
的确，孩子劳动观念淡薄，缺乏劳动技能，可能是祖辈忽视劳动教育、过度保护和包办代劳的结果。
归根结底，这是由于祖辈自身对教育的全面发展存在着认识误区。
解决问题在隔代教育中，老人们往往“重养轻教”，只顾孩子吃好、穿暖，多用溺爱包办的方式去养
育孩子。
表现为，祖父母们乐于做孩子的保姆，使得孩子长到五六岁，吃饭仍然需要喂，上到小学，穿衣仍然
需要别人帮着穿⋯⋯这种保姆式的养护，使得孩子没有了自己动手的机会，缺乏基本的社会生存能力
。
另外，在祖孙关系上，不少祖辈又以长者自居，言行专制，总以为孩子什么都不懂，习惯于把自己的
想法强加给孩子，孩子做这不妥，做那也不合意，应该这样，不应该那样，凡事一概由家长支配⋯⋯
这样会导致已经有了自我意识、独立人格的孩子在自尊心、上进心方面受到很大的伤害，孩子的独立
意识被抹杀了。
许多事情都有两面性，祖辈事事替孩子想周全，孩子就会想不周全，而只会沉湎在长辈的“周全”中
去享受。
相反，祖辈偶尔“不管”则能调动孩子的积极性，让他自己去“管”。
让孩子“自己管”，他们就能逐渐地“管”好自己。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对孩子偶尔“管”才是对他们成长最有利的“管”。
老人们必须明白，照料孩子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使孩子生活得舒适、幸福，更重要的是在照料过程
中要让孩子逐步学会生活自理，进而掌握独立生活的能力。
如果做祖父母的只想让孩子生活舒适，把孩子的事情全都包办代替，不让孩子自己动手、动脚、动脑
，那么祖父母就等于把孩子的手、脚、脑都束缚起来，这样做的结果只能是孩子什么事都不能做，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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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会做。
将来孩子长大离开家庭、父母，进入社会独立生活、工作，就没有生活自理的能力，这不但会给孩子
今后的生活带来诸多不便，还会影响他们的学习和工作，甚至有可能因为缺乏生活自理能力而葬送他
们的美好前程。
孩子年龄小，缺乏技能和经验，做事难免会出差错，但是只要我们耐心教他们做，孩子就能逐渐把事
情做好。
如果仅仅因为怕孩子出错，就剥夺他们锻炼的机会，那么，孩子的劳动能力就无法提高，自信心也会
受到打击。
所以，祖父母们不妨从以下几点注意一下自己的行为：1.教孩子“自己的事情自己做”通常情况下，
长辈们处理事务效率高。
处理一件事情时，往往是孩子还没注意到，他们已经注意到了，孩子还没做，他们已抢先做完了。
本来孩子天生就有等待、依赖的心理，这样一来，孩子的双手甚至思考都在等待、观望中被剥夺了动
的权利，彻底闲置着了。
当习惯成为自然，孩子就会变得衣来伸手、饭来张口。
为避免这样的状况发生，孩子力所能及的事情应该让孩子自己去做，凡是孩子能做的都不要帮助他们
完成，这样渐渐地他们便会养成自己的事情自己做的好习惯了。
其实，有好多事情孩子都是可以自己做的，比如，上幼儿园时要他学会自己刷牙洗脸、吃饭穿衣、系
鞋带、收拾玩具等，入学后要他学会洗自己的小衣物、收拾书包、整理自己的房间等，借此培养孩子
的劳动观念，帮助孩子养成热爱劳动的好习惯。
2.让孩子适当做一些家务劳动“给孩子布置家务是让孩子建立自我价值感和相信自己能力的一种最好
的方式。
”家庭教育家伊丽莎白?邦得里说，“习惯于承担家务的孩子，在走向成年的过程中，往往比那些缺乏
这种体验和责任感的孩子更容易适应生活。
让孩子建立自我价值感、自信心与责任感的一个好办法，就是给孩子布置一些适合他们干的家务劳动
。
从小就干家务活的孩子长大以后，往往比不干家务的孩子更懂得如何照顾好自己。
他们从小就懂得干好一件工作是多么有价值，每完成一项工作是多么让人快意。
具体的，可以根据孩子的年龄段，教他们干些力所能及的家务活。
2-4岁：把自己的脏衣服放在洗衣篮里，捡起玩具，饭后把自己的盘子放到水槽中，给手纸简装上新的
纸卷。
5-7岁：清晨整理自己的床，给地毯吸尘，从邮箱中拿回邮件或报纸，给宠物的食盘盛上食物，喂金鱼
，擦拭踢脚板和饭桌，擦拭窗台和窗沿，捡起院子里的树叶，整理书包，保持卧室整洁。
8岁以上：装好带到学校的午餐，擦拭家具，吸尘，饭前摆设饭桌，饭后收拾饭桌，把盘子放入洗碟
机，烘干盘子，叠好洗干净的衣物，把衣物分类收好，扫地，拖地，把垃圾带到户外。
以上仅仅是列举了一些孩子们在家中能帮助大人做的力所能及的活。
一定要记住，孩子年龄越小，干活时，他关注到的细节就越少，因此不要对孩子要求得太多太细。
我们的主要目的是让孩子认识到努力劳动的伤值，并且，我们希望他们能获得成就感，而不是挫折和
失败。
你对孩子完成的工作的评价和反应，会影响孩子对待家务劳动的态度。
时常对他们完成的家务活给予赞赏，让孩子从小就明白，操持一个家，这些劳动是必才可少的。
当孩子养成良好的家务劳动习惯后，会十分有利于他成年后形威良好的工作习惯和干好工作的态度。
3.鼓励孩子参加集体劳动孩子参加集体劳动不仅能提高劳动技能，更为重要的是，通过与小伙伴共同
努力完成工作，还可以学会如何与人配合协作，增强集体观念。
同时让他积极参加集体活动和集体劳动，在一个融洽的氛围中学习，孩子会很开心。
教育箴言当你在照顾年幼的孩子时，一定要注重孩子自理能力的培养，多说“宝宝长大了，会自己穿
衣服了！
”“让我看看，宝宝会不会吃饭，有没有把饭掉在桌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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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每个孩子都对自己动手做事跃跃欲试，祖父母只要积极引导，孩子就会做得相当棒！
2.尊重孩子渴望独立的愿望随着孩子逐渐长大，他的自主意识也会随之增长。
当你喂他吃饭时他说”我自己吃”，当你帮他穿衣时，他说“我自己穿”，可能他会弄得满身是饭，
可能他会把衣服穿得一团糟，但我们不要打击他的兴致，而要信任他，鼓励他，给他学习的机会，否
则孩子将永远不会“长大”。
生活写真新的一天又开始了，和往常一样，张奶奶早早地起床处理家中的事务。
可不知什么时候，小孙女佳佳也起了床，在张奶奶身边走来走去。
张奶奶心中很是纳闷，这是怎么回事？
于是，问道：“乖孙女，你今天怎么啦？
”佳佳低着头不说话。
张奶奶急了：“到底怎么啦？
快告诉奶奶！
”这时，佳佳吞吞吐吐地说：“奶奶，我⋯⋯我今天想⋯⋯自己一个人⋯⋯去上学⋯⋯”佳佳可能知
道奶奶不会同意她的想法，因此显得特别犹豫。
“学校门前那条马路本来就不宽敞，再加上家长接送孩子的车辆又那么多，我怎么放心她一个人去上
学啊！
万一⋯⋯”张奶奶心中突然闪过一丝不快。
“不行，肯定不行！
”张奶奶坚决地说。
“我跟同学一起去上学，这样，你可以放心了吧。
你就同意吧！
”佳佳接着说，“我已经长大了，我要自己上学，我不想再和你一起去！
”但是，不管佳佳怎么跟奶奶软磨硬泡，她的这个想法还是没有被张奶奶接受。
因此，佳佳非常不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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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隔代教育:备受宠溺的孩子怎样教》：隔代教育中存在哪些优势和弊端，隔代之墙，需要推倒吗？
在面临工作压力和孩子教养的双重负担时，我们如何选择？
面对隔代教育存在的分歧时，我们又该如何解决？
一项调查显示：在上海，目前0～6岁的孩子中有50～60％属于隔代教育，在广州，接受隔代教育的孩
子占到总数的一半，而在北京，接受隔代教育的孩子多达70％，孩子的年龄越小，与祖父母在一起生
活的比例就越高。
另一项资料显示，祖辈带孙辈的成功率不足30％，这说明隔代教育确实还存在许多弊端，但祖孙亲情
又是人类传宗接代过程中的一种永恒现象，拒绝隔代教育是不现实的，我们该怎样来应对这种现象呢
？
其实，只要注意教育的方式方法，隔代教育也可以一举多得，让父母轻松，孩子有长进，老人有所寄
托，培养出现代社会需要的人才。

Page 8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隔代教育>>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