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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调查显示，87.8%受访者认为目前孩子
隔代寄养的现象普遍，其中 38.0%人认为非
常普遍；但同时57.6%人认为隔代抚养弊大于
利。此外，一项网络调查结果显示，49%的家
庭经常因为育儿观念的不同而爆发矛盾，
38%的家庭“偶尔发生矛盾”，仅2%的受访者
表示“家里育儿观念一致，没有矛盾”。

记者随机采访了身边有老人参与育儿的
10 多位市民，他们无一例外都承认了家中存
在育儿代沟。即使是在外界看来与老人相处
很和谐的家庭，也坦言“曾有过摩擦”。“涉及
到孩子的事情，大家都很紧张，一出问题大家
都心情不好，一言不合就吵起来了。”市民刘

女士说，因为孩子，自己没少和婆婆闹矛盾，
幸好两人性格都大大咧咧的，吵完就算了。

在网上，例如“奶奶带两天，潮娃变土
娃”“有一种冷叫奶奶觉得你冷”“有一种经验
叫：我们那时候就是这样带大你们的”等针对
两代人育儿差异的吐槽更是层出不穷。

据了解，两代人之间的“育儿代沟”在生
活中各方面都可能出现。类似于追着喂、捂
得厚、睡得久等都是大家吐槽的重灾区。不
少老人心疼孩子，喜欢什么事情都帮孩子做
好，导致孩子自理能力无法培养。在学习方
面，因为管教方式以及管教手段的差异，导致
家庭出现矛盾的情况也不在少数。

调查：
育儿代沟现象普遍存在

宝宝一生病，奶奶就要求吃药
育儿代沟普遍存在，专家支招如何跨越

由于工作繁忙，不少年轻
人选择把孩子交给家里的老
人照顾，但由于年龄、阅历、受
教育程度等差异，导致两代人
在育儿理念和方法上存在许
多分歧，由此引发的矛盾和纠
纷更是常见。近日，市场星
报、安徽财经网（www.ah-
caijing.com）、掌中安徽记者
对此进行了采访。对于如何
跨越横在两代人中间的育儿
代沟，心理专家表示，年轻人
除了不能否认老人在照顾孩
子方面的付出外，在跟老人沟
通时还需讲究技巧和方法，而
老人也应尝试接受新鲜事物。

▋朱丽云 记者 马冰璐

专家支招：
沟通时需要讲究技巧和方法

“首先，年轻人不能否认老人在照顾孩子方面的付
出。”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周金妹说，在育儿方面，现在
不少年轻父母学历水平较高，科学育儿知识也很普及，
他们想用更科学的方式来养育孩子，肯定会和老人的
经验有冲突。如果发现与老人在育儿理念上存在差
异，可以在孩子出生前后，先做好铺垫工作。主动与老
人谈一些育儿知识，普及一些科学育儿理念，让他们了
解和接受一些科学育儿知识。

其次，年轻人还是要掌握孩子教育的主动权，与老
人协商好，教育孩子由他们主导，生活上的照料就交给
老人主要负责。年轻人要做一个调和剂，不能很生硬
地对老人说他们这样做不对，“相处过程中，年轻人要
学会抓大放小，非原则的问题就不要计较太多了，别因
为执着各种小节而伤了感情。老一辈的育儿经也并不
是一无是处的，有些老经验、老法子还是挺管用的，年
轻人应和老人们多交流，吸取精华。”

对于老人来说，在这个年龄，他们正想要为家庭发
光发热。他们的心理需要如果没有得到满足，就会产
生失落感。所以一方面不能否认老人的付出，另一方
面可以适当征求老人的意见，再综合自己的想法，共同
作出适合孩子发展的决定。不要一味去要求他们不能
这样做，而不去解释为何不能这样做。面对一些特别
溺爱孩子的老人，年轻人要适时地向老人灌输“溺爱孩
子等于害孩子”的理念，让老人明白不能毫无原则地溺
爱孩子。

周金妹建议，年轻人和老人沟通时需要讲究技巧
和方法。一般来说，老人跟自己的子女交流会更顺畅，
也更容易接受。如果需要跟外公外婆沟通，最好由孩
子妈妈出面；如果需要跟爷爷奶奶沟通，当然孩子爸爸
出马更合适。“在沟通时也可以借助一些外力，不是说
外来的和尚好念经吗？”她建议，年轻人可以带老人参
加一些育儿讲座。

“对于很多老人来说，最看不惯子女拿着育儿书说
事，这种行为不仅暗示着对他们存在价值的贬损，还带
着一点不信任。但换个角度来讲，子女喜欢看书，起码
比整日手机不离手强吧，所以，请为努力做好父母的子
女们鼓个掌，也不要对育儿书有敌意。”周金妹说，除了
育儿书籍，现在还有各种类型的育儿讲座或早教辅导，
聘请专业老师和权威人士过来授讲，有时间的话，老人
也可以去听听看，体验和接触一下这些新思想，也许听
过之后，便会觉得好像也不是那么糟糕。“此外，老人不
妨用微信、育儿软件等，浏览下现在的育儿观点，或许
会有一些新的启发。”

“我最害怕的事就是孩子生病，我们家宝
宝一生病，家庭大战便一触即发。”家住合肥
市沁心湖社区的张女士郁闷地说道。张女士
的儿子今年 2 岁，自从出生便由奶奶照顾，

“人们常说，婆媳难相处，其实我和婆婆关系
非常融洽，平日里从不拌嘴，可儿子一生病，
我俩肯定要吵架。”

“儿子从小身体就不好，隔三差五就生
病。”为此张女士一家人忧心不已，“每次儿子
生病，婆婆便催着我带他去医院，找医生开
药。”张女士说，婆婆总觉得，孩子身体弱，禁

不起病痛折磨，吃药好得快，可以少受罪。“儿
子 1 岁多时，有一次发低烧，体温 38 摄氏度，
婆婆非让我给孩子吃退烧药。”

张女士觉得，孩子发低烧没必要吃退烧
药，“我没给孩子吃药，而是给他贴退烧贴、喂
水、洗澡。”见孩子小脸烧得通红，婆婆便一个
劲地埋怨张女士，“五六个小时后，孩子退烧
了，婆婆这才停止埋怨。”张女士说，每次自己
以“是药三分毒”这句话劝婆婆时，婆婆总会
反驳她：“以前的孩子也没少打针、吃药，可还
不是健健康康的。”

故事1：
宝宝一生病，奶奶就要求吃药

因为上不上早教班的事，最近，合肥市民
黄女士家硝烟四起，“女儿快 1 岁了，我特地
为她报了一个早教班。”可令她始料未及的
是，对于孩子上早教班的事，一家人却意见不
一，甚至在她和母亲之间引发一场大战，“我
爸和我老公都持中立态度，可我妈非不让孩
子上早教班，还说我浪费钱，应该自己多抽时
间陪孩子玩，不该把孩子扔到早教班。”

听完妈妈的话，黄女士十分委屈，她并不

是为了偷懒不带孩子，而是因为身边朋友、同
事的孩子都在上早教班，她不想让孩子输在
起跑线上，“可我妈却说，上早教班不仅费钱，
而且孩子去人多的场所容易感染病菌。”

为了这件事，母女俩吵了好几天，“她非
让我去把钱退回来，可我想带着孩子去上一
次课，如果孩子不喜欢或者不适应再退钱。”
黄女士说，最终，在父亲的劝说下，母亲勉强
同意带孩子去上一次课试试看。

故事2：
因为早教班，母女俩大吵一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