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2 2020年4月11日 星期六
星级编辑宋才华 组版李 静 校对刘 军星报调查

因为疫情期间的特殊性，“小神兽”们都被困

在家中，很多与老人朝夕相处两个月时间，每个老

人都有自己的相处方式和想法，面临着可能出现

的分离焦虑，安徽省精神卫生中心(合肥市第四人

民医院)老年心理科副主任医师王莹称，这是一种

很正常的心理状态。“进入新的阶段，会出现情绪

的正常变化。”

“不要过度担心，要积极面对，这是一个需要

适应的过程。无论是现在还是未来，父母和孩子

之间，总是会出现这样的分离状态，要改变自己

的认知。同时子女要多支持，空余的时间里多沟

通、多团聚，在心理上给与更多的支持。”

王医生建议，老人更多的是需要转移自己的注

意力，发展自己的朋友圈，培养更多的爱好。不过

专家也建议，在带孩子这个问题上，子女还需要多

参与，不能将本属于自己的责任“甩手”给老人。

专家：进入新阶段，出现情绪变化很正常

朝夕相伴的“神兽”快返校了
老人如何重拾自己的生活？

特殊时期，幼儿园、培训班全部“泡汤”，很多家庭中，老人与“小神兽”们朝夕相处两个多月时间。眼下新冠肺炎疫情已逐渐好转，交通逐渐便

利，小“神兽”们可能陆续回到父母身边，开始做重返幼儿园的准备。有的老人可能会有些不适应，又要进入“空巢”生活；因孩子的精力仿佛永远用

不完一样，特别能闹腾，有的老人送孩子离开后，则会感觉“如释重负”，期待重新调整并拥有自己的生活规律。安徽省精神卫生中心(合肥市第四

人民医院)老年心理科副主任医师王莹称，种种情况都很正常，关键是老人自己要进行合适的调整，平稳度过这个阶段。 □ 记者 祁琳

很累但高兴
这是能一起参与的成长

“这段时间里，和小孙女几乎每一分钟都呆在一起，

虽然很累，但心里很高兴。”家住铜陵的方阿姨，说起这两

个月与孙女的相处，很是感慨。

孙女小思是一名幼儿园大班孩子，在上幼儿园之前，

一直由方阿姨带着，感情很深厚，“有时候我离开合肥回

老家，小思就会哭到抽搐。”后来，小思上了幼儿园，在方

阿姨身边的时间就很少了。“小孩子有了自己的新同伴，

也不会像从前那样时时刻刻黏着我，爱和父母在一起。”

方阿姨说，她更多的时候，是在给孩子准备早饭、晚饭以

及做家务中度过了。

渐渐孩子长大了，方阿姨的儿子也给孩子报了辅导

班，“报了两年的英语班，两万块钱。”方阿姨说，这样子孩

子更忙了，现在是这个情况，以后随着年龄的增长，参加

更多的辅导班，只会越来越忙，相处时间也越来越少。

2020年春节，一家人回到了铜陵老家过年，因为疫情

的关系，孩子就一直留在铜陵，父母则陆续回到合肥复

工。小孙女也没别的事情可以做，整天都跟方阿姨黏在

一起。

每天起床后，祖孙俩会一起看书、讲故事、玩玩具过

家家，小思还会帮着方阿姨做一些家务，比如择菜，随着

疫情的好转，到了下午，和邻居的孩子会约好去爬山、去

野外看看春光。

而就在这个周末，小思会被带回合肥父母身边，方阿

姨也会离开老家，一同前往。“看样子，又要恢复成从前的

样子，在父母身边，她就不会这么黏我了，这两个月时间，

是我和孙女单独相处的时间，是一段难忘的经历，虽然很

累，但这是我能参与的成长过程。”

“夹心老人”渴望尽快复学
能轻松一点

“五一之后，我就要去广州帮女儿带二宝了。”合肥市

民陈女士说起与孙女相处的这两个多月时间，她觉得对

她来说，除了忙，就只剩下更忙了，“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

能有属于自己的时间。”

陈女士的女儿在广州，孙女一岁多就跟着陈女士回到

合肥生活，带孩子的辛苦，从陈女士每天的忙碌生活中就

能感受到了。除了孩子这一方面，陈女士还有一位 90 岁

的老母亲，“母亲卧床，需要照顾，有时候忙起来，真的是

一团糟。”陈女士今年也60岁了，上有老人要照顾，下有孩

子要看护，正处于很多人都能遇到的“夹心老人”情况。

去年女儿再次怀孕，希望陈阿姨去照顾月子，“预产

期也快要到了，五一之后就会过去照顾，老母亲这边交给

姐姐。”在疫情期间，孙女一直在家，“希望幼儿园复学了，

就能把孩子送去了，不然我真是的要忙死了。”

陈女士年轻的时候，爱好文艺，退休后也喜欢这些，

孙女未出生时，她还有机会去跳跳广场舞、唱唱歌，“现

在别说是出去跳广场舞了，在手机上看跳舞视频都没有

时间。”

这样的情况不仅是陈女士，她的邻居谢阿姨也是有

同感，“我外孙女断奶后就跟着我，两岁多点就送去早教

中心托管了，上学期刚上的小小班。”谢阿姨说，外孙女

在家总是要看电视，送去学校之后，玩耍时间多了，对她

有利。另一方面，谢阿姨的身体也经不起外孙女一天的

折腾。“谁能想到春天都要过完了，寒假还没有结束。”谢

阿姨苦笑，她只希望，条件允许了就尽快复学，能有自己

的时间。

过完清明假期，合肥市民叶女士将孩子从六安

老家带回，回想父母依依不舍的样子，叶女士眼眶就

有些泛红。“过年送孩子回老家，想着过完年就回来

了，不料发生疫情，带回合肥也不能上幼儿园，就干

脆让孩子留在了六安农村里。”

复工后，叶女士回到了合肥上班，孩子就跟着

外公外婆，每天晚上，她会跟孩子视频，听孩子说

一天的生活，“也许是在农村，可以玩的地方多一

些，外公经常带着他去田里山上玩，玩得不要太开

心。”老家邻居有一个同龄的孩子，两人相伴，叶女

士说，总比关在合肥家中要有趣一些。“我同事孩

子，一个月都没出过门，也就最近一个月才能偶尔

出来活动活动，说起来，他们还挺羡慕我家孩子能

在农村自由自在玩耍。”

但随着疫情的逐渐好转，孩子总归是要回到

父母身边，一方面是为了未来的复学做准备，收

收心，另一方面，一些线上的课程也需要完成，叶

女士看中孩子的教育，觉得应该适当紧一紧了。

清明假期，叶女士开车回了趟六安，将孩子带

了回来。“外公外婆准备了很多东西，孩子在老家

玩的自制的水枪，临行前忘了拿，外公还特意让我

们在路边等着，他骑车送过来。”

说起父母，叶女士忍不住落泪，自己离家求学

到工作已经十几年了，两位老人一直在家中，也没

有人相伴，“说起来也算是空巢老人，这次疫情，让

孩子跟他们相处了两个月时间，累并快乐着，能感

觉到两位老人非常开心，离开时的不舍。希望以

后有机会还是要多多相处才好。”

相处两个月，老人舍不得孩子离开

安庆市民黄先生，最近已经计划着要将孙子

送回父母身边了。“我们老人的思维方式，总归是

不及子女，在教育上还是要父母自己来。”在与孙

子相处的这段时间里，给黄先生带来了很大的乐

趣，但他也感觉到一些力不从心。

黄先生是一名农民，热爱土地，孩子在身边，

陪着他一起玩，“上山挖笋、下河摸虾，很开心。”不

过黄先生说，时间长了，孩子问的一些问题，他回

答不上来，孩子常看的动画片，常玩的一些游戏，

他也很难融入其中，“还是要送回父母身边，教育

是大事。”

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不少老人都秉持这样

的看法，固然舍不得孩子，舍不得膝下的天伦之

乐，但是孩子总归要回归自己的生活，回到父母身

边，隔代教育不及父母的教育。

“失落肯定是有的啊。”黄先生说，走到曾经和

孩子一起玩耍的地方，都会不禁想起来孩子，黄先

生坦言，自己在老家生活习惯了，如果儿子没有特

别的要求需要自己，他应该也不会常住合肥，“孙

子回去了，我就自己一个人想想吧。”

走过曾经一起玩耍的地方，都会不禁想起孩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