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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玮 万兵

平常一顿饭
吃成了一场战斗

王岩今年30岁了，和丈夫一
样，处于事业打拼的时期，有时
候加班到晚上九点多才回家，根
本无暇顾及1岁多的孩子。像很
多家长一样，趁着断奶的时期，
王岩和丈夫把孩子送回了老家，
交给父母养育。

等到孩子两岁，事业已经有
些平稳的王岩把孩子接了回来，
自己照看一星期，再交给父母带
一周，这种两地养育的方式，让
王岩渐渐发现，以前对于孩子成
长所担心的问题，现在渐渐涌现
了出来。

像王岩这样的情况非常常
见。山东省家庭文化研究会对
1600个家庭做了问卷调查，其中
有29.2%的受访者家庭孩子不在
父母身边，主要由爷爷奶奶或姥
姥姥爷抚养，这和全国数据也相
吻合。根据中国老龄中心2014年
的调查显示，目前我国帮助子女
照顾孙子女的老年人比例达
66 .47％。两岁半以前的儿童，主
要由祖父母照顾的占总数的
60％-70%，其中有30％的儿童甚
至是被放在祖父母家里抚养照
顾。

“平时和爸爸妈妈出门都
是自己走，但是只要有姥姥姥
爷在，就跟没长腿似的。”王岩
说，然而最头疼的，是孩子的吃
饭问题。

“追着吃、求着吃，就是不能
自己端着饭碗好好吃。”王岩说。
老人疼孩子，给孩子的饭都是提
前单独做出来一份，荤素搭配、
营养均衡，吹得不冷不热了这才
小心翼翼一勺勺送到孩子嘴边。
但再看孩子这边，却往往是埋头
玩着小汽车，眼皮都不抬一下。

看孩子一顿饭下来没吃两
口，老人忍不住又急了。拿上水
果、点心，抱起来就往门外跑，

“这也是他们实践中摸索出来的
‘经验’，孩子在外面玩时，时不
时趁他不注意就塞一口，遛一趟
弯儿回来，竟然也能吃不少。”但
平平常常的一顿饭吃成了一场
战斗，这让王岩很无奈。

接孩子回来时，王岩和丈夫
强制让孩子自己吃饭，看着大人
吃得香，孩子也主动拿起勺子，
一口一口往嘴里填。但是一送孩
子回老家，一个星期以后，又哭

闹着不肯自己吃了，又要从头教
起。

由于自己和父母的教育方
式不同，孩子逐渐成了“人精”，
会看人“下菜碟”，如果大家一起
外出，这个小“人精”总是能精准
地找到平时最宠他的姥爷，从不
在别人身上白费工夫。

无条件溺爱
影响孩子交往能力

王岩的担忧并非个例，刘佳
晨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刘佳晨一
直带着孩子在国外生活，为了让
儿子健康成长，不养成“公子
病”，她教育孩子格外严厉，虽然
才两岁，吃饭、睡觉都已经独立，
有脾气了也不会哭，他知道即便
哭了，母亲也不会因此而心软，
只会让他站在一边自己反省。

最近回国待了一个星期，
刘佳晨就发现，孩子跟以前有
了些变化。由于刘佳晨忙着去
和朋友团聚，孩子交给父母看
着。“父母对孩子基本上是没有
原则地惯着。”

山东省实验幼儿园执教多
年的李露（化名）认为，现在老人
看大的孩子身上往往有一些明
显的共性，比如自理能力欠佳、
动手能力不强等等。她表示，和
很多其他国家比，中国的父母
本身就已经很溺爱孩子了，而
祖辈带孩子，这种溺爱就变本
加厉，很多老人恨不得替孩子

包办一切。
“有个孩子平时不敢说不敢

做的，和其他小朋友沟通的能力
很差，但你耐心跟他聊一会儿，
就会发现他其实很聪明。”李露
说，还有的孩子，从表情动作到
说话的方式，都有一股“老太太
范儿”，这也一定程度上让他很
难融入到其他小朋友的圈子里。

在国家心理督导师、研究团
体心理多年的韦志中看来，隔辈
带大的小孩，会明显有一些“自
我”倾向，社会交往功能较弱。

“因为老人处于一个半社会
的状态，不会过多地考虑社会交
往的问题，所以在照看孩子方
面，大多数老人更倾向于让他开
心，而不是教给他成为一个适应
社会的人。”韦志中说。

教育孩子起争执
老人常掉泪

让刘佳晨更头疼的是，虽然
才回国短短一个星期，却常因
为教育孩子跟父母争执，有时
父母生气了，干脆带着孩子到
自己的房间睡，阻止刘佳晨继
续教育孩子。

而让王岩更尴尬的是，有一
次在关于是不是让孩子自己吃
饭的问题上，丈夫和婆婆当场起
了争执，看着孩子抱着饭碗发愁
的样子，婆婆甚至落下泪来。“你
们小年轻从书本上看的东西就
一定比我们的经验好？再说，我

自己的亲孙子，我能害他吗？”
面对老人，两岁的孩子甚

至有时候抬手就打。王岩两口
子实在忍无可忍要训斥两句，
结果脸还没变下来，自己已经
被老人训了。

这种例子，王昱瑾见了太
多。作为济南简单爱母乳哺育服
务中心隔辈亲大课堂的主讲人，
她会定期给婆婆、妈妈们“上上
课”，与老人们聊聊天。

在王昱瑾看来，隔代教育肯
定会给孩子带来影响，但却不一
定是负面的。“如果家庭中教育
的核心还是父母辈，祖辈只是在
爸爸妈妈们上班时看护孩子，一
旦他们回到家里，教育孩子的主
权也交回到父母辈手里，那孩子
感受到的是来自不同人的不同
的爱，这对孩子来说也是很宝贵
的财富。”她说。

这就需要两代人之间处理
好关系，尤其是对爸爸妈妈们来
说，首先要接纳祖辈的情绪，认
同他们对孙辈的爱。“这个不代
表接纳他们的做法，但也不能像
很多人那样，还没看到爱就已经
在指责他们了。”王昱瑾说，这样
老年人也会很抵触，更不可能好
好沟通。

提倡隔代帮忙
而不是隔代养育

韦志中说，并不是说老人带
孩子一定不好，老人给予孩子宽

容，其实是有利于孩子发展的，
但是这个度需要用心去把握。

“作为孩子的父母，其实是要多
些时间去反省一下自己，是不是
尽到了教育的责任。”

“孩子脾气大，或许有溺爱
的成分，但是在一定程度上，是
自己心里没有获得满足的发
泄。”著名教育专家尹建莉说，
孩子与父母相处是天性，如果
过多地与老人生活在一起，他
们会产生抛弃感，进而影响到
其健康成长。

尹建莉说，在接受父母咨询
时，很多父母提出了“如何让孩
子不哭”“如何让孩子不发脾
气”，父母急切地想知道答案，却
不从自己身上找原因。

尹建莉表示，早期由爷爷奶
奶或他人抚养的孩子，和父母的
关系像隔着一层玻璃。要么互相
不理解，冲突不断；要么特别客
气，宛如外人。

产生被抛弃感的孩子，如果
仍然缺少父母的关爱，有些就会
走入极端。尹建莉说，孩子由老
人或其他人代养，年龄越小，越
容易有自闭症，因为缺少跟父母
的有效互动，孩子心智无法正常
发育。

山东省家庭文化研究会主
席王天仁表示，孩子在成长的关
键时期未能接受正常的家庭教
育，有的几年时间见不到父母，
或一年中只能见上一两面，严重
缺失父母的温暖与关爱，会给孩
子的成长造成极为不利的影响。

“由于成长过程中缺少爱，留守
儿童心理发育不正常，就有不少
是问题儿童。”

在济南市未管所，正在接受
教育的王军就是这样的例子，由
于“超生”，他从小在爷爷奶奶溺
爱下长大，等回到城里与父母在
一起，他暴躁的性格常常受到父
母的责备，他觉得被父母抛弃
了，就变本加厉地“惹祸”引起父
母的注意，直到他捅死了自己的
亲人。

尹建莉说，如今年轻父母都
在打拼事业的阶段，鼓励自己带
孩子并不是拒绝父母的帮忙，有
老人帮助对年轻人的事业也是
有好处的。“但是应该坚持隔代
帮忙，而不是隔代养育。”尹建莉
说，孩子每天都能见到父母，或
者父母每天跟孩子相处一定的
时间，孩子就会感受到爱。“如果
在孩子小时候和他分开几年，也
许一辈子就无法亲近了，这是多
么好的事业都换不回来的。”

姥姥姥姥家家待待一一周周，，不不会会自自己己吃吃饭饭了了
山东近三成孩子“隔辈养”，六成“隔辈带”

当看到自己的父母追着孩子喂饭，王岩有些后悔，一年前把孩子带回老家，交给老人抚养。现在喂孩子吃饭都成了一场场战斗，“很多坏习
惯，再纠正过来已经很晚了”。山东省家庭文化研究会对1600个家庭做了问卷调查，其中有29 . 2%的受访者家庭孩子不在父母身边，主要由爷爷
奶奶或姥姥姥爷抚养。而由老人带孩子的比例更高，多达60%-70%。

新华社北京12月17日电
记者17日从中国铁路总公司获
悉，自2017年1月1日，铁路部门
将进一步完善实名制车票挂失
补办办法，旅客若在列车上、出
站检票前丢失实名制火车票，
可找列车长或到车站出站口办
理挂失补办手续。该办法的实
施，不仅将避免旅客损失，而且
将更加方便旅客购票出行。

中国铁路总公司有关部
门负责人指出，铁路实行车票
实名制，对保证铁路运输安全
秩序、遏制倒票行为发挥了积
极作用，社会各界和广大旅客
普遍认可和支持，同时也提出
了一些改进完善的意见建议。
对此，铁路部门高度重视，在
2012年5月10日推出检票进
站前旅客丢失实名制火车票

挂失补办法的基础上，加强技
术攻关，开发了列车运行过程
中实时查询旅客购票信息功
能；进一步优化完善挂失补办
法，增加了列车上和到站检票
前丢失实名制火车票的补办
服务。

该负责人介绍，新的实名
制车票挂失补办措施重点有三
个方面变化：一是在保持现行

旅客检票进站前丢失实名制火
车票的办理方式不变的基础
上，将办理截止时间从车票票
面发站停止检票前20分钟，调
整为该趟列车停止售票前。二
是旅客丢失实名制火车票后，
须提供相关购票信息和有效身
份证件，经核验确有购票信息，
且原票未被使用的，可在列车
上、出站口办理挂失补办手续。

三是增加了对旅客的提示服
务，希望旅客妥善保管车票，若
车票丢失要主动向铁路工作人
员声明。

这位负责人表示，广大旅
客可登录12306网站或在各大
火车站查询实名制火车票挂失
补办相关公告，铁路部门将不
断改进服务措施，提升服务水
平，更好地方便旅客出行。

铁总出新政！

火火车车票票丢丢失失,,列列车车上上、、出出站站前前可可补补办办

孩子“隔辈带”甚至是“隔辈养”现象非常普遍，而很多老人常常倾向于给孩子包办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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