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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爱 叫隔代帮你带孩子

“外婆等我”“外婆抱抱”“外
婆牵牵手” ……你是不是也经常
在小区听到这样的话？

在城市小区走一圈， 你会发
现，进入“二孩时代”，外婆似乎逐
渐成了城市带娃的“主力军”，“奶
奶去哪儿了”折射“隔代抚养”新
焦虑。

奶奶带娃越来越少有原因

� � � �中国新闻网做了一个关于长辈带
娃情况的投票调查。 在参与投票的网
友中， 有近一半网友选择了孩子由外
婆带， 其次选择家长自己带的比例较
高，排名第三的则是孩子由奶奶带。

对于为什么家长更愿意让外婆带

娃，大部分网友表示亲妈更心疼女儿，
会更设身处地为女儿着想， 自己与亲
妈也更好沟通， 可以避免婆媳之间的
矛盾。

@蛋蛋小怪：感觉奶奶不会设身
处地为媳妇想，我们家宝宝一闹基本
上就推到我跟前。 外婆就不一样了，
会想办法把孩子哄好，让我多休息一
会儿。

@haohaizi666：身边有太多年轻
父母上班没法带娃，双方老人不想带，
说老年人累了一辈子要过自己的生

活，最后外婆外公心疼女儿，拗不过婆
家就帮女儿带娃， 爷爷奶奶潇洒到国
内国外各大景点休闲。

@ 郑佳： 因为育儿观念的不同，

我身边大部分婆婆都不可能听儿媳妇

的育儿经。跟自己妈妈比较好说话，孩
子哪里带得不好， 有不同意见就跟妈
妈说，妈妈也不会生气，即使生气了也
能谅解；跟婆婆交流就有所顾忌，看不
惯她带孩子的方法也不好意思说，只
能通过老公去沟通。

@尤： 一些婆婆喜欢以权威自
居，事事以宝宝为重，忽略宝妈的辛苦。

有网友表示，公婆在外地，外婆成
为带娃首选。 在城市里， 妻子是本地
人、丈夫是外地人是不少家庭的构成，
这就让外婆自然而然地成为带娃的第

一选择。
@ 成李：我公婆在外地 ，身体也

不太好， 每次过来要坐七八个钟头的
火车，不好让他们来回折腾，我妈隔得
近，带娃也方便。

有网友表示， 是儿媳妇不让奶奶
带，老觉得奶奶不适合带孩子。

@ 花期：有些爷爷奶奶并不是这
样的， 我相信肯定有一部分人是因为

儿媳妇不让奶奶带， 老觉得自己的公
公婆婆不适合带孩子， 非要给自己妈
妈带的，这导致大家都误会爷爷奶奶，
而爷爷奶奶也无能为力， 只能在家翻
翻手机看看孙子的照片。

也有网友表示，奶奶也在带娃啊，
只不过是在照顾外孙外孙女。

@ 海中一云：奶奶在照顾外孙外
孙女呀。

@ 脸大头大脖子粗：奶奶去当外
婆去了啊。

还有网友比较不一样， 孩子一直
都是宝宝爸爸在带。

@ 烟花繁：没有其他吗？ 我一女
同事孩子从出月子后就主要由宝宝爸

爸带着，她则负责白天上班，晚上回去
买菜做饭， 每天饭后还带孩子出门散
步，且一有假期就接手带孩子。

最后这个网友的关注点似乎不太

一样：
@ 右木：不应该问 “爷爷外公去

哪儿了”吗？

城市小区
外婆带娃更“流行”

福建福州市民江女士今年 30
岁，有一个女儿，平时女儿也由外
婆带 。 “有句话叫 ‘妈妈生 ，姥姥
养 ，奶奶定期来观赏 ’，我觉得这
句话还蛮贴切地形容了我们家的

情况。 ”江女士说。
长春一位带孩子的外婆告诉

记者，现在社会竞争压力大，小两
口工作忙，很不容易。 她除了看孩
子还帮做家务， 白天小心翼翼地
带孩子，生怕出什么问题，晚上还
要带孩子睡觉，经常起夜哄孩子，
累得有些神经衰弱。

家住杭州的王女士有一个 4
岁的儿子。 据王女士介绍，孩子满
月之后就以外婆带为主， 孩子爷
爷奶奶定期给转生活费。

家住上海的张女士今年 29
岁，有一个 2 岁的儿子，自小也是
由外婆带。 高女士介绍，因为自己
公公婆婆还没退休，没办法，只能
请妈妈帮忙。

安徽程女士的 8 岁女儿和 6
岁儿子，同样全部由外公外婆带。
孩子外婆王女士说：“都说外孙是
‘老外’，始终跟爷爷奶奶亲，我倒
觉得谁带跟谁亲。 逢年过节两个
孩子都不愿意去奶奶家。 有时还
喊我为‘奶奶’。 ”

老人带娃只是临时替补

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的

数据显示 ， 我国现有随迁老人近
1800 万人， 占全国 2.47 亿流动人口
的 7.2%，其中专程来照顾晚辈的比例
高达 43%。

有很多老年人， 累了一辈子想要
过自己的生活， 想要退休后到国内国
外各地景区去走一走、看一看。但最后
还是选择给小辈带孩子。

虽然有老话说： 外婆带大的孩子
长大后偏爱外婆， 奶奶带大的偏爱奶
奶。但无论是奶奶带娃还是外婆带娃，
都只是起到一个辅助性的帮衬作用，
孩子再大一点的时候，比起隔代教育，
孩子更需要的是父母亲自教育。

“进入二孩时代，老人其实是充当
了一个临时替补的角色。”长春市家庭

教育协会副会长栾本立说， 有时候老
人对第三代的溺爱已经超出了理性范

围， 两代人不同的教育理念也会造成
孩子的认知畸形， 这是目前早期家庭
教育存在的一个重要问题。

栾本立表示， 经过多年调查研究
和大量的调研结果显示，在我国“隔代
抚养”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有相当
比例在童年时存在个性缺陷和社会适

应能力欠缺。
成都市第四人民医院临床心理科

副主任医师李云歌在临床门诊中发

现，因为奶奶带娃造成婆媳关系紧张，
一些家庭因此产生心理隔阂， 不得不
来寻求心理咨询帮助。

李云歌说， 奶奶和外婆都是疼爱
孩子的，否则也不会施以援手。帮助带

娃身体上的劳累尚能尽量克服， 心理
的疲累却很难摆脱。有时出于好心，会
与儿媳在育儿观念上产生一些分歧，
就会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委屈。

成都市妇女儿童中心医院孕妇学

校讲师宋艳说，时代环境不同，个人经
历各异， 婆媳之间在育儿方面产生分
歧在所难免，双方要多体谅。媳妇可以
想象婆婆能把丈夫培养出来的能耐，
同时提醒自己要多担待； 婆婆也要多
跟媳妇沟通， 不要强求改变彼此的习
惯，让相处更融洽。

一些二孩父母还希望有关部门

建立规范化的婴幼儿托管机构，让年
轻父母多一些选择，同时将老人解放
出来。 （据《浙江老年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