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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陶小敏

因为工作忙碌，不少年轻人选择
把孩子交给父母照顾，这也似乎已经
成为一种社会主流。

但老人照顾孩子结果如何？不同
的年轻人有着不同的看法，有人说父
母照顾孩子减轻自己负担、能给孩子
了更多的爱；有人说父母照顾孩子弊
端多，会溺爱孩子甚至引发家庭矛
盾。老人带娃靠谱不靠谱，记者对此
进行了调查。

观点一：
减轻负担 支持老人看娃

对此，记者在我市广大网友和市
民中进行了调查。调查中，不少网友
和市民都表示，有老人帮忙带孩子，
给自己减轻了太多的负担和压力，很
感谢父母的帮助和支持。

市民田女士是一位 80后，儿子今
年两岁多。因为她夫妇俩工作都忙，
所以儿子一出生就由孩子的奶奶照
顾。最近，公公生病了，婆婆不得不
把孩子交给田女士。因为孩子姥姥身
体不好，也不能帮田女士照顾孩子，
田女士一下子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因

为没人带娃，田女
士连续一周上班迟
到早退加请假，即
便是这样，她也觉

得孩子没带好，工作更别提了，领导
已经对她委婉表达了不满。“这几天我
请假了，正在找保姆，已经看了好几
个了，都不太满意，这周必须把保姆
请到家。”张女士说，找保姆一方面会
额外支出一部分钱，这会增加家里的
支出；另一方面，自己对保姆并不放
心，所以选择保姆比较谨慎。“家有一
老如有一宝，现在好感谢婆婆，希望
公公身体快点好起来。”

采访中，跟田女士有同样观点的
不在少数，这些市民都表示，因为现
在夫妻双方大多都有工作，单靠小两
口照顾孩子的确是力不从心。所以，
他们认为，有老人照顾孩子是一种幸
福，既能减轻自己负担，还能给孩子
更好的照顾。

观点二：
育儿观不同 不赞同老人带娃

跟田女士不同，也有一部分年轻
人，尤其是有时间照顾孩子的年轻父
母持不同的观点，他们认为，老人的
育儿观相对落后，让老人带娃，不利
于孩子的成长。

市民魏女士不太喜欢儿子去姥姥
姥爷家里，说起来原因，魏女士表
示，老人太溺爱孩子了，溺爱孩子到
了没有原则的地步。“只要孩子要，只

要孩子开心，干
啥都行，买各种
的零食和玩具，
看电视也不管，
玩游戏也不管，
我批评孩子，他
们还护着。”说
起老人，魏女士
似乎有很多的抱
怨。“别看孩子
小，他知道谁是
他的靠山，现在
我一批评他，他

就说要回姥姥姥爷家，我真是头疼。”
网友“索菲”也告诉记者，小学

三年级的儿子回爷爷奶奶家里过了个
暑假，回来后她发现儿子身上沾染了
不少的毛病。“爷爷有不好的口头禅，
他也学会骂人了；不让看电视、玩游
戏就哭闹，睡觉前也不看书了。”“索
菲”说，她不喜欢孩子让爷爷奶奶
带，因为她觉得在爷爷奶奶那里，孩
子被溺爱，太没规矩。

专家建议：
年轻父母应该把握主导

就此，记者采访了国家二级心理
咨询师邹冬妮。邹冬妮表示，现在已
经有部分老人不太愿意给子女带孩子
了，一方面是担心子女嫌自己带的不
好；另一方面是这部分老人自我意识
较强，宁愿给子女出钱找保姆，保证
过自己想要的晚年生活。

年轻人对待老年人带孩子持有两
种截然不同的观点，说明年轻人和父
母两代人在育儿观上不同。

这种情况下，邹冬妮认为，不管
是老人带孩子还是年轻人自己带孩
子，都需要明确两点：一是建立清晰
的边界，明确父母的主导地位。“孩子
是自己的，父母只是帮手，自己则是
主导，关于孩子的事情自己要做主。”
邹冬妮说，出现溺爱并在父母教育批
评孩子时维护孩子的爷爷奶奶，无意
或有意地争夺了孩子的主导权和家庭
的话语权，这对孩子的成长和家庭和
谐是不利的。“老人也应该明确自己的
协助地位，能帮点就帮点，关键要过
好晚年生活。”邹冬妮说。

二是父母要尽可能地多陪伴孩
子，不要当甩手掌柜，在工作以外的
时间尽量多参与孩子的成长；同时，
如果养育孩子理念不同，年轻人应及
时和父母沟通协调，促进孩子身心的
健康成长。

老人帮忙带娃分歧多
专家：养育理念不同应及时沟通

不少家长会遇到这样的烦恼：一
到上幼儿园的时间，宝宝就开始哭
闹，怎么也哄不好。其实这是宝宝处
于安全依恋期，对和父母分离产生焦
虑导致的。那么家长如何缓解这种焦
虑呢？一起来学学这几招。

入园前让他学会交朋友

在宝宝进入幼儿园之前，家长要
带着宝宝，多和亲朋好友家或邻居家
同龄的小朋友一起玩耍，让他慢慢学
会如何和别人打招呼问好，如何和别
人和谐相处。

让他有心理预期

家长要在宝宝上幼儿园之前和他
说好，什么时间能见到自己。比如妈
妈可以这样和宝宝说：“宝宝，下午放
学妈妈就来接你回家”。宝宝有了心理
预期，内心焦虑会小很多。

给他讲道理

家长要让宝宝明白一个道理：大
人需要上班挣钱，宝宝需要上幼儿园
学习，这都是应当要做的事情，不能
逃避。

让他带着“小伙伴”一起入园

如果宝宝觉得一个人上幼儿园很
孤单很寂寞，那么家长可以让他带着
自己喜欢的玩具或者全家福一起入
园，这样能给宝宝内心极大的安慰，
并获得安全感。

提前入园并亲吻拥抱他

家长要提早一定时间把宝宝送到
幼儿园，并在门口拥抱他。假如宝宝仍
旧哭闹不止，家长要平静地陪在他的身
边，不要劝他“不要哭”。家长越是劝
他不要哭，他哭的越起劲。另外，家长
不能用恐吓的语句让他不要哭，否则会
让宝宝的分离焦虑更加严重。

和老师多沟通

家长要多和老师沟通交流，询问
宝宝在幼儿园里的情况，有没有被人
欺负，有没有什么让宝宝不开心的事
情等等。这样家长能更好地把握宝宝
的情绪。

多陪陪他

缓解宝宝内心的分离焦虑，需要

家长多花点时间陪伴他，多陪他玩耍
让他发笑。宝宝爱笑，不仅能让他性
格开朗，还能缓解内心压力。

宝宝入园有分离焦虑经常哭闹，
这是正常现象。只要家长能保持良好
心态，在这个关键时期接纳宝宝不良
情绪的发泄，就一定能缓解分离焦
虑，让他慢慢地喜欢上幼儿园。

晚综

宝宝入园哭闹 试试这几招

张奶奶的孙子才 5岁，读幼儿园大班，
每到周末或节假日，家里来了客人，孩子总
是特别高兴，当着客人的面，一会儿唱歌，
一会儿做出一些特别的举动，大人怎么喊也
不听。其实，孩子这种“现场表演”属于

“人来疯”，它在2～7岁年龄段十分常见。
学龄前儿童已有初步的主客体区分能

力，但是自我的认定还是主要来自客体，特
别是成人的评价和肯定。平时在家中，爷爷
奶奶、外公外婆和父母亲总是把孩子当成注
意的中心，遇到客人来家访时，孩子自然就
觉得自己是中心，往往演得非常出色。由于
孩子神经系统的抑制功能发育不完善，容易
兴奋，一旦兴奋了一时却难以平静下来。有
时当大人开始谈自己的话题时，没有给孩子
明确的停止“疯”的提示。

孩子“人来疯”是一种心理发育过程中
的正常现象，家长不要强行制止，应该因势
利导，满足孩子合理需求。客人到来后，给
孩子一些表演的机会，可以让孩子背诵一首
唐诗或者让孩子弹一曲钢琴，然后给孩子一
个明确的停止的提示。例如，当孩子背完诗
词后，妈妈可以说：“很好，下一次我们再
背另一首唐诗背给叔叔听，好吗？”这既是
在肯定孩子，同时又是在暗示孩子表演就到
这里了。如果孩子兴致勃勃，可以告诉他：

“下面叔叔要和爸爸说一些事情，你让妈妈
给你讲故事好吗？”这时最好不要马上让孩
子从事一个人的活动，这样反差太大，孩子
不容易接受。 王小衡

小孩“人来疯”
莫强行制止

材料：日本豆腐三根、虾仁、生抽、水
淀粉。

做法：1.新鲜虾清洗后挑出沙线去除虾
头和虾壳，加盐腌10分钟。2.日本豆腐从中
间切开，分成两段后，切成厚度一样的片
状。3.把切好的日本豆腐摆入盘中，在豆腐
上各摆放一只虾仁。4.锅中注水烧开后放入
豆腐虾仁蒸五分钟即可。5.把盘中蒸出来的
水分倒入碗中，加少许淀粉调均匀，把水淀
粉倒入锅中，加入少许生抽，待形成薄薄的
芡汁后关火，把芡汁倒入小碗，浇在蒸好的
豆腐虾仁上即可。

豆腐蒸虾仁

小孩没事经常咬指甲，家长应该怎么
做？

北京协和医院儿科主任医师鲍秀兰表
示，家长的对策，不是简单的讲道理，更不
能批评，而是要更多的关怀。如睡前咬手指
甲，妈妈陪伴他，拉拉手，亲亲脸，讲故
事，看画片等，宝宝有了依恋的对象，会很
快入睡。平时咬手指甲，可用“转移法”，
如画画、搭积木。看见宝宝咬手指甲，给一
个玩具玩玩，把手占了，就可以了；及时为
他剪指甲。 李娟娟

孩子经常咬指甲咋办

■妈妈必知

■亲子课堂

■萌宝营养

■芽芽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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