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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父辈教养和祖辈教养关系的再思考：
学前期父辈参与教养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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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 近年来，幼儿的成长环境备受关注，学前教育也越来越受重视，其中家庭教育是不可或缺的教育力量。然而由于社会经济以及历

史传统等原因，祖辈教养参与度越来越高。以往也有研究证明，相对于祖辈教养来说，父辈教养对幼儿的健康发展表现出了更有利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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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期是成长发展的关键时期，虽然大部分幼儿三岁以后会进

入幼儿园，但是总体来讲，其还是主要受家庭的影响，且会影响其

以后的发展 [1]。然而在孩子出生后，由于经济等一些因素，父母不

得不把孩子送入托儿所或者托付给祖辈，这就造成幼儿的成长过程

中缺失原生家庭环境的教育。其实，综合国内外的研究来看，家庭

教育中的父辈教养方式要比祖辈教养起到的教育效果好。

1 父辈教养的优势分析

1.1 父辈和祖辈的学历不同，幼儿得到的教育资源差异大。

学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个体的知识水平、认知能力水平高低

等，学历越高，其掌握的知识越多，并且主动学习的能动性也越高，

接纳新事物的能力也越高，因此学历高的父母其能够很好地适时转

变教育理念 [2]。相对于祖辈教养来说，父辈们的教育理念和当前社

会状况联系更紧密，观念也会更加开放，对于社会教育思维变动的

接纳能力也会更高。而祖辈的思想水平则更多地停留在过去几十年

的线上，对于社会思想观念的转变适应能力弱，因此，在父辈教养

的环境中，幼儿所接受的教育资源比祖辈教养环境下更先进。

1.2 祖辈的教养观念不科学，易阻碍幼儿性格健康发展。

相对于祖辈来说，父辈们与当今社会的联系还是很近的，思想

也更开放，更能将幼儿视为独立的个体，注重对幼儿精神层面的培养，

不会过于溺爱和娇纵幼儿 [3]。此外，父辈们追求更高的自由和幸福感，

不会像祖辈那样过分灌输幼儿传统美德。这些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反

映出隔代教养中存在养育过程中失衡的现象，比如偏向于养而忽视

育等 [4]。因此，祖辈教养下，幼儿的性格特征倾向于过于自我为中心、

任性、索取等，从而也不利于其性格特征的健康发展。

1.3 父辈教养参与下，幼儿的能力发展水平高。

在家庭教育中，祖辈和父辈给幼儿的关爱基本相当，然而，祖

辈则更倾向于溺爱孩子和包办一切。这样反而不利于孩子动作技能

和解决问题能力的发展。在父辈教养中，孩子会有更多自主活动的

机会，在遇见问题时也会在父辈的指导下解决。而且由于父辈们受

教育素质高，能够在生活中给幼儿传递生活经验，为其融入社会做

好准备。

1.4 父辈教养：能够促进建立良好的亲子关系。

家庭中，父辈们会以“经济压力大、无法独立带孩子”等借口，

把孩子“全权托付”给祖辈，甚至在孩子 0-6 岁期间完全缺位。根

据大量研究表明，这种情况下由于没有长期的亲子交流互动，幼儿

对父母的认可度和信任度比对祖辈的低，反而不利于良好亲子关系

的建立。

2 教育建议

2.1 父辈教养和隔代教养相结合：父辈教养为主，隔代教养为辅。

两代人教育孩子，能够及时促进教育经验的交流，还有利于稳

固家庭情感的纽带。父辈应更多地参与幼儿教育中，以亲子游、亲

子游戏等形式，和孩子建立起良好的亲子关系，加强彼此的信任感。

同时，在产生教育分歧时，父母双方或者两代人之间要友好沟通，

和谐健康的家庭氛围，更有利于孩子心理健康发展。

2.2 父辈要不断提升自身的教育理念和方式。

社会发展非常迅速，教育改革亦是如此。幼儿作为一个不断发

展的个体，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其身心需要是不同的。因此父母必须

要不断提升自身的教育理念，适时转变自身的教育方式，以求其能

够适合儿童发展的需要，并能为幼儿下一阶段的发展奠定基础。

2.3 采取教育效果较好的教养方式

华生把父母的教养方式分为专制型、权威性、民主型和冷漠型。

然而，其中教育效果最好也最受教育者们推崇的就是民主型，因为

在这种家庭中长大的儿童，其身心健康程度比较高，人格也很健全，

相较于其他幼儿，他们表现出了更优的独立能力、良好的社会适应

能力和人际交往能力、善于表达爱和温暖等。因此，家长们一定要

用合理的教养方式，促进孩子的健康成长。

总之，在幼儿的前期成长中，父母的行为方式对幼儿是否能够

养成健康的习惯有着决定性作用。身为父母更要承担起养育孩子的

责任，在家庭教育中发挥自身的主导地位，减少“生而不养”现象

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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