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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孩子的发展过程中，同伴关系是非常主要的关系之一，

良好的同伴关系是衡量儿童心理健康的关键指标也对孩子社会化

发展起了很大的影响。由于许多乡下家长丢下儿女去县城工作，

把他们的孩子留在家乡，由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等照看， 孩子们

在家里进行"隔代教育"，但由于其中承担隔代教学任务的外祖

辈们多数并未进行过良好的家庭教育，加之中国乡村本身也是一

个文化教育相对滞后的地区，使得许多老年人既不知道农村当代

社会最新的信息资源，也不懂得科学的家庭教育理念，更不了解

农村孩子的心理特征和发展规律。因此他们对孙辈的教育观念、

教育心态、教育内容以及教育方式等都面临着非常严峻的问题。

况且由于老年人精力有限，不管在体力或者智力上都不能科学地

承担起肩监护与教养重担，从而产生了许多针对"留守儿童"的

家庭教育问题，尤其对孩子的同伴关系方面影响最为深刻。

1　隔代抚养的现状及原因

1.1现状

儿童抚养大致有以下两种方式，第一种是随父母生一起生活

的亲子抚养模式，第二种是随祖父母或者外祖父母生活的隔代抚

养模式。但是在当今我国，隔代抚养已逐步成为了主要的家庭抚

养形式。有人做过调查，目前六周岁以下的儿童中有11%到60%由

祖父母教养，而随着社区人口老龄化趋势的形成，由祖辈承担对

孙辈的家教责任也形成了家庭的抚养的特点。孩子年龄越小，和

祖父母生活在一起的比例就愈高。孩子在早期是最需要父母的关

心和关爱的，而在隔代抚养的家庭中， 孩子与父母的相处时间较

正常的家庭要少， 他们依赖父母亲的程度相对于依赖祖辈的程度

较轻。而就连乡村地区亦是如此，现在乡村的青壮年男女大都外

出务工，而孩子们则交由老年人照顾。

1.2原因

不管都市或者乡村，隔代抚养都已变成十分普遍的现象了。

究其原因，主要有现实与传统二个方面的原因。现实原因主要是

年轻一代的家长或在外打工，或忙于工作和生计，不管时间或精

力都无法很好地照顾子女;即使是聘请保姆，也需要一笔不小的费

用，对一些单靠工作维持生计的家长而言，更缺乏聘请保姆的经

济能力。对这些家长而言，把子女交由外祖辈照顾，既可以让孩

子得以很好地照顾，又解决了自身的后顾之忧，也节约了费用。因

此隔代抚养就成了对他们最有利的选择。另外，由于受到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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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传统的影响，人到了老年都有" 隔代亲" 的思想，觉得照

顾孙子是可以享受天伦之乐，再加上老年人也有足够的时间和较

丰富的照顾儿女的经历，所以不少老年人都主动承担了照顾儿女

的重担。再者，由祖母照料或养育的孙子，也会让老人感到老有

所为，对老年人也是一个精神慰籍，满足了老年人的情感需求。另

外，隔代抚养也是我国传统的家庭教育方法。正是出于上述因素，

隔代抚养才形成了中国当今儿童的主要养育方法[1]。

2　隔代抚养存在的问题及其对同伴交往中的影响

研究中国儿童隔代抚养所存在的问题，首先要说明什么才是

不良同伴的良好关系。不良同伴关系的小孩多是指不被多数同伴

们所接纳的小孩，由祖父母们溺爱孩子、经常护短，因此他们

抚养长大的小孩一般都存在不合群的现象；又或者是性格胆小怯

弱，不爱讲话，孤僻的孩子；再或者是个性霸道跋扈自私，总是

欺压着同龄小伙伴，这都是隔代抚养家庭中长大的孩子们经常会

出现的社会问题。具体原因分析如下：因为各个时期长大的人都

有着各个时期的思想烙印，所以老年人的社会主义思想文化素质、

价值观、教育方法等都和当代整个社会或多或少的不同，对孙辈

们也难免地会产生一点影响。

2.1对孩子过于溺爱

祖父母对孙辈的要求也可以说是有求必应，所以溺爱的存在

也是普遍的社会问题。溺爱主要体现在祖母或抚养人对儿童各种

无理要求上的有求必应;对孩子错误的包庇和放纵以及对儿童的过

分呵护等，这样很容易导致儿童任性和生活自理能力下降，儿童

的性格缺陷也不能纠正。所以在祖辈们的溺爱环境中成长的孩子

在与同伴相处过程中很容易自我为中心，觉得不管干些什么其他

孩子都要听从自己的。另外，由于一些长辈过分宠爱小朋友们而

"护短"的家庭教育，也导致了一些儿童甚至在幼稚园内就肆无忌

惮地，强抢其他孩子的玩具，长此以往就会形成所谓的"不良同

伴关系"，而在幼儿园里的其他孩子们也就会慢慢的疏离小朋友，

亦或是在幼儿园里也慢慢的不被老师们所接受，这也会影响小朋

友各方面的身心健康发展[2]。

2.2祖辈文化素养教低，思想观念陈旧

(外)祖父母代表着一代人观念文化，在与(外)孙子或小辈相

处中传导了相关的社会性东西，并反过来影响了孩子的信仰、价

值观和行为准则。随着儿童的成长，对其社会化要求逐渐提高，在

隔代抚养的家庭中，祖辈是和孩子交往最频繁的人。所以，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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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们社会意识发展中的敏感期，孩子们不但需要通过与家庭成

员之间的交流获取家庭归属感以外，还必须通过与社区他人之间

的交流掌握对社区角色、社会规范等方面的认识。儿童们在社

会性相处中，能够理解社区的规则以及社会对个人活动的约束。

不过，大多数外祖辈的教育方法是比较谨慎的，为了安全考

虑，他们更偏向于儿童在室内游戏，以减少其在外活动。儿童

与同伴接触交往的机率就较小。但这种封闭的环境，使幼儿长

期缺乏与外界互动和交流，对幼儿的与同伴的交往能力或多或少

会受到影响。久而久之，对其产生消极的强化效应，降低了孩

子的亲社会行为，虽然抑制或降低了同伴的侵犯性，但对孩子

的社交技巧与策略的掌握，也是很不利的。

2.3祖辈的教育方法简单

受到祖辈教育观念、教育方法和社会文明程度的影响，祖

辈们照顾幼儿时更多的侧重于日常生活和躯体上的护理，他们往

往更注重于幼儿们是否吃得好、睡得香、穿得暖，对早期教育

的重要性却知之甚少，甚至忽略了幼儿良好行为习惯和性格思想

情感的养成。在培养幼儿的过程中，祖辈们也大多以经验取代

了科学。这种经验中有一些是合理的、可行的，但有的则是不

科学或者错误的，不仅不利于儿童身心发育，而且不利于养成

儿童健康的生活习惯。尽管在幼儿园里老师可以进行很好的教

育，但影响儿童生活质量最大的地方就是在家庭， 家庭除要给

孩子提供生存和物质环境以外，必须赋予孩子以父母的关爱，

满足其精神需求，没有父母关爱的孩子，在伙伴关系中更偏向

于一般类型，既不被人喜爱又不被人讨厌，是容易被同伴忽略

的个体，孩子自己的存在感很低，非常渴望但又害怕获得伙伴

间的友爱，敏感性方面比其他孩子强烈[3]。

3　隔代抚养对儿童在同伴关系中问题的解决方案

对于不断发展中的孩子来说，在隔代抚养中如何因势利

导，趋利避害，就应该在心灵上对孩子们加以正确引导与照顾，

从而增进亲子间的情感交流，为儿童创造良好的环境，使他们的

生理、心理、学习健康协调地发展，可以更好地与同伴交流学习。

3.1爱与惩罚都要适度

科学的家教方法对孩子性格发展、身心健康等都产生了无法

忽略的影响。关心孩子一定要适当，关心的程度却不够 (对孩

子冷漠无情、没有家庭温暖)或者是过分的宠爱(对孩子一味溺

爱、偏爱)都对儿童心理发展产生了十分负面的影响。所以关心

一定要适当，虽然祖辈们对孩子的关爱无可指责，但在效果方

面却往往事与愿违，既不利于儿童独立自主的发展，又可能会

引起儿童产生反感。所以爱和惩罚都要适当，做对事情要奖赏

表扬，做错了事情也要批评教训，以培养子女独立的意志，使

子女明事理、懂团结，懂礼貌，这样在幼儿园里自然而然的会

与小朋友和谐相处[4]。

3.2祖辈转变教育观念

因为前文中所说的以老人教育儿童的观点已经较为过时，严

重影响了孩子的智力与思想的发展，也增加了孩子们接触新知识

的困难。尤其是在有条件的城镇，老年人更应该进一步掌握教

养孩子的新方法，严格要求孩子，并充当好教育工作者的角

色，把更多的精力从对儿童的物质生活转向对孩子的教育方面，

在对孩子的家庭教育方面，不能凡事都依着孩子，适当要加入

一些挫折教育方法，以提高对孩子们的百折不挠的品质。在和

小朋友同伴的相处过程中，祖辈也要不干扰，使小朋友们与自

己在实际的相处过程中，初步认识到了他人的特殊性及其自己在

他人心目中的形象与地位，从而学习与人合作和解决问题，同

时学习维护与同伴之间关系的稳定性，并学习大量的交往经历，

以提高规则意识和归属感，培育社会责任心和友谊情感。

3.3增加亲子交流的时机

家长在闲暇时光也应该多陪孩子，让孩子能多体会来自家长

的温情与关爱，加深与孩子的感情。家长们必须知道，因为自

己是孩子的第一位教师，所以孩子的很多品质的养成与家长的教

导是密不可分的，俗话说得好：身教重于言教。因为这是孩子

人生的重要一步，绝对不能无视了教育这个关键的一步。说到

底，儿童的健康与快乐并不能仅仅依赖家庭宽裕的物质生活条件

来保障，因为孩子的健康成长也离不开家长的关怀，这一切是

其他的事情都无法取代的。除此之外，身为子女的家长，同时

身为外祖辈父母的孩子，也还要时常和外祖辈父母交流，因为

只有二代人统一认识，而且目标明确，子女的教育才能够到达

最成功的彼岸，而子女们也会在快乐的家庭中进入五彩缤纷的大

千世界中，和同伴们平等友好地相处[5 ]。

4　小结

综上所述，隔代抚养作为一个客观存在的家庭教养方法，

对幼儿的个性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不过，我们必须清楚地

了解到隔代抚养的利和弊，在发扬其优点的同时，认真解决种

种负面影响，使儿童现在的家庭情况有所改善，同时又要重视

儿童社会性各方面的发展，在同伴交往等方面予以儿童更多的重

视，让孩子们都能够愉快、健康地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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