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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隔代教育的研究综述

1. 隔代教育的国内研究

段飞艳把隔代教育描述成由两个人共同照顾，而不

仅仅局限于他们之间的关系。李晴霞则更加深入地探讨

了它的概念，她指出，隔代教育不仅仅局限于他们之间

的关系 [1]，而且还包括他们之间的互动，以及他们之间

的相互尊重。王娅霜认为，隔代教育是一种以父母的视

角来指导、培养、引导、帮助孩子实现全面发展的有效

的家庭管理模式 [2][3]。

隔代教育是一种特殊的教育模式，它要求年轻一代

的祖先们承担起第三代的责任，他们不仅要照顾自己的

孩子，还要负责孩子的教育、生活等，以及其他重要的

社会问题，从而形成一个“现代父母”的社会结构。

2. 隔代教育的国外研究

随着跨越地域的文明交流，越来越多的人将隔代的

理解改变，将它们视作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即当一个

家庭中的一方出现了违反社会规范、不能正常生活、不

能满足另一方的需求，而另一方则可以接受这种社会现

象。跨代教育意味着三代人之间的关系，无论这三代人

之间还是超过三代人之间，都会存在着对子女的照顾。

许多学者都致力于深入研究隔代教育，然而，目前

该领域的研究还面临着诸如：一方面，大量的理论性研

究被忽视，而实践性的研究却相当稀缺；另一方面，许

多实践性的研究所使用的数据也相当过时；此外，中国

的学术界也大部分集中在农村的实践性研究上，而缺乏

大量的新颖的数据。在国际上，许多学者认为，隔代教

育会对孩子的心理、行为和个人特质产生一定的负面影

响，但这种观点并未得到充分的认可。此外，目前的学

术界也缺乏足够的关注，来深入探讨这种教育模式的优

缺点。在这项研究中，我们发现了跨越家庭的教育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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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产生独特的、个人差异明显的影响。

二、小学生心理健康的研究综述

1. 小学生心理健康的国内研究

张厚粲教授强调，健康的概念应该包括：个人具有

积极乐观的情绪 [4]，拥有良好的知识和技能，以及能够

有效地应对外界环境变化的能力。林崇德博士也指出，

身心健康的内涵应该包括不是任何其他精神病 [5]，并且

拥有积极乐观的态度。王书荃教授指出，身心健康是一

种平稳而持续的状态，它要求个人在与社会的互动和人

际关系中，维持情感、需求和思维的平衡，强调相对稳

定的人格特征，以达到自我和谐的境界 [6]。

2. 在国外，有关小学生心理健康的研究。

1946 年的第三次全球心灵健康会议将“身心健康”

作为一个重要的概念，它涵盖了身体、智能和情感的基

础上，以及个体在环境中的适应能力、良好的人际关系、

幸福感以及在工作和职业中发挥自我能力的能力 [7]。

“自我实现”理论认为 [8]，个体的潜力可以通过充分

的努力来获得，而个体的成功则取决于他们如何去实践

这些潜力。“自我实现”所建立的心理健康衡量体系，涵

盖了个体内在的平衡、个性的完善、社会的稳固、情感

的流露以及个体的自我反省。

根据人本主义心理学，一个人的心理健康主要取决

于其拥有足够强大的抗逆能力，以及其应对外界环境变

化所表达出来的稳定情绪，以及其充分利用其创造力、

潜能以及激励自身行为来达成其人生目标。

英格里希认为，心理健康是一种持久的状态，它可

以帮助个体更好地适应环境，激发出更多的生机，并且

可以充分发挥自身的潜能，从而避免患上心理疾病。

三、通过隔代教育小学生的心理健康得到了显著

改善

隔代教育给家庭带来了许多好处，例如帮助解决双

职工父母无法照顾孩子的问题，让祖父母们拥有更多的

经验，并且可以弥补单亲家庭中性别角色的不足。然而，

研究表明，隔代教育对小学生的心理健康的影响却不太

明显。张鹤龙指出，祖辈们拥有勤劳节俭、稳重踏实、

做人忠厚、正直，以及重视家庭传统美德的优良品质，

这些优点可以作为孩子的榜样，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们

的品格和道德素质的发展。岑艳秀在《浅谈隔代教育》

中提出，隔代教育可以促进祖辈的心理健康，从而提升

他们的生活质量。

四、隔代教育对小学生心理健康的消极影响

1. 隔代教育可能会让孩子形成自我中心的思维模式，

从而影响他们的发展。

祖辈的溺爱可能会让孩子形成自我中心的思维模式，

从而导致他们的不良个性，如任性、依赖他人、娇气、缺

乏独立能力和自信心，甚至还可能引发亲子之间的隔阂和

人际关系问题。此外，祖辈的传统观念也可能阻碍他们接

受社会发展带来的新思想，从而影响他们的创新思维。

经何奕敏的研究，接受隔代教养的孩子们，几乎60%

的孩子表现出了极端的自主、独立、缺乏关怀的特点，这

些特点都源于对“自我中心”的强烈要求，黄祥祥指出，

这种教养方式可能会导致孩子们出现“自我中心”的思维

模式，从而导致孩子们出现自我任性的行为 [9][10]。

2. 隔代教育易导致儿童产生社会适应问题

通过隔代教育，我们可以看到，它给儿童的心理健

康带来了负面的影响，尤其是当他们面临新的环境时，

他们的社会适应能力就受到了严重的挑战，他们的社会

交往和人际关系也变得越来越复杂。此外，由于老一辈

的人通常偏爱安逸，他们很少参加体育锻炼，从而导致

他们的眼界变得局限，他们的思维也变得僵化，他们的

行为也变得越来越保守，他们的思维也变得越来越僵化，

他们的思维也变得越来越窄，他们的思维也变得越来越

僵化，他们的思维也变得越来越窄，他们的思维也变得

越来越窄。产生交际恐惧症。

根据袁凯歌和戚海燕的研究结果，隔代抚育可以显

著降低孩子的自主学习、交往技巧、心智成熟以及道德

素质 [11]，这些都是导致孩子缺乏良好的社交技巧、心智

成熟、心态平衡、身体健康等重要因素的原因。

李华彪的研究表明，由于孩子的年纪太轻，很难接

受父母的离去，导致孩子产生极度的恐惧、悲伤、沮丧、

恐惧、恐惧、孤独、孤僻 [12]，从而阻碍孩子的成长发展。

此外，有些研究还发现，孩子的消极情绪可能会损害孩

子与家长之间的亲密感，从而导致孩子在家庭环境中的

心理健康受损，从而使孩子在社交中的表现受限，从而

使孩子在家庭环境中的适应能力受损，从而使孩子在社

交中的表现受限。这种病症会导致许多心理困扰、行动

阻力、个性特征以及社会互动能力的下降。

3. 隔代教育易导致儿童产生消极的生活和学习态度

隔代教育的影响是巨大的，因为这些家庭的成员都

是单亲家庭，他们的父母可能过于溺爱，导致他们缺乏

独立性，缺乏同理心，并且经常发脾气。王怡教授在台

湾的一项关于隔代教育的研究发现，这种教育方式可以

抑制孩子的情感发展，并且影响他们的自信心。陈光虎

的研究表明，3-7 岁的孩子在隔代教养的情况下，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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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问题的检测频次明显更高，而且，由于他们的家长的

教育水平较低，他们的孩子也更难适应外界的环境，从

而影响了他们的学习和成长 [13]。李炎的调查表明，在隔

代教育环境中，儿童的行为控制能力和健康水平通常不

高 [14]；他们更容易陷入精神上的孤立，更容易受到外界

环境影响，更不容易形成良好的团队意识和良好的学业

态度。

鲍尔毕博士强调，若早期的依恋未得到良好的培养，

就会导致儿童的心理健康受损，从而引发焦虑和抑郁的

症状。而那些无法和父母共度时光的孩子，由于分离焦

虑，更加难以获得心理的支持，从而导致他们更加孤独，

甚至更加害怕失去他人。当家长们过分溺爱、宽恕或者

过分强调时，孩子们往往无法忍耐，甚至可能引起反抗。

这种隔代的教育方式可能导致家长们的心理、性格及其

他方面的变化，从而阻碍他们的心理健康及其他方面的

发育。隔代教养可能导致孩子们无法得到充分的发展和

成长，并且可能使他们的情感和行为变得更加消极。根

据一些外国学家的研究，这种教养方式可能导致孩子们

难以融入当代的环境。

综合考虑，隔代教养可以给孩子提供许多有益和有

害，但是，绝大多数研究人员认为，这种教养模式会导

致孩子在个人特质、思维习惯、社会交往以及情感上受

到负面影响，甚至可能引起更多的社会冲突。随着社会

的不断变化，隔代教育已经不再是一种可行的家庭教育

模式，它给孩子的个性培养提出了巨大的挑战。因此，

我们必须正确看待这种模式，充分发挥它的优点，并努

力规避它产生的不良后果，从而让孩子能够更加幸福、

更加健康地成长。

五、已有研究的不足

通过查阅文献与书籍发现，以往关于隔代教育和

小学生心理健康的研究较少，且存在一些不足。有关隔

代教育对小学生心理健康影响方面的研究多是笼统的指

“祖辈”的影响，而影响小学生心理健康的因素是多元

的，如家长的性别、个性等，很少将爷爷，奶奶，外公

和外婆这四个祖辈作为比较因素。国内外研究者对隔代

教育下儿童的心理健康进行的研究，多是针对心理健康

的某一个或者两个因素，对心理健康的全方位的分析并

不多。国内外文化背景不同，所以国外的研究也不能直

接应用于我国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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