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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教周刊

■

周
睿

这个国庆假期，你带孩子出

门旅行了吗？

如今，亲子旅行成为了很

多家庭首选的度假方式。放假

前，家长们做好了各种攻略，

满怀期待地带孩子踏上旅途，

然而一趟旅行下来，却发现孩

子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兴奋，也

没有“行万里路”的满满收

获。这让一些家长疑惑，旅行

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前不久，一个关于“不建议

带6岁以下孩子旅行”的观点引

发热议，该观点认为，幼儿在认

知发展的初始阶段，尚未具备欣

赏风景和理解文化的能力，也记

不住各种知识，旅途中难有实质

性成长。不难看出，该观点既片

面地定义了“成长”，又给旅行附

加了过多的意义。

事实上，很多家长在带孩子

一起旅行时，总是会习惯性地给

孩子施加过多的学习压力。比

如，让孩子写旅行日记、背诵有

关景点的诗词，每到一个地方，

都恨不得把相关的历史文化、风

俗民情全部灌输到孩子的脑海

中。然而，旅行并不是获取知识

的竞技场，如果把沿途的丰富体

验变成了单纯的知识灌输，结果

只会适得其反，还可能让孩子失

去探索的兴趣。

孩子的世界，不应该被单纯

的知识所局限，旅行的意义在于

体验和感知，而非积累知识量。

让孩子去触摸自然、感受动植物

的温度，去完成一次手工制作，

去沙滩上尽情玩耍……这些体

验式活动可以带给他们很多美

好的回忆。在这个过程中，家长

可以观察和理解孩子在新环境

中的表现和需要，更准确地捕捉

孩子的兴趣爱好，进而更紧密地

参与到孩子的成长过程中，加深

亲子间的情感联结，帮助孩子建

立起对世界的认知。

旅行是一种经历，它能够拓

宽孩子的眼界，为其提供多元化

的成长环境。亲子旅行不是单

纯的地理迁移，更是一次亲子交

流和建立良好亲子关系的机

会。与孩子一起感受大自然，共

同讨论旅行中的见闻和感受，这

本身就是一次心灵的成长，这种

内在的滋养不亚于任何一堂精

彩的课程。

生活的广阔程度决定孩子

的视野。所谓“读万卷书，不如

行万里路”，是让孩子从小就有

机会长见识，而这并不仅仅与记

忆和知识有关，更与生活的体验

和情感的积累息息相关。每一

次的旅行都是一次全新的体验，

会让孩子在脑海中构建起自己

的思考模式。他们或许不会记

得那些著名的景点，不会记得某

一位历史人物的名字，但曾经在

草原上策马奔驰的快乐、在森林

里偶遇的小动物、在路途中结识

的朋友，这些与世界发生联结的

瞬间，一定会成为他们记忆中的

宝贵财富，长久地滋养他们的生

命。

亲子旅行是陪伴孩子成长

的一段奇妙旅程。当我们在回

家路上，听着孩子对旅行的稚嫩

见解，分享他们的快乐心情时，

或许就会发现，所谓的成长，已

在不经意间悄然发生，而最宝贵

的收获，其实就是一路上与孩子

并肩走过的每一步。

溺爱的危害

1.阻碍孩子的独立

性养成

溺爱容易让孩子依

赖他人的照顾，缺乏自

理能力和独立解决问题

的能力，这对他们未来

的生活和发展非常不

利。

2.容易让孩子养成

不良习惯

溺爱容易让孩子养

成一些不良习惯，如自

私、以自我为中心、任

性、依赖性强、缺乏责任

感等，这对他们的成长

和人际关系建立都会产

生负面影响。

3.削弱孩子的社交

能力

溺爱环境下，孩子

可能缺乏社交经验和技

巧，难以适应集体生活

和与他人相处，这对他

们的人际关系和未来发

展也会产生不良影响。

4.限制孩子的自我

发展

溺爱可能会限制孩

子的自我发展和探索世

界的自由，使他们缺乏

自我探索和自我成长的

机会，这会对他们的个

性和发展产生负面影

响。

避免溺爱的方法

1.提醒但不代办

在隔代教育中，祖

辈应该发挥提醒和指导

作用，而不是代替孩子

完成任务。例如，当孩

子遇到困难时，可以给

予他们适当的提示和鼓

励，让孩子自己思考和

解决问题。这样既能培

养孩子的独立性和自主

性，也能让他们学会面

对挑战和困难。

2.协助但不包办

祖辈在照顾孩子

时，应该注重培养孩子

的自理能力。在日常生

活中，可以教孩子做一

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如

整理房间、洗衣服等。

这样既能让孩子感受到

自己的成长和进步，也

能培养他们的责任感和

自律性。

3.放手但不放纵

在隔代教育中，祖

辈应该给予孩子一定的

自由和空间，让他们发

展自己的兴趣和爱好。

同时，也要设定合理的

规则和限制，防止孩子

过度放纵和任性。这种

平衡的教育方式既能满

足孩子的需求，也能培

养他们的纪律性和规则

意识。

4.鼓励孩子尝试

在隔代教育中，祖

辈应该鼓励孩子去尝

试新事物和探索未知

领域。这不仅可以激

发孩子的好奇心和求

知欲，还能培养他们的

创 新 能 力 和 实 践 能

力。当孩子遇到困难

时，要给予他们支持和

鼓励，让他们勇于面对

挑战和失败。

（本报记者 马晓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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爷爷奶奶的爷爷奶奶的爷爷奶奶的
“““孙子兵法孙子兵法孙子兵法”””

■ 本报记者 马晓冰

“隔代教育隔代教育””是当今社会普遍存在的现象是当今社会普遍存在的现象。。许多年轻父母在外奔波许多年轻父母在外奔波、、忙于工忙于工

作作，，爷爷奶奶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便成了孩子早期教育的外公外婆便成了孩子早期教育的““主力军主力军”。”。而在养育孩子的过而在养育孩子的过

程中程中，，代际差异难以避免代际差异难以避免。“。“隔代教育隔代教育””怎样实现怎样实现““隔代不隔心隔代不隔心”“”“到位不越位到位不越位”？”？

重阳节来临之际重阳节来临之际，，我们邀请到几位教育经验丰富的祖辈我们邀请到几位教育经验丰富的祖辈和一线教师和一线教师，，一起聊聊一起聊聊

““如何做好隔代教育如何做好隔代教育”。”。

“学习要有目标，生活要有规

律，做事要懂规矩。”提起自己对孙

子孙女的教育原则，邓建春说道。

儿子儿媳在外地务工，孙子孙

女在成都上学，邓建春和妻子便“接

手”了孙辈的日常养育，在照顾两个

孩子生活起居的同时，也兼顾他们

学习、生活习惯的培养。邓建春在

退休前曾担任中学校长和英语教

师，多年的一线工作经验让他在培

养家中两个小学生时游刃有余。

在学习上，他重视多个教育主

体的一致性，即老师、父母、祖辈要

站在一起，对孩子的教育有着共同

的目标和相互协调的方法。为此，

他和孩子的父母展开过多次探讨，

据理力争告诉他们“不能将孩子完

全托付给老师，家长也要负起责

任”，并与他们达成一致的教育目

标——将孩子培养成身心健康的、

能够适应社会发展的人。

在这样的基础上设立成长的

“阶段性目标”，如不同学段、不同

学期的综合表现、学习成果；每

天、每周、每月的行为规范和习惯

养成。“我希望孩子们从小学一年

级开始，就做到不欠账，我会帮助

他们完成‘问题清零’。知识不脱

节才能保证他们对后续学习有持续

兴趣。”邓建春分享道，“另一方

面，我也会敦促他们养成良好的行

为习惯，并用量化、记录的方式给

他们一定压力，引导他们向积极的

方向前进。”

邓建春秉持“无规矩不成方圆”

的理念，是为了给孩子们树立规则

和底线意识，所以在孩子们心中，爷

爷虽然严格，但并不死板。在日常

生活中，他也会尊重孩子的情感、喜

好和选择，鼓励他们通过独立思考

去解决问题。

在邓建春的教育和影响下，孙

女邓凌薇学习认真努力，也养成了

良好的生活习惯。“邓凌薇是个聪明

又懂得谦让的孩子。她写得一手好

字，还特别喜欢看课外书，总是积极

主动地参加班上的各项活动。”成都

市龙潭小学校班主任张红评价道，

“她的爷爷也总是积极配合老师，学

习上对孩子严格要求、耐心教导；生

活上和蔼可亲，循循善诱。”

严中有爱严中有爱
养成良好习惯养成良好习惯 “爱孩子，不仅要给他无私的

爱，还要教会他自我关爱和关爱他

人。”从教22年，雅安市芦山县第三

幼儿园教师袁书红在“家园共育”

的实践中观察、帮助了许多“隔代

教育”家庭。她表示，在道德品质

养成方面，祖辈切忌一心护着孩

子，对他们言听计从，这会导致孩

子以自我为中心，不懂得感恩。同

时，还应注重“言传身教”，帮助他们

养成守时、诚信、谦让等好习惯。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祖辈

身上，往往凝结着几代人的智慧与

美德，他们丰富的人生经历、生活

经验是后辈宝贵的人生指南。在

成都市武侯区晋阳街道吉福社区，

就有这样一群“共享奶奶”，用她们

的热心与关爱影响着社区的孩子

们。

“社区有很多双职工家庭子

女，我们愿意献一份力，解决孩子

‘照看难’的问题。”张惠英做“共享

奶奶”已有5年多，在她看来，社区

“共享奶奶”的关心和陪伴，让孩子

们更深刻地理解了家人的付出，他

们渐渐明白，家人的爱与关怀并非

理所当然。孩子们不仅对“共享奶

奶”有感恩之心，回到家中也更加

懂事了。

一次，一个孩子获评三好学

生，开心地与张惠英分享。交流

中，张惠英发现孩子虽然受到了表

彰，却对“三好”的定义十分模糊，

只知道“学习好”。她对此感到忧

虑，希望孩子们明白，不仅要学习

好，还要品德好、身体好，这“三好”

缺一不可，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全面

发展。

“共享奶奶”们认为，在优良品

质的传承上，祖辈有着得天独厚的

优势。老一辈的生活环境、成长背

景虽然与当下有很大差别，但过去

的生活给予了他们勤劳朴素、诚实

守信、坚韧不拔的品质，这些精神

根植内心，伴随人的一生。温室里

的花朵经不起风吹雨打，孩子们也

需要适时、适度磨炼，培养良好的

心性和品行。

随着多子女家庭越来越多，在

社区，“共享奶奶”也时常见到兄弟

姐妹一起参加活动的情况。其中

有一对兄弟的相处模式，令她们十

分纳闷。两个人明明是亲兄弟，看

起来却一点也不熟，玩耍时更是不

愿与对方一起，反而与其他小伙伴

相处得更好。

一次外出时，天气特别热，张

惠英便提醒孩子们注意防晒，有的

孩子戴上帽子，有的孩子撑起了

伞。两兄弟中的弟弟什么防晒装

备都没有，显得有些无助，张惠英

发现后，便询问哥哥愿不愿意将自

己的伞或帽子借给弟弟，可哥哥说

什么也不肯借。张惠英意识到，外

出前，家长应该是给哥哥和弟弟分

别准备了伞和帽子，但到用时却被

哥哥独占了。而这个哥哥对其他

伙伴却很大方，最终，张惠英只能

通过转借的方式，换到一顶帽子给

弟弟戴上。

这样的情况，“共享奶奶”们都

没料到，在她们的印象里，兄弟姐

妹往往是一致对外的，就算在家里

闹了矛盾，到了外面还是会互帮互

助，很少见到像这对兄弟一样相互

排斥的。

结合自家孙子孙女的经历，

“共享奶奶”魏宗丽道出了这种现

象背后可能的原因。“有些家长在

生了二胎后，没有做好平衡，将注

意力更多放在‘小的’身上，认为老

大是哥哥姐姐，理应懂事、照顾弟

弟妹妹，却忘记了他们也只是孩

子。有了弟弟妹妹后，老大明显感

受到爱被分走了，所以会萌生厌恶

之情。”魏宗丽表示，自己的孙女很

崇拜她的哥哥，但哥哥却并不喜欢

和妹妹一起玩，因为如果兄妹俩起

了争执，他们的父亲总会要求哥哥

先道歉。

魏宗丽认为，不平衡、不公正

的爱会刺痛孩子的心。不管是父

母还是祖辈，都不能站在大人的视

角去要求孩子不断谦让，这不仅不

利于兄弟姐妹形成友善关系，也不

利于家庭的和谐。

“爷爷奶奶同样能把孩子教育

好，只要他们愿意与时俱进，做学习

型的祖辈。”袁书红表示，有些爷爷奶

奶会觉得，自己文化水平不高，对孩

子的养育只能停留在吃饱、穿暖、不

受伤的层面，实则不然。

不识字的祖辈，也可以教孩子认

读与表达。比如在接送孩子上下学

时，会路过很多大型广告牌，祖辈或

许不能写出广告牌上的字，却可以让

孩子读出它们。在生活点滴中，祖辈

也能给孩子普及许多常识，用生活经

验帮助孩子成长。

袁书红还建议祖辈和孩子共同

学习，有时，可以让孩子当“小老师”，

给爷爷奶奶读学过的课文、讲述听到

的故事，这是一种思维与语言表达能

力的锻炼，同时也可以增加祖辈和孩

子的共同语言。“有的孩子正是因为

在家里给爷爷奶奶‘教学’，激发了自

信心与成就感，对阅读越来越感兴

趣，学习知识也更有动力。”袁书红

说。

隔代不隔心，学会沟通的方法能

有效弥合代际差异。在多数隔代教

育家庭中，爸爸妈妈相对严格，爷爷

奶奶则因为更宽容、陪伴孩子的时间

更长，和孩子的关系更为亲近。袁书

红认为，如果祖辈能够做到倾听孩

子，了解孩子的内心世界，尊重他们

的想法，“代沟”便不是问题。祖辈不

能以“过来人”的经验，过多地限制和

干涉孩子，要有学习意识，去了解孩

子不同成长阶段的特点，理解年代差

异，把尝试的机会留给孩子，让他们

在试错与实践中自我成长。

与时俱进与时俱进，，做善于学习的祖辈做善于学习的祖辈

专家建议

隔代教育：爱而不溺 教而有道

不恰当地宠爱、纵容孩子，给予孩子过多的关

心和照顾，会限制孩子各项能力的发展。溺爱的表

现包括：无条件地满足孩子的需求；在生活中大包

大揽或过度保护；放任孩子的不良行为或习惯；忽

视社交能力和责任感的培养等。国家开放大学培

训中心家庭教育事业部主任、中国成人教育协会家

庭教育专委会副秘书长、四川西部教育研究院家庭

教育首席专家桂熙剖析了溺爱给孩子成长带来的

危害，为祖辈家长提供了一些避免溺爱的方法。

重视德育重视德育，，优良品质代代传优良品质代代传

多子女家庭多子女家庭，，给孩子平衡的爱给孩子平衡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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