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長老寵孫 隔代教養教出王子公主 3 個原則和長

老統一戰線 教出懂事乖孫 

隔代教養方式未必人人接受。辰民爸爸表示最近有家長吐槽，她看見

他孩子長期要爺爺騎膊馬，她覺得不妥，就跟孩子說，豈料爺爺卻

說：「爺爺喜歡，不要多管閑事！」 讓她感到委屈。另外又有家長和

我說，有一天嫲嫲感到不舒服，心情不好不食不喝，兒女勸說無效，

後來孫女就和嫲嫲說：「你再不吃飯，我就不跟你玩。」嫲嫲一聽，

趕緊起來吃飯，還嫌菜上得太慢，讓他們哭笑不得。事實，隔代教養

方法非人人接受，有時對爸爸媽媽的教法大相逕庭。 

 



 

四大長老對孫子和仔女態度大不同  

做家長的一定有所體會，以前嚴肅兇猛的父母面對孫子孫兒卻變得綿

羊般溫柔，千依百順，寵愛有加。 本是非常幸福的情節，但卻有很多

因隔代教養而產生的問題，今天透過文章想和大家探討隔代教養的議

題。 

 

 



雙職家庭多 育兒轉嫁成隔代教養  

現今雙職家長越來越多，工作又繁忙，生活中孩子大部分時間不是和

保姆在一起，就是和爺爺奶奶公公婆婆姥在一起，隔代教育成為一種

普遍現象， 但由於每一種教育模式都會對孩子的身心發展有著非常重

要的影響，我們要認識到隔代教育的利與弊，發揮它的優勢，同時，

努力克服它的負面影響，讓這種教育模式成為孩子成長的助力。 

 

 

人到 60 從湊孫得自我價值  

根據埃里克森的社會心理發展理論研究顯示，人到了約 60 歲的階段，

我們開始會為經歷過的人生作出回顧， 當回顧一生， 大部份事情都

是滿意的， 他們就會成為我們期待的智慧老人， 但反之如果他們對

一生感受到的是悔恨和失望，照顧孫兒就是他們再次實現自我價值的

機會， 所以他們會願意花更多時間照顧孫兒，更能夠充分滿足他們生

理上或安全上的需要，給予他們更多情感關懷，我深信這也是很多父

母特別放心的因素，同時也能減輕父母的教養壓力，更好的投入工

作。 

 



 

寵孫是現實的自我彌補  

但往往因為老人會把照顧孫兒變成自我實現和彌補的方法， 故此在照

顧孫兒的過程中有機會會產生過度溺愛，過多包辦，又缺乏原則的教

養模式，從而容易導致兒孫以自我為中心、任性、缺乏責任感和堅毅

力。 另外更有研究證明，祖父母輩教養的孩子，學業成就、人際交往

能力普遍低於父母教養的孩子。在情緒情感上，更多體驗到的是抑

鬱、焦慮等消極情緒。 故此，在隔代教養的過程中，最容易讓父母和

祖父母杯因教養理念方式不同，造成分歧，引發更多家庭矛盾。 

 



 

隔代教養 3 原則  

如果你正在或打算邀請爺爺嫲嫲公公婆婆照顧孩子，鼓勵你好好遵守

很重要的三個原則：  

1）和祖父母輩達成統一戰線，教育觀和目標一致，方法

可提升。  

隔代教養的大部分衝突是養育觀念的衝突， 但作為父母，請謹記祖父

母輩和大家的出發點是一致的， 共同希望孩子身心快樂成長，現在只

是方法上可以提升， 所以父母與祖父母輩溝通時要多點耐心，先認同

和感恩祖父母輩的出發點， 再以尊重對方的口吻探討可行方案， 再

告知可行方案對祖父母的好處（尤其是讓祖父母了解新方法可以讓孫

兒更愛他們和建立更好的品格），讓老人感受到子女對他們的肯定和

尊重，這樣老人心理上的壓力也會減輕很多，生活中小事的摩擦幾率

就會少很多； 

2）家長要真正回歸到家庭教育之中，承擔起家庭教育的

責任。  



我們必須認清楚父母才是真正的教育責任人。我們一定要清楚，老人

帶孩子是幫忙，我們是孩子教育的主要責任人，老人只是彌補，我們

要付出時間精力來教育孩子，陪伴孩子，孩子最需要的也是父母的陪

伴和愛。 家長和父母是孩子第一任的老師，品格教育是家庭教育所衍

生出來的，所以孩子出問題的時候，不要責怪老人，出問題的時候要

一塊解決，在解決過程中，父母是主導，而且要承擔責任。  

3） 一起學習了解孩子所需，而不是再用「我認為、我覺

得」的方式照顧孩子 。  

孩子的成長學習是主動式的，他會透過觀察和體驗而產生對世界的認

知，所以在家庭裏的一舉一動就是孩子所學的模板，作為家長和祖父

母要充分認識和尊重孩子擁有的生存、發展、參與、自主權利， 我們

不但要照顧孩子的生理需要，更要關注孩子的心靈和人格發展、習慣

養成的需要，這樣才能使我們在照顧孩子的過程中，明白物質條件不

是孩子成長最需要的， 因此祖父母更不需要以提供優越的物質生活以

彌補自己心理上的虧欠。 

最後， 我們要明白一個人成長最關鍵的幼兒階段，對人一生的影響是

深厚而長遠， 因此人的一生足以被童年牽着走。 故此辰民爸爸誠意

建議各位家長，就算邀請祖父母輩照顧孩子，我們也要清晰明白自身

的角色和責任，在緊迫的時間中，也要知道我們該做什麼，該說什

麼， 一方面讓祖父母輩感受到我們的感激之情，同時也能讓孩子深深

感受愛與關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