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研究 
第 4 卷◆第 4 期◆版本 1.0◆2021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4686 /（中图刊号）：380GL020 

Copyright  c  This word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39 

Education Research 

隔代家庭教育内容研究及指导策略 
 

余涵 

信阳师范学院 

DOI:10.12238/er.v4i4.3759 

 

[摘  要] 隔代家庭教育已经成为现在社会普存在的家庭教育模式,在当前教育背景下,隔代家庭教育更

加引起人们重视与深思。文章根据隔代家庭教育的不同情况,指出隔代教育下的产生的问题,分析隔代教

育模式中存在的问题以及隔代家庭教育的指导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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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不断进步发展,它让我们

越来越认识到,好的教育对孩子的重要

性,给孩子们真正有用的学习,让他们拥

有更完整丰富的人生。这样的教育,自然

离不开学生身后的家庭。所以让家庭成

为教育的最基础的组织细胞,才是教育

最好的出路。如果说,学校教育对孩子来

说仅是冰山一角,那么家庭教育和社会

教育才是完整的冰山。要让孩子在家庭

教育中得到滋养,才能从入眼到入心,让

孩子身心更完整。自古以来我国都十分

重视子女的教育,家庭教育是孩子接受

教育的重要途径之一。家庭教育的好坏

直接影响着学生身心健康的发展以及

以后的成长发展。社会的快速发展以及

各行各业对劳动力的需求,青年剩余劳

动力外流严重,这样就导致一些家庭对

孩子的家庭教育落在了隔代家长的身

上。如今,隔代家庭教育的问题更加突

出。鉴于此,针对新时期隔代家庭教育

中出现的问题,给予一些方法策略变得

尤为重要。 

1 隔代家庭教育的分类及特点 

1.1从教养的轻重来划分 

祖辈在教养孩子的过程中承担的责

任有所差别,有两种情况。第一种,父母

两人都在家或者一人在家,父母由于自

己的工作繁忙,没有时间照顾孩子,将子

女交给祖辈照看,祖辈承担部分的教养

责任,父母在周末或者闲暇的时候对孩

子进行教育；第二种,父母都不在家或者

没有父辈,孩子完全由祖辈教养,祖辈承

担着全部的教养责任。第一种情况称之

为“部分隔代教养”,后一种情况称为“完

全隔代教养”。 

1.2从教养时间的长短来划分 

从教养的时间来看,如果父辈(或

无父辈)长期(一年以上)没有照顾子女,

孩子的教养由祖辈照顾,称为“长期隔

代教养”；如果父辈季节性或是日间性

繁忙,忙的时候将孩子交给祖辈照顾,

空闲的时候自己教养,这种称为“短期

隔代教养”。 

1.3隔代教养的特点 

优点：将孩子托付给长辈照料,是许

多年轻父母的选择,且长辈们通常更具

备教养孩子的经验。另外是祖辈一般行

动自由时间充足,有足够的耐心和精力

去照顾孩子。 

缺点：在现代生活的理念下,很多老

一辈的观念和现在年轻一代存在冲突。

例如：老一辈习惯顺从孩子的行为,这与

现在年轻人的想法存在差异,这样的情

况下会导致一定的家庭教育观念矛盾,

造成不和睦的家庭现象；其次两代人的

教育出发点不一样,老一辈的教育方式

就是安全、快乐、健康,不希望学生有过

多的学习压力。一般而言,现代化家庭的

教育方式主要是对孩子的教育和智力开

发方面。最后,老一代吃过很多苦,他们

不愿意让孩子有过多的学习负担。对此,

很多老一代对孩子大多数都很溺爱。 

2 隔代家庭教育存在的问题 

2.1隔代教育下孩子容易产生不良

的心理 

在隔代教育背景下,一般都是父母

外出工作,把孩子交给祖辈照顾。虽然祖

辈照顾孩子能够减轻许多父母生活工作

上的压力,但是对于孩子的成长来说会

产生许多负面的影响。比如,孩子的思想

道德、性格、生活习惯等方面容易产生

问题。如果这些方面在孩子小的时候没

有形成正确的思想和价值,等孩子长大

之后就可能造成不堪设想的后果。特别

是在隔代教育环境下,孩子没有得到父

母的教导与关爱,孩子的思想道德和行

为举止这方面更容易出现问题。孩子的

内心世界没有被了解,缺乏关心与爱护,

更容易导致孩子形成叛逆、孤僻的性格,

甚至会产生自闭症等心理疾病。 

2.2隔代教育下孩子学习成绩低下 

从孩子的学习教育方面来看,一方

面,由于父母在孩子身边的时间很少,关

心和爱护十分缺乏,不能够对孩学习教

育方面进行全方面的教育指导,导致孩

子的学习成绩受到影响。另一方面,祖辈

的文化水平较低,教育观念比较落后,对

于当前的教育理念不能够很好的适应,

导致不能对孩子的学习进行有效的指导

和帮助。此外,祖辈不容易去接受新鲜事

物,当孩子想去创新探索的时候,容易遭

到制止,因为祖辈会觉得危险。导致孩子

与祖辈之间的沟通容易出现问题,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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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盾与隔阂。还有很重要的一方面,祖辈

对于电子设备很陌生,在当前科技迅速

发展,很多时候需要手机或者电脑等其

他的电子设备去完成学习内容,这个时

候,祖辈不能起到很大的帮助作用,不能

全面了解孩子的学习情况,导致孩子的

学业成绩受到影响。 

2.3隔代教育下孩子的压力较大 

当今的教育背景下,教育竞争越来

越激烈。普通家庭的孩子,已经是压力很

大。对于隔代家庭教育下,父母往往是处

于缺失的地位,在父母的角度,他们认为

自己外出打工会得到孩子的理解,并且

能够在祖辈的教育下把学习搞好,可是

往往忽视了孩子的内心想法。对于孩子

来说是一种亲情上的绑架,长时间的与

父母相隔,缺乏情感上的交流,只关注孩

子的物质需求,导致孩子无法承受,使孩

子的心理压力越来越大。还有一些父母

和祖辈将自己的想法强加在孩子的身上,

对孩子进行压力式的教育,每次与孩子

沟通,把学习挂在嘴边,会把自己自己的

付出与辛苦说给孩子,无形中给孩子造

成更大的压力。 

3 隔代家庭教育的指导对策 

3.1帮助老人增加教育知识 

孩子的父母可以帮助老人多了解一

些与社会教育相关的新鲜事物,并且了

解当前的社会与教育趋势,增加科学的

教育方法与知识,在生活中与老人沟通

的时候,潜移默化地传输给老人现代化

的教育方法。老人的思想也应该与时俱

进,充分了解孩子的成长发展过程规律,

把握好爱与溺爱,改变陈旧的思想观念,

让孩子更加健康科学的成长。家长也可

以参加一些培训班,以便能够更好了解

儿童的心理,以更加良好的方式处理家

长与孩子之间的关系。 

3.2确定孩子家长的角色定位,加强

亲子教育 

明确家庭成员的身份十分重要,孩子

的第一任老师应该是孩子的父母,必须加

强孩子和父母之间的沟通交流,强调父母

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的主体地位,尽可能

拉近孩子与父母之间关系。祖辈无论如何

都不能替代父母的角色,所以应该将家庭

教育的责任还给父母。在长期的隔代家庭

教育下,父母和孩子之间沟通不足,因此

降低了教育质量。因此应该重视孩子的生

活、学习、心理各个方面。照顾好孩子的

日常生活,及时关注孩子的思想情况、学

习情况以及心理上的变化,全方位把握孩

子的需要,特别是对青春期的孩子要及时

关注其生理变化,及时给他们解释,让孩

子能够健康快乐成长。 

3.3家庭与邻里、社区共同营造良好

氛围 

当地的街道与社区应该多重视关心

隔代教育的家庭。正在平时多策划举办

一些邻里的交流互动活动,相互分享教

育知识与技巧,答疑解惑,积极多开展活

动,可以增进大家的互动与交流。这样可

以使孩子能够经常参加到集体活动之中,

避免形成自卑内向 的性格,使孩子更具

有集体主义精神,更具有参与感和幸福

感,能够让孩子的性格更加活泼开朗。

同时在交流的过程中还可以增进街坊

邻里的情感,增加祖辈对于孩子教育方

面的知识与技巧。还可以开展隔代家庭

教育知识讲座,更好推动家庭教育健康

的发展,提高家长素质,让孩子健康快

乐成长。 

3.4学校发挥作用降低隔代家庭教

育对孩子产生的负面影响 

当前,隔代家庭教育已经成为社会

上普遍存在的现象,对孩子的身心发展

有着重要的影响。消除隔代教育对孩子

的负面影响,需要学校采取措施发挥一

定的作用。首先,需要建立隔代教育档

案。学校需要了解每个孩子的家庭情况,

将孩子的资料汇集在一形成完整的档案

资料,方便老师了解每个孩子的情况,能

够更好的帮助学生。其次,教师要对处于

隔代家庭教育的孩子进行适当的关注与

照顾,对这些孩子给予一些特殊的照顾,

给予他们关心和爱护,弥补家庭关爱的

不足。最后,可以在学校成立心理咨询室,

让处于隔代家庭教育的孩子,有更多的

地方倾诉,解决他们在生活学习中遇到

的烦恼,让他们更加健康快乐的成长。 

4 结束语 

总而言之,隔代家庭教育与正常家

庭相比会有一定的特殊性。但是,隔代家

庭教育在当前社会已经是一种普遍存在

的现象,说明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所以,

要深入了解隔代家庭教育的特点,才能

对其进行更有针对性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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