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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岁以前是孩子成长中的一个非常关键

时期。谁和他们一起成长是至关重要的。

作为一个母亲，她在带孩子的过程中能

够发现生命之美，见证一个生命成长的历

程，在孩子身上学习到许多她难以想象的智

慧和能力，我觉得这是上天赐予母亲的恩

惠。但是，并非每位妈妈都有这个福气。由

于这样那样的现实条件限制，很多妈妈都被

迫与孩子分开，无法亲自抚养孩子，时时陪

伴孩子成长。

有研究表明，中国的小孩子，很多不是

由父母带大的。他们或跟随爷爷奶奶、外公

外婆生活，或托给亲戚、邻居或熟人照看，或

由保姆带大。也许有的父母认为，孩子只要

吃得饱、穿得暖，不跌着、不伤着、不生病就

足够了。其实，对孩子的早期培养远远不止

这些。

越年幼的孩子，各方面的发展就越不完

善，模仿性、可塑性也就越强。因此，经常

同孩子接触的成人，总是会潜移默化地对

孩子各方面的成长造成影响。成人的言行

举止、生活方式、行为习惯乃至知识结构、

思想观念等，都会对孩子产生不可估量的

影响。

试想一下，在爷爷奶奶的照顾下长大的

孩子，他们接受的大多是爷爷奶奶那一辈的

教导和影响；而在年轻妈妈的照顾下长大的

孩子，妈妈的观念对孩子的影响最大。也就

是说，在老一辈照料下长大的孩子，其所受

的早期潜移默化的影响，可能无形中比在父

母的照料下长大的孩子落后了一代。

所以，如果条件允许，请亲自抚养自己

的孩子。

不过，话再说回来。现代的母亲多是职

业女性，陪伴孩子的时间有限，不少妈妈在

有了孩子后，担心上班没时间陪伴孩子，会

对孩子产生不良影响。但这并非意味着妈

妈一定要辞职在家养育孩子。

目前，相关专业报告中没有任何一项指

出“母亲上班对孩子有不良的影响”。研究

发现：影响孩子未来发展最大的因素是父母

对待孩子的态度，而不是谁来照顾婴儿。也

就是说，真正影响孩子的依恋行为的是母亲

是否了解孩子的需求，是否能对孩子的需求

做出立即的反应，而不是她在家的时间长

短。如果母亲虽然人在家中，但是心不在焉

（看电视或忙自己的事），对孩子不理不睬，

孩子一样会有不安全感。

只要找到理想的、有爱心的人帮忙照顾

宝宝，自己下班后，全心全意陪孩子，就不必

担心以后会有不良的后果。看护人对孩子

影响很大，忽喜忽怒会使婴儿不知所从，从

而产生不安全感。上班的妈妈一定要保证

请到的保姆或其他看护人不虐待孩子，也不

忽略孩子。

（蔡玲玲 整理）

本报特邀情感嘉宾ELLE：网友建议：

辞职呗，没有比孩子更重要的事情

网友“恋恋风尘”：有什么会比孩子的

成长更重要的？我身边有很多年轻妈妈为

孩子辞去工作，专门在家带孩子。因为她

们相信，在孩子出生后的这几年，什么工作

都是浮云，陪伴孩子是最重要的。而且，她

们很享受这个过程，每天都在微博上晒幸

福、晒成长。我自己是学过学前教育的，明

白早教对孩子一生影响之大。我认为家长

不应该把教育孩子的责任推给其他人，如

果不全职，很难对孩子照顾周全。

祖辈带？保姆带？辞职自己带？

一周岁宝宝谁来带好？

尽可能自己带，尽量多陪伴孩子

口述：口红
我女儿一周岁了，由于我夫妻两人工作

较忙无法照看，想请保姆，开销大不说，也

不放心，万一碰到个黑心的保姆，给孩子喂

安眠药就麻烦了。所以，我们打算让退休在

家的孩子爷爷奶奶来带，但又担心爷爷奶奶

过分的溺爱会宠坏孩子。

我有个朋友，她的宝宝现在 3 岁了，由

于她自己工作忙，孩子从生下来到现在，一

直由生活在农村的奶奶抚养。朋友告诉我，

她感觉儿子各方面能力都比不上那些一直在

父母身边的孩子，而且，最让她难受的是，

每周末她和老公去看孩子时，孩子竟把他们

当成陌生人，只跟奶奶亲热。

我还听说过很多类似的事情。其实，从

内心来讲，我很希望自己能亲自带孩子，总

感觉隔代教育不利于孩子成长。

也有朋友建议，让我辞职在家专心带孩

子，等孩子稍大点再出来工作。可我不想做

全职妈妈，觉得一个人老是待在家里，会与

社会脱节。

公司给我的假期期限日益临近，这个问

题迫在眉睫。到底该不该辞职在家专心带孩

子？还是，交给爷爷奶奶带？抑或让保姆带？

网友“蓝碎花”：如果条件不允许，只

能由爷爷奶奶带的话，最好能采取一些补

救措施，如尽量多找时间与孩子在一起、

关心孩子心理发展与智力培养、让孩子的

爷爷奶奶严格要求孩子，以免形成任性的

不良习惯等。

实在不行，自己多陪陪孩子

网友“二愣子”：我认为大多数老

年人愿意为儿女们照看孩子，他们照顾

孩子既可以让子女安心工作，自己又能

够缓解晚年寂寞。不过，带孩子是一件

很累的事情，要视老人的身体状况而

定。

要视老人的身体状况而定

网友“阿木”：老年人育儿经验丰

富 ， 帮 忙 照 料 孩 子 的 饮 食 起 居 没 问

题，但是对孩子的教育问题，一定要

自己承担起责任。现在有些老人把孙

子、孙女看成是“命根子”，容易养成

孩子任性的坏毛病。另外，在爷爷奶

奶身边长大的孩子与父母都有不同程

度的陌生感。

老人家养娃有优势，但教育要自己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