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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孩子天生喜欢独处
天生喜欢独处的孩子里，生命品质里有

更多的安静和空间，自我探索内在的动力更

强。包括马斯洛在内的很多杰出人士都保

留了小孩子时期“惯性独处”的品质，使得他

们对社交的依赖性并不强，可以有更充分的

时间和空间对世界进行独立思考。

2、后天环境造成
后天环境里的独处是由孩子出生后遭

遇的事件形成的潜意识观点造成的，如果孩

子遭到过小朋友特别的侵犯，或者在与小朋

友玩耍的时候经历了很不愉快的记忆——

有些家长喜欢在孩子共同玩耍时强迫孩子

分享玩具——孩子会因此形成独处模式。

但同样，这仍然未必是件一定要调整的坏

事。可以选择引导和平衡。

同伴社交由孩子的年龄特点决定
从统计的角度，社交敏感期之前的孩子

都不是真正社交，虽然在一个空间里共处，

但并不共同做一件事情来达到社交需求的

满足。

举个例子，两个在一张地毯上坐着的 1

岁儿童，很有可能一个玩车，一个玩积木，但

和平共处，互不影响。称之为“平行游戏”。

社交的萌芽需要到 2 岁之后，一般在 4 岁左

右出现第一次爆发。

而家长可等不了那么长时间等待孩子

合群，所以，当孩子只从亲子关系中获得满

足，而不尽快建立伙伴社交时，大人们就着

急了。

能够欣赏孩子独处的家长，是能够理解

孩子“独处”时的美好的，大多是自己也体会

过独处时的专注快乐的家长。而迫切需要

孩子合群的家长，有可能是承担着一定的 价

值观压力：你的孩子不合群，所以你的教育

能力差。那么，如果价值观发生调整：你的

孩子很会独处，你真会教孩子。家长们，感

觉怎么样呢？

如何引导孩子和同伴一起玩？
选择和小朋友一起玩的题材的故事和

游戏，用来吸引孩子加入大家的活动，让孩

子感觉和大家在一起玩也蛮有意思。但切

忌不要勉强孩子。而做到不勉强孩子“优

秀”的前提是，家长不勉强自己“优秀”。

安全：眼睛腿脚不灵带来隐患

在隔代育儿各种矛盾

中，安全隐患是最致命的。

老人由于上了岁数，可能眼

睛不够灵光、腿脚不够灵

便，导致了各种安全隐患。

对此，一方面，年轻父母要

尽 量 抽 出 时 间 陪 孩 子 活

动。有条件的情况下，找个

有精力确保孩子安全的人，

陪同祖辈一起照看孩子。

另一方面，不能打消老人的

热情和积极性，而要和他们

一起想办法，把隐患降到最

低。比如，给家里安上防撞

角、安全锁、安全餐椅等，让

老人照顾孩子更方便、更顺

手。

最毁天才的做法：
把不合群的宝贝硬往人群里推

隔代教育 你担心吗？

有些宝贝不喜欢跟同龄孩子一起玩，尝试了许多方法，可人越多，宝贝就越
黏妈妈。这让妈妈十分担忧，于是总想把孩子往小朋友多的地方带。

有些宝贝不喜欢跟同龄孩子一起玩，尝试了许多方法，可人越多，宝贝就越
黏妈妈。这让妈妈十分担忧，怕宝贝不跟别人玩会形成孤僻的性格，以后再调整
起来就麻烦了，于是总想把孩子往小朋友多的地方带。

有一个合群的孩子，对每一个家庭而言，都很容易满意。尤其在中国，文化
中讲究和气与集体，有些孩子天生就愿意和小朋友一起玩，年纪很小就可以和其
他小伙伴玩在一起。因此对于家长而言，一个合群的孩子就是符合常规的。

然而，也有不少家长发现，自家的宝贝并不喜欢跟别人玩。这是由以下原因造成的：

孩子行为习惯受先天后天两因素影响

随着时代发展，越来越多的年轻家长因为工作繁忙，不得不把孩子的教育、生活等责任托付给爷爷奶奶、外公外婆。“隔代教育”，
成为我们不得不密切关注的话题。

下面的四个方面，尤其需要父母和祖辈共同关注。

喂养：追着孩子喂饭

临床发现，由祖父母喂养

的幼儿，更易出现挑食、偏食

等不良习惯。这可能是因为

老人更加心软、慈善，以至于

逾越了“关爱”与“溺爱”的边

界。

但事实上，老人由于经验

丰富、有耐心，可能更明白哪

些食物最适合孩子的成长、哪

些东西孩子喜欢吃。因此，家

长们最好统一思想认识，共同

商讨。对于给孩子选什么食

物、怎么去烹饪，可以多征求

老人的意见；而看见老人有追

着孩子喂饭、吃一口饭奖一颗

糖果等宠溺行为时，父母则要

及时制止，让老人明白放任孩

子的不良行为，只会害了他

们。

管教：过严或过松

不少老人管教孩子都

倾向于两种极端，过严或

者 过 松 。 前 者 以 过 去 的

“军事化管理”为标准，喜

欢 什 么 事 情 都 要 订 个 标

准；而后者则看到孩子撒

娇就心软，什么事情都依

着孩子。

事实上，孩子也需要

尊重和理解，更要有适当

的自由空间。面对这种问

题，年轻的父母首先要端

正态度，不管多么忙，都要

抽时间多在家里，不要把

对孩子的教育权、抚养权

完全交给祖辈家长；此外

两代人要协商建立可行的

家规，出现问题有章可循。

早教：只教孩子认字、念书

不同的时代对教育

的理念大不相同。在很

多老人眼里，早期教育

无非就是“智力开发”，

早 点 教 孩 子 认 字 、念

书。事实上，新的观点

是“ 会 玩 的 孩 子 最 聪

明”，家长更重要的是要

开 发 孩 子 的 天 性 和 特

长。可以让老人看一看

这方面的书籍，和父母

一起带领幼小的孩子触

摸真实多彩的世界、参

加户外运动等，在孩子

开心的笑颜中，让老人

逐渐接受全新的教育理

念。

（苏梦璐 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