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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太原市民张女士致电记者倾诉自己的烦恼：因为要上班，她的
孩子就由婆婆照看，但是老人的一些行为她无法认同，比如给孩子吃零
食、喝饮料等。其实，像张女士的遭遇并非个例。孩子谁来带、怎样带？
这个问题是时下很多年轻父母的心头病。记者走访了多个有这样困惑的
家庭，也采访了一些从困惑中成功走出的家庭，听听他们的故事。

如何与老人沟通不让老人生
气？如何让老人也心平气和地接
受自己的育儿方式？太原市幼儿
师范教育学校的陈书平老师说，对
待老人要学会“哄”。

陈书平说，老人只是年龄大
了，他们的思想与时代有些脱节，
可能跟不上社会的脚步，但是，老
人绝对不是老古董，也不是老顽
固，只要方法得当，跟他们达成共
识并不是件难事。

带过孩子的人都会有共同的
体验，照顾小孩子很消耗精力，因
为孩子们的精力充沛，又对世界充
满好奇，所以照顾他们就要做到眼
到、手到、腿到。别说老年人，就算
是年轻人，陪孩子一天都会累到筋
疲力尽，腰酸背疼。忙碌了一天，好
不容易盼着孩子的爸妈回家能减轻
一些自己的劳动，但是却发现孩子
的爸妈不但不知感恩，还处处指
责，老人当然会没好气地怼回去。

正确的处理方式，应该是先安
慰老人，称赞老人，夸他们将孩子
带得健康活泼，这样老人心情就会
感到愉悦，儿女的夸赞，是对老人
自我价值的肯定。都说年龄大的
人像老小孩，他们的心理脆弱，需
要肯定，夸赞一定是最好的沟通开

始。等老人情绪好了，身体的疲倦
也缓解一些，再用商量的语气跟老
人谈谈孩子的教育问题，这样对于
老人来说，接受度就会更高一些。

“我们父母那一代人的经历和
受教育程度，决定了他们的思维方
式。所以多数老人将孩子的物质
条件放在了第一位，是可以理解
的。如果因为孩子的教育，当下就
给老人一个下马威，会让老人的自
尊心受挫，也会让他们感觉损失了
颜面。他们当然就会搬出自己是
父母的身份来压制你，甚至跟你瞪
眼睛。”陈书平说，正确的处理方式
是，事后将孩子带到老人不在的地
方，进行二次教育，态度要严厉，让
孩子知道，即便有爷爷奶奶撑腰，
做错了事也是要承担后果的。同
时告诉孩子，爷爷奶奶是爱你的，
但是有些做法是不对的，培养孩子
正确的是非观才是当务之急。

陈书平说，带孩子是每一个父
母的责任和义务，老人帮忙只能是
一种辅助手段。因此，自己的责任
自己承担，同时，鼓励老人拓展视
野，寻找健康、有乐趣的生活方式，
当老人视野开阔了，格局变大了，
理解年轻人的科学育儿观就更容
易一些。 （山西晚报）

采访时，很多年轻的父母都表示，
将孩子交给自己的父母是最放心的。

首先，很多老人是退休赋闲在
家，将孩子交给他们，他们的使命感
会油然而生，那种无用的失落感也会
瞬间消失，心情也会瞬间好起来。太
原市民孙女士说，之前自己的父母双
双退休后，总会因为小事互相嫌弃吵
架。自从帮自己看孩子之后，两个人
忙着照顾孩子，根本没时间吵架，“外
婆看孩子，外公做饭，外公带孙子下
楼遛弯，外婆收拾家务，不但配合默
契，还相互体谅”。

其次，除了父母之外，爷爷奶奶、
外公外婆是孩子最亲的人。俗话说，
隔代亲，亲上加亲，这话一点儿没有
错，而且老人带孩子一心一意，这让
年轻的父母也可以安心工作，没有后

顾之忧。太原市民李先生就非常羡
慕自己的同事，自己的父母在外地，
无法为自己带孩子，只好请保姆，不
但每个月要支付高额的保姆费用，还
担心孩子跟保姆相处是否融洽，为此
还在家里的各个角落都安装了摄像
头，不但要照顾保姆的情绪，还要应
对保姆随时提出的辞职请求。用李
先生的话说，每天上班心却在家，可
以说身体和精神双重疲惫。

老人在看孩子的同时也是自己
内心的一种满足，照看孙子，帮助儿
女照顾家就是父母眼中的天伦之
乐。采访中，很多老人都说，看孩子
虽然辛苦，责任也大，但是每当自己
做好饭，等着孩子们下班回来，一家
人坐在一起吃饭，孙子在一旁绕膝玩
耍，就感到很幸福。

“科学教育”遇到“经验之谈”

老人看孩子，父母最放心

张女士是一名建筑工程设计师，
丈夫是一名大学英语老师。2018年
两人结婚，一年多以后生下了可爱的
儿子可可。

张女士告诉记者，儿子出生后，
父母来太原照顾了自己1个月，随后
就回老家了，接下来孩子就由自己和
婆婆共同照看。“我婆婆性格非常豪
爽，人也很好相处，但是由于承受了
多年的艰苦生活，导致婆婆不想让自
己的孙子受一点苦。只要是孩子想
要的，不管适不适合，应不应该都会
去买。4个月刚能喂辅食，婆婆总会
将食物嚼碎了再喂给孩子，我委婉地
说过好几次，这样会将大人身体的细
菌感染给孩子，但婆婆却说自己的儿
子小时候就是这么喂大的，我因此特
意去买了食物破壁机，但是婆婆却以
麻烦为理由，继续嚼碎了喂孩子。孩
子大点儿了，婆婆就开始溺爱，只要
孩子哭闹，就会无条件地满足各种需
求。现在，孩子吃糖、吃零食、喝饮料
几乎没有节制。为此，丈夫也说过，
这样对孩子的身体不好。婆婆却说，
做这些小零食不是给孩子吃的是给
谁吃的，你小时候倒是想吃还没有
呢，就算有，我也没有富余的钱。现
在我经济条件好了，为啥就不能给我

孙子吃？”
张女士无奈地说，现在儿子只要

一哭，就啥愿望都能满足。哭，成了
孩子威胁大人最好用的手段，现在就
盼着早日将孩子送进幼儿园，然后尽
量自己带孩子。

采访中，张女士遇到的问题并不
是个例，当“科学教育”遇到老人的

“经验之谈”，就像秀才遇上兵，分分
钟就会败下阵来。

太原市民陈先生说：“总能听到
老人说，你小时候我就这样带大的，你
不是长得挺好？当你跟老人说，小孩
子不能捂，容易出汗生病，老人却跟你
说，孩子体弱怕凉，穿少了才会感冒；
当你跟老人说，小孩子不能惯，要让他
学会自立，老人却说，孩子这么小，话
都说不清，长大了自然就自理了；当你
觉得孩子不能只满足物质要求，更重
要的是精神层面，老人又会说，我们年
纪大了，把孩子看好，不让他磕着碰
着，吃饱睡好就不错了，至于怎么教
育，那是你们的事。可是你刚站出来
教育孩子两句，他们又会一把将孩子
搂在怀里，跟你瞪起眼睛发火。”

这种跟老人之间的矛盾总会让一
些新手爸妈产生深深的无力感，甚至会
怀疑孩子交给老人来带到底对不对？

沟通得当才能达成共识

“科学教育”遇到“经验之谈”

“隔代育儿”引发矛盾怎么解决怎么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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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邀：奚氏清法第三代传人、无锡
易可中医医院奚氏脉管中心主任朱成
河。

顾老伯：患静脉曲张十多年，腿肿皮
肤发黑、痒，近几年每年夏天黄梅天就要
挂水，1年前做了手术，但出现溃烂，越治
越大，该怎么办？

传承人解读：80%脉管病患者存在
“混合病症”情形，如顾老伯这样，静脉曲

张混合有丹毒、湿
疹，如今还出现溃
烂，一定要医生上手诊断，才能辨明病
因。

朱成河介绍，70%脉管功能可以修
复，采用奚氏清法内外治，清创换药，用
腿吃药等，修血管，恢复瓣膜功能，去除
血管中的炎性因子，才能从根上解决“老
烂脚”。

大话脉管

80%静脉曲张是混合病症
医生要上手诊断、辨明病因

作为中国脉管病泰斗，无锡籍海派名医，奚九一
教授生前有个心愿，希望自己对脉管病的毕生经验，
能够传给年轻一代，造福故里。

——选自《奚九一谈脉管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