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采访中记者发现，遇到上述困扰的

老人不在少数。值得一提的是，不少老

人还从以往的“争着带”渐渐变成“推着

带”。据了解，老人们并非不想管孩子，

但需要整天陪着孩子，确实有些吃不

消，还有不少老人认为，带孩子责任重

大，压力也很大，生怕自己一时疏忽，导

致孩子遭遇意外。此外为了照看好孩

子，他们还要牺牲大量个人时间，生活

也因此变得枯燥。

对此，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周金妹表

示，现在带孩子“含在口里怕化了，捧在手

里怕摔了”，一到放假，就是老人在家看

孩子，老人成了家庭的“全职保姆”，这直

接导致老人会逐渐出现心理上的焦虑。

“儿女要尽量承担起照顾孩子的责

任，不能把孩子‘扔’给老人就不闻不问

了。首先，儿女工作之余要尽量自己带

孩子，和父母做好‘接力’，让老人有时间

做些自己喜欢的事情。”周金妹建议，子

女平时要多关心父母，留意他们身体和

情绪变化，要和父母多沟通，多从父母的

角度思考问题，在教育孩子方面出现分

歧后，要多体谅，千万不要指责老人。

专家:子女应和老人做好“接力”

02 2018年7月15日 星期日
编辑宋才华 组版胡燕舞 校对刘 洁星报调查

萌娃放暑假，老人陷入“暑期焦虑”
专家：子女应和老人做好“接力”

“孙子放暑假了，以后晨练和晚锻炼，

我都不能参加了，大伙别想我，等孙子开

学，我就回来和大家‘团聚’。”在孙子放暑

假前一天，合肥的吴奶奶在微信群里和老

伙伴们“暂时告别”。随着暑假来临，不少

爷爷奶奶和外公外婆又接过照顾孩子的

重担，甚至有些老人陷入了“暑期焦虑”。

让老人们焦虑的是，原本规律的生活

节奏被打乱：晨练被搁在一边，不但每天

要让孩子吃好，还要陪着他们上各种补习

班，盯着辅导作业，空闲时还要陪他们参

观各类博物馆，辅导阅读各种课外书籍

……不少老人都表示对于这份“甜蜜的负

担”有点吃不消。对此心理专家表示，子

女应和老人做好“接力”，让老人有时间做

些自己喜欢的事情，不能把孩子“扔”给老

人就不闻不问了。

□朱丽云 记者 马冰璐

近日，记者随机采访了 40 位 55 岁

至 70 岁的老人，其中 25 位老人表示，

暑假要帮子女带娃，占调查人数的 6

成。其中有 8 位老人是专门从老家赶

来合肥帮忙带孙，占调查人数2成。

对于这个“暑期任务”，9 成老人表

示“，“不仅有压力，而且责任重大。”3

成老人表示，若非子女要上班，实在不

想接此重任，“既要操心孩子的一日三

餐，还得辅导功课，任务艰巨啊！”

对于刚刚开启的“暑期任务”，有

部分老人已流露出“担忧”，排在首

位的便是担心自己照看不周，孩子会

遭遇意外伤害。其次是不会辅导作

业，害怕影响孩子学习成绩；排在第

三 位 的 则 是 怕 孩 子 不 听 自 己 管 教 。

此外还有老人担心，“自己做的饭菜

不合孩子胃口”“和子女教育观念不

同，引发家庭大战”等。

调查中，不少老人表示，为了专

心照料孙子孙女，原本的生活节奏被

打乱。市民朱阿姨的一席话更是道

出了不少老人的心声，“原本每天早

上，我都和一群老朋友打太极拳，逛

逛菜市场，晚上跳跳广场舞，有时还

相约去爬山、K 歌，或者去合肥周边

短期旅行，一到暑假，这悠闲的生活

就彻底没啦。”

焦虑一：作息被打乱
暑假期间，在各大兴趣班门口，每

天都会有一群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在耐

心等待放学的孙子孙女，家住合肥市沁

心湖社区的胡阿姨便是其中一位。

“一放暑假，孙子便来了，我和老伴

的生活全被打乱了。”胡阿姨的孙子，今

年8岁，“平时，我和老伴早晚都要在小

区周边散步、锻炼锻炼身体，可现在压

根没时间了。”胡阿姨说，自己和老伴每

天忙着买菜、煮饭，上下午还要送孙子

上兴趣班，“孩子的作息时间和我们不

同，晚上不早睡，早上爱晚起，我和老伴

的作息时间也跟着被改变了。”

“最大的影响就是作息，平时我和

老伴在家，每天早上 7 点才起，可现在

要接送孙子上补习班，早上 6 点就要起

床做家务了。”胡阿姨说，每天下午2点

半，她还要送孙子去学钢琴，“连睡午觉

的时间都没有了。”

对此，胡阿姨的好朋友周阿姨也深

有同感，“平时我在家喜欢看看电视剧，

现在孙女放暑假住在我这儿，我连看电

视的时间都少了。”周阿姨说，她一开电

视，孙女便跟着看，“可儿子儿媳不让她

看电视，我也只好少看电视了。”

“每到假期，‘家庭大战’总是不

断，而且导火索都是因为孩子。”说起

带娃，张阿姨是一肚子苦水。张阿姨

的外孙今年8岁，开学上三年级，女儿

和女婿对孩子要求很严，给孩子制定

了非常具体的暑假作息时间表。因为

工作繁忙，没时间管孩子。照看孩子

的重任，自然就落在张阿姨身上，女儿

要求她严格执行外孙的作息时间表。

放假第一天，张阿姨觉得外孙刚

考完试，就让他多睡了一会儿。没想

到，正巧碰到女儿打电话来“查岗”，母

女俩在电话里大吵一架，女儿怪她“太

纵容”孩子。当天晚上，女儿检查作业

时发现，孩子算错了好几道数学题，当

即噼里啪啦把孩子训了一通，外孙委

屈得嚎啕大哭，这可把张阿姨心疼坏

了，“孩子写错了，你慢慢教好了，干嘛

这么严厉地骂他呢。”张阿姨说，女儿

的教育理念，自己无法接受，“为了这

事，我俩好几天没说话了。”

焦虑二：“家庭大战”常爆发

60 岁的黄大爷最近很苦恼，“外

孙女太挑食了，我和老伴都很头疼。”

黄大爷说，放假前每隔一星期，外孙女

会来自己家过周末，“平时女儿女婿偶

尔忙不过来，喊我去接送她一下。”可

如今天天照看外孙女，让他和老伴有

些身心俱疲，“外孙女特别挑食，不喜

欢吃蔬菜，也不爱吃鱼虾，我们每天都

在为买什么菜烦恼。”

“我和老伴在家一菜一汤就行了，

可现在外孙女来了，起码三菜一汤，还

得天天变换花样。”黄大爷说，最近自

己很怀念以前无忧无虑的退休生活，

“没事招呼老朋友们去唱唱歌、钓钓

鱼，轻松又开心。”

焦虑三：饮食翻花样

“去年夏天，孙女的胳膊被烫伤

了，今年再来带娃，我总是心惊胆战

的。”58 岁的丁阿姨说，去年暑假，她

从六安老家来合肥帮忙照顾5岁的孙

女，“有一天下午，我煮了一锅绿豆汤，

放在餐桌上，就接个电话的功夫，孙女

自己拿着碗勺去盛绿豆汤，不料打翻

了碗，绿豆汤洒到了胳膊上。”她说，幸

好绿豆汤已经不太热，胳膊没留疤，

“但红肿了好几天才好。”

虽然儿子儿媳没说什么，但丁阿

姨非常自责，“今年，儿子又让我来带

孙女，我精神高度紧张，几乎寸步不

离，生怕出什么岔子。”

和丁阿姨有着一样烦恼的还有

陈大爷，“前两天，我差点把 4 岁多

的小孙子弄丢了。”他说，当时，自

己带着孙子在楼下玩，恰好碰到一

位 老 朋 友 ，“ 只 顾 和 他 聊 天 ，一 转

眼，孙子不见了。”心急如焚的陈大

爷赶紧四处寻找，“好在孩子没跑

远 ，在 旁 边 小 广 场 和 小 朋 友 玩 耍

呢。”虽然是虚惊一场，但他为此焦

虑了好几天。

焦虑四：生怕出问题

调查：6成老人暑期带娃压力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