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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时代在进步，人们的生活节奏在加快，许多年轻人虽然在百忙中生孩子，但由于现实的压力，他们不得不在短时间内赶回去工作，

这就造成了父母没有足够的时间养育孩子。零到六岁的幼童是他们身体和智力发展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需要固定的养育人陪伴，父母无时

间陪伴，代替父母陪伴的只有爷爷奶奶或姥姥姥爷，这也形成了所谓的“隔代教育”，隔代教育有许多弊端，因此许多专家学者呼吁让父母自

己带娃，愿景是美好的，现实是残酷的，这些幼童的父母都是年轻的一代，他们的生活 需要奋斗，如果把这些时间都用在带娃上，可能就

是个问题，也会影响他们的前途命运，因为这样的社会现实，隔代教育成了一种普遍的家庭教育形式，幼儿园是 先接触到这种教育形式的，

如何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展好幼儿教育，值得我们每一位幼儿家长深思，如何在这种特殊的形势下，做好幼儿保育工作，这就是本文所要探讨

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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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2020 春节突如其来的新冠状病毒暴发席卷全球，影响了人们的生

活，尽管目前疫情已经得到了一定的控制，但疫情仍在各个地区肆虐，

因此预防和控制疫情已成为我们日常的工作。这次疾病暴发影响着人们

的生活，同时也影响着教育业，幼儿教育作为 基本的教育制度，作为

幼儿的启蒙教育，对幼儿一生的成长至关重要。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

时间越来越宝贵，尤其对青少年来说，他们的父母基本上没有时间长期

陪伴孩子成长，这时代替他们陪伴孩子的就是隔代的长辈了，这其中以

幼儿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为主要代表，他们多数对幼儿是溺爱的，因此

造成给幼儿造成很多不良的影响，这种教育模式在当今社会非常普遍，

这也对幼儿园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如何在这种背景下做好幼儿教育工

作，值得我们深思。 

1 隔代教育存在问题 

1.1 幼儿缺乏自理和独立的能力 

隔代教育的幼儿与非隔代教育的幼儿相比，有两种较为极端的表现，

隔代教育的幼儿在生活自理和独立能力方面明显低于父母所带幼儿。例

如小班上许多幼儿不会用汤匙吃饭，有的通过幼儿教师的引导，开始尝

试自己用餐具吃饭，但有的幼儿宁可饿肚子也不愿自己吃，经过了解，

哪些愿意自己吃的幼儿基本都由家长带着，哪些不愿意用餐具的幼儿大

多由爷爷奶奶带着。实际上这个很好理解，隔代教育的幼儿在家里常常

是亲人在替他做事，甚至是吃饭这种小事，很多隔代教育中都是喂给幼

儿吃的，久而久之幼儿养成了这个习惯就比较难纠正了，这样的替代行

为也制约了幼儿独立能力的发展。但家长在教育幼儿时，却会让孩子自

己试着去做一些事，这样孩子的能力反而反而会得到很好的锻炼。其实，

这中间的原因很复杂，首先是教育观念的差异，祖辈还是坚持原来的教

育观念，让孩子吃饱穿暖，给孩子 好的物质条件，不让孩子在家受苦，

这是他们对孩子“好”的一种方式，这是人生经历和隔代父母的特殊关

怀造成的；但是年轻的父母文化程度高，容易接受一些新的教育观念，

这些新的教育观念影响着他们教育孩子的态度，他们不会过度溺爱，而

是通过正确的教育方法，引导孩子形成正确的行为。这两种教育观念都

直接影响到儿童自我管理和独立生活的能力。 

1.2 孩子会以自我为中心 

隔代教育在家庭中因溺爱儿童，会把他们视为掌上明珠，久而久之

就会表现出儿童自我中心的性格特征，这种性格特征一旦形成，其实很

难改变。这种性格特征会使幼儿在人际交往中遇到各种不如意的事，会

挫败幼儿的自尊和自信，长期的幼儿会形成一种类似于成人社交恐惧症

的心理状态，他们难以与集体融合，难以与其他伙伴建立良好、持久的

关系，从而影响幼儿的健康成长。造成这个问题的原因其实很简单，就

是隔代溺爱所致，在隔代教育中，往往不加区分地做出一些判断，让幼

小的孩子成长成我的独尊习惯，比如很多隔代教育家庭，在吃饭时，第

一个动筷子的不是家里的老人，而是孩子们，第一顿饭也是给孩子们吃

的，有些家庭的孩子们不动筷子，其他家庭的成员都不能正常吃饭，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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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们是很聪明的，立刻就能意识到自己在家庭中的地位，久而久之就养

成了傲慢的习惯。 

1.3 孩子永远是完美的 

隔代教育很容易让孩子产生这样的错觉，认为自己永远都是对的，

永远都不会错，其实就是这样？这肯定不是，这是隔代教育过程中，对

儿童的评价出现偏差所致，许多家长深信赏识教育，但有没有有理会赏

识教育的真正内涵，结果在隔代教育中的赏识教育，孩子有了错觉，觉

得自己是 完美的，其实很可怕，为什么现在选择自杀的孩子年龄越来

越小，因为他们缺少挫折教育，他们一路走来都是夸奖，遇到一个批评

或认同自己的话，就觉得难以承受，选择用结束自己生命的方式做 后

的反抗，其实是很可悲的。 

2 隔代教育对幼儿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 

上文我们讲述很多隔代教育者中存在的问题，这些问题正是我们在

幼儿园教学中需要解决的问题，只有将这样的问题解决好，才能促进幼

儿教育的发展。面对隔代教育中的各种弊端，幼儿教育人员在看到挑战

的同时也要看到机遇，才能更好顺应社会教育的需求，提高幼儿教育质

量。 

2.1 着重培养幼儿独立生活的能力，幼儿园教育是幼儿良好习惯形

成的基础，家庭隔代教育中的许多弊端，都应在幼儿园教育中加以纠正，

使幼儿得到更好的发展。自养力是幼儿通过幼儿园教育首先建立起来的

一种能力，因此，幼儿教师在日常的自养力培养中应予以高度重视，将

自养力的培养融入到幼儿的日常活动中，从洗手、吃饭、上厕所等 简

单的环节开始，教师可先给幼儿做示范，然后用游戏的方式让幼儿模仿，

中间对幼儿自养力进行训练。例如吃东西，开始的时候很多幼儿都不愿

意自己拿餐具吃饭，这时幼儿教师可以先对幼儿做正确使用餐具的示范，

告诉幼儿相应的餐桌礼仪，然后指导幼儿正确使用餐具，在幼儿能够正

确使用餐具后，可以“我是好宝宝，吃饭文明讲礼貌”游戏引导幼儿反

复练习餐具的使用方法和餐桌礼仪，逐渐培养幼儿的自立能力。此时幼

儿的独立能力也要进行重点培养，教师可以鼓励幼儿独立完成一件事，

在完成后给予表扬，幼儿在这样的活动中会有获得感，逐渐培养幼儿的

独立能力。 

2.2 是注重培养学生的交际能力，这是当前对我国幼儿教育提出的

又一新的教育要求。隔代教育中，很多幼儿都被宠坏了，往往以自我为

中心，很难感受到别人的感受，面对这种情况，幼师就要注重培养幼儿

的人际交往能力，首先幼师要善于处理幼儿之间的人际矛盾，玩闹是幼

儿之间的常事，他们也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去感受同伴关系，发展人际交

往能力。打小的时候就会有矛盾和冲突，要以平常心来对待，不可上纲

上线，要让小的时候的孩子了解彼此。二，幼师应多安排集体游戏项目，

给每个幼儿分配相应的游戏任务，让幼儿全身心地参与集体活动，感受

集体活动带来的乐趣；三，对于已经出现明显交往不适应的幼儿，老师

可以做的就是鼓励他，告诉他交往的规律和技巧，让他多尝试与其他幼

儿交往，逐步摆脱交往中的困惑。 

2.3 要使幼儿学会在挫折中成长，当然这里说的挫折有一定的限度，

不是鼓励幼儿园广泛开展挫折教育，而是让幼儿在优势视角教育的背景

下，体会到一定的程度，他们能够承受挫折，挫折 能锻炼幼儿的能力，

从而促进幼儿的全面发展。在现代幼儿教育中，这是一个相对缺失的部

分，但这是当今隔代教育大行其道，时代对幼儿教育提出的新要求，幼

师要把握好尺度，让幼儿有受挫的机会，不要只顾欣赏教育。例如，当

一个幼儿有一些行为问题后，幼师会反复提醒，他通常都会犯一些错误，

如果老师主观判断，这个幼儿是故意犯的，老师应该对他稍加处罚，对

幼儿就足够了，但处罚的程度一定要把握好，首先罚站的位置应该在老

师的面前，不要让他离开集体，第二，罚站时间 5-10 分钟对幼儿来说就

足够了，如果孩子在罚站的时候情绪比较激动，处罚结束了，幼师要安

抚孩子们，让他们知道自己犯了错，同时也要让孩子们明白处罚的道理，

这样的挫折教育对孩子们的成长是非常重要的。 

3 结语 

总之，今天隔代教育流行，对我们的幼儿教育提出了许多新的要求，

作为教育者，我们应以问题为导向，明确新时期教学的要求，并通过自

我提升，努力提高教育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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