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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辈带娃

1疑
惑

“翻翻旧账”而已
孙子为啥反应那么大

走近10后

和孙辈沟通和孙辈沟通 真的不能真的不能翻旧账翻旧账吗吗
■征集线索

您在带孙子、孙女时有
哪些经验、困惑；您和孙辈之

间发生过哪些温馨故事、有趣对
话？本版开设《隔辈带娃》《隔辈
最亲》《拜孙学艺》《童言无忌》
等栏目，如果愿意分享，请联

系我们吧：18637927388（何
记者）。

□洛教融媒记者 何奕儒

“孩子们聚在一起也不说话，坐那儿
各玩各的手机，这是啥意思？”上周六，洛
龙区69岁的周先生看到孙子约三个同学
到家里玩，可奇怪的是，孙子和同学见面
打招呼后，大家就坐在沙发上自顾自地玩
起了手机、平板电脑等，“从见面到分开，
他们四个人说了不到10句话”。

起初，周先生以为他们太无聊，又是
给他们端水果又是放电影。“爷爷，你别管
了，忙你的吧！”听到孙子不耐烦的回复，
周先生才走开。事后，他问孙子为啥不招
呼同学，太没礼貌了。孙子却说，他们平
时在一起玩都是这样的。周先生一脸茫
然，难道这是新型的社交方式？如果不交
流，他们聚一起有啥意思？

针对周先生的好奇，记者调查发现，
这种“聚而不语”的社交方式在8岁至13
岁的孩子中非常流行。

“我们见面基本是玩手机、平板电脑，
一般不会没话找话。”老城区六年级学生
曾曾（化名）说，不过，聚在一起也不是完
全不交流，例如：他们会联机玩游戏、一起
刷视频，在“网上”交流。此外，一些孩子
与同学连视频，也是“连着视频不说话，甚
至各忙各的事”。虽然家长觉得这没礼
貌，但孩子们觉得“现在通信这么方便，有
事随时发信息，见面也没啥可说的”“我们
都习惯‘佛系’社交”。

“不同时代的人，社交方式不同，老年
人要理解孩子们的交流模式，不必强制他
们改变。”西苑路实验小学党支部副书记
陈星辉说，随着网络与电子产品的发展，
不少孩子把社交阵地从线下转移到线上，
他们通过聊天软件、网络视频、游戏等实
时参与到彼此的生活、学习、娱乐中。等
见面时，大家交流的内容就少了，自然形
成“聚而不语”的状态，大人看着尴尬，但
孩子觉得刚刚好。

同时，家长们也要注意，虽然电子产
品为孩子打通了另一条交流途径，但一定
要让他们把握尺度，定好游戏时间，防止
他们过度沉迷网络，无法融入现实社会，
影响社交能力。

陈星辉说，若老年人发现孩子沉迷网
络交流，要进行适度干预，比如带孩子们
去玩桌游、剧本杀等线下游戏，或带他们
到户外露营，陪他们去捡拾落叶、制作标
本，也可以找一些有意思的科学小实

验，陪孩子做一做，让他们在趣味
互动中进行交流。

老人爱“翻旧账”的情况
普遍吗？记者走访我市多所
中小学、社区，采访近百名老
人、中小学生发现，超七成老
人和孙辈一发生矛盾就爱“翻
旧账”。老人们表示，“旧事重
提”并不是存心要孙辈难堪，
而是想用过去的不足提醒他
们以后别再犯同样的错误，如
果孙辈们接受不了或反应过
激，则是心理承受能力还不够
强大的表现。

对老人们的说法，孙辈们
并不认同。

“我爷爷爱‘翻旧账’，而
且每次都能精准踩到我的‘痛
点’。”西工区初二学生婷婷
（化名）说，去年，她养了好几
年的鹦鹉死了，爸妈看她伤
心，便提出再给她买一只。她
还没来得及高兴就被爷爷泼
冷水，还说“从小养啥都不成
功，养乌龟乌龟死了，养小狗
小狗丢了，别再祸害性命
了”。爷爷的话不仅刺耳，还
让婷婷又一次想起了陪伴自
己多年却走失的小狗。“我当
时根本控制不住自己，哭得几
乎崩溃了。因为这件事，我好

长时间都不愿意看到
爷爷。”婷婷说。

“有些事我自己都忘
记了，姥姥却记得那么清
楚，一不顺她心意就随时
摆开架势跟我计较。”洛龙
区初一学生小方（化名）说，
她是姥姥带大的，平时俩人
只要有矛盾，姥姥就会把从小
给她花过的钱、出的力一项一
项摆出来唠叨，“姥姥咄咄逼
人的样子，让我难堪又愧疚，
恨不得马上赚钱将欠她的都
还了”。

“偶尔‘翻旧账’忍忍就过
去了，可天天把过去的事儿拿
出来说，这谁能受得了？”初三
学生小鹏（化名）说，他奶奶是
习惯性“翻旧账”，比如他考试
进步向奶奶报喜，奶奶非但不
会夸奖，还要提他初二考不及
格的“黑历史”，并提醒他别骄
傲；他向奶奶展示参加线下投
壶比赛获得的200元奖金，奶
奶却非要提他小时候弄丢压
岁钱的事儿，让他不要“乐极
生悲”，“在奶奶那里，我得到
的都是负能量，所以，我现在
越来越排斥回去看她”。

“因为成长时代特殊，大
部分老人是在打压或缺乏温
情的环境中长大的，他们可
能更缺乏用鼓励、赞许等正
面引导孩子的意识，所以‘翻
旧账’在老人与孙辈的相处
模式中，屡见不鲜。”高级家
庭教育指导师陈洁说，大部
分老人是“刀子嘴豆腐心”，
虽然表达的方式可能惹孙辈
不快，但内心是希望他们好
的，所以，孙辈们应理解这一
点，尽量对老人多一些宽
容。比起针锋相对或是“冷
暴力”，孙辈们比较可取的做
法是暂且忍耐，在老人情绪
恢复正常后告诉他们这种表
达方式的不妥之处。

“老人也应该将心比心，
换一下角度想想，如果别人用

同样的态度和自
己‘翻旧账’，自
己会是什么心
情。”国家二级心
理咨询师杨艳丽
说，不少老人总

觉得，提起过去的不足是对孩
子的不断刺激和勉励，其实，
这种方式除了发泄自己的情
绪，对孩子百害无一利，“孩
子感受到的是老人的否定和
打击，时间长了，他们看待世
界的态度和角度也会发生变
化。有些可能因此变成悲观
主义者，自暴自弃、不求上
进；还有些可能整日纠结过
去无法改变的事情，陷入严
重的精神内耗”。

杨艳丽建议，无论是老
人，还是孩子父母，在与孩子
日常相处时，都应注重“话
术”的使用。“当孩子向你分
享喜悦时，不要扫兴，要‘接
住’他们的情绪，多使用肯
定、赞美的语言；当孩子做错
事时，更要理解、宽容，用温
暖、贴心的语言安抚他们的
心。你向孩子释放善意，孩
子也会用善行回报家长。”杨
艳丽说，家长们应该明白，只
有未来才是有价值的，万事
都要向前看。

□洛教融媒记者 赵梦晨

“不过是批评他时，顺口提了几
句以前他做的错事，孙子就恼羞成
怒，不肯来看我了……”涧西区李女
士十分困惑，只是“旧事重提”而已，
孙子为啥像炸了毛的猫一样，反应
那么大！在生活中，像李女士这样
因“翻旧账”而惹恼孙辈的老人不在
少数。“旧事重提”为啥“杀伤力”那
么大？老人与孙辈相处，用啥样的

“话术”才能高效沟通？过来人与心
理专家为你解析。

因为一个月没见到孙子优优（化
名），记者见到李女士时，她正满面愁
容，“我想不通，不过是说他两句，他竟
然狠心这么长时间不来看我”。

李女士说，孙子今年刚上初一，平
时住校。前段时间，孙子周末休息到
她家吃饭时，失手砸碎了盛满红烧肉
的盘子，那是她辛苦炖了一上午的肉，
看到孙子这么大了，依然毛手毛脚，她
有些气恼。可优优不仅没有歉意，还
跟她顶嘴，“我没忍住，就把优优以前
弄坏家里盆栽、电视遥控器的‘光荣
史’一股脑儿都拿出来说了一遍”。

李女士没料到，自己的这番话“精准
踩雷”，惹恼了孙子。“他瞬间暴跳如雷，指
责我‘翻旧账’‘爱揭短’，最后饭也没吃摔
门就走了。”李女士说，她不明白，一个十
几岁的小伙子，咋就这么“玻璃心”。

无独有偶，老城区孙女士最近也
因为“翻旧账”跟六年级孙女童童（化
名）关系紧张。

孙女士是一名退休的数学教师，
一直负责辅导孙女学习。上周，孙女
把摸底测试卷拿给孙女士签字。看到
没上90分的数学成绩，孙女士就批评
了孙女，并拿出以前的成绩单对比，

“每次都说能考好，可实际情况呢？之
前的成绩单我都留着呢，哪一次考好
了？！”面对指责，孙女士说，她孙女当
场就哭了，之后便和她“冷战”，再没主
动和她说过话。对于孙女的不理解，
孙女士并不打算妥协：“我说话虽然不
好听，但都是事实，是想让她吸取教训
——如果她脆弱得连这些话都承受不
了，以后能有什么出息？”

孩子们为啥
“聚在一起不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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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辈随口提到的过去
可能触及孙辈难堪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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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旧账”前先代入自己
别为发泄情绪伤害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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