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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辈带娃

儿子驴脾气 孙子青春期
想当个 咋就那么难

“看到儿、孙争执，作为家中的
长辈，多数老人选择劝和——这是
正常的。”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张
素霞说，不过，老年人要知道，劝架
不是抱着一颗热心就能解决问题
的，也需要看好时机、用对方法。
如果劝解方式不当，或没有选对时
机，不仅劝解无效，还会引发“火上
浇油”的后果。特别是儿女吵孙辈
时，因为隔代亲，不少老人会不论
对错，先护着孙辈，指责父母。这
种护短、“拉偏架”的做法，很容易
激起矛盾，并让孩子的父母觉得老
人在“乱管教”。

“想要劝和，老人要当好‘灭火
器'。”景华实验初中心理健康教育
老师郭方方说，在儿女批评孩子
时，老人不要立马上场劝解，要先
让自己冷处理，然后再站在公平、
公正的角度，私下劝解双方。

另外，每代人的教育观念不
同，家庭教育要以孩子父母为
主，老年人可以做缓解双方矛盾
的“润滑剂”，但不要过多插手；
对于年轻父母来说，也要理解老
人的爱心和苦心，不要被怒气冲
昏头脑，当场给他们难堪，伤他
们的心。

孙辈和其父母起冲突，劝和的
老人多不多？对此，记者走访了我
市多个社区、中小学发现，约八成
老人表示，和其他家庭矛盾相比，
只要涉及孙辈，他们都会忍不住

“上场”，其中，约五成人经常因“劝
和不当”落一方或双方埋怨。不
过，也有一些老年人会采用“置之
不理”“和稀泥”“定规矩”等方式化
解矛盾。

“只要听到儿子、孙子拌嘴，我
就‘装聋作哑’。”老城区70岁的魏
先生说，这个方法既省力气又不得
罪人，屡试不爽。前段时间，孙子
想看演唱会，他爸不同意，父子俩
又吵起来。这一次，儿子主动找魏
先生评理：“爸，这小子越来越不像
话……”魏先生眼看逃不掉，索性

“和稀泥”，“我年龄大了，不懂你们
说的啥，你们坐下来冷静一会儿，
换位思考，就知道咋办了”。然后，
他借口上厕所，溜之大吉。

“不能当面拉架，容易激化矛
盾，最好是先‘灭火’，再私下劝

解。”瀍河区68岁的梁女士说，之
前，她看女儿吵外孙女会指责女
儿，结果不仅女儿对她怨声载道，
外孙女也变得难以管教。后来，
她改变战略，如果外孙女做错事
挨批评，她先不管，只劝女儿消消
气。等到两方都冷静下来，梁女
士再私下找女儿说：“你今天说得
有些过分了……”然后再劝外孙
女要听话，顺便发颗糖安慰一下，

“给她们留足面子，就会采纳你的
意见”。

涧西区于女士也曾为了婆婆
总“拉偏架”的问题而烦恼。不过，
在一次家庭会议后，这个问题解决
了。“我给婆婆和孩子说得明白，像
写作业、吃饭、玩手机等原则性的
问题，必须按我说的来——如果孩
子在这些事情上犯错，谁都不能
劝。”于女士说，规则制定好后，她
再批评孩子时，婆婆虽然心疼，但
只能让她老公劝她“网开一面”，她
也会给婆婆面子少说两句，“婆媳
矛盾明显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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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是青春期的孙子，一个是脾气
倔的儿子，如果他俩发生矛盾，您会劝
和吗？一提起上周末发生的事，崔女士
就委屈不已，“我想不通，自己好心劝
架，儿子、孙子最后却把错误怪到了我
头上”。

崔女士说，孙子磊磊（化名）上初
二，和他爸一样性格火暴，俩人一言不
合就开吵。为了家庭和睦，她经常在中
间调停。上周五晚上，孙子写完作业在
玩手机。刚玩20分钟，他爸就去夺手
机，说他只知道玩，“学习不好再把眼睛
弄瞎了”；磊磊不愿意给，称自己学了俩
小时了，玩会儿手机没有错。就这样，
父子俩你一言我一语吵了起来。

眼看争吵要升级，崔女士赶紧跑去
劝儿子，“孩子也要放松，不能把他逼这
么紧……”；同时，她也呵斥孙子，“爸爸
是为你好，不能总想着玩……”

“没想到我才说完，俩人一致将‘枪
口’对上了我。”崔女士说，儿子怪她惯坏
了磊磊，磊磊说她没安好心，和他爸串通
欺负他，“俩人还说了不少难听话”。

崔女士说，自上周吵架后，她确实
伤了心，“以后他们就是吵翻天，我也不
会再管了”。

无独有偶，洛龙区70岁的张女士
最近也因为拉架，遭到了儿媳、孙女的
误会。“我儿媳管得严，孩子天天学习都
没时间玩，实在心疼人。”她说，前不久，
孙女因为多看了会儿电视被儿媳批评，
她替孙女辩解后惹恼了儿媳；事后，她
觉得儿媳做得也没错，就减少了孙女看
电视的时间，“结果俩人都不高兴，这几
天都在和我闹别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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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您与洛教融媒调查中心联系

电话：18637927388

□洛教融媒记者 何奕儒

“我现在听见儿子和孙子
争吵，大气儿都不敢出……”近
日，涧西区 67 岁的崔女士因
为劝架被儿子、孙子埋怨，“儿
子说我‘惯孩子’，孙子说我

‘拉偏架’——真是出力不讨
好”。孩子与父母发生争
执，祖辈要不要当“和事
佬 ”？ 咋 劝 架 才 能 起
效？过来人和专家分
析、支招。

吐槽
因为好心劝架
奶奶落得“里外不是人” 走访 袖手旁观做不到 不妨这样当“和事佬”

提醒 家庭教育以父母为主 老人不要过多插手

和事佬

走近10后

学生们痴迷的
“谷子”是啥

□洛教融媒见习记者 任飞扬

“孙女上周六约了几个同学，说要
一起去买‘谷子’。”西工区67岁的赵
先生很疑惑，“家里什么吃的都有，为
啥孩子们要去买谷子”。

针对赵先生的好奇，记者调查后
发现，学生们口中的“谷子”是二次元
文化圈中的常用术语。它是英文单词

“Goods”的谐音，意为“周边商品”或
“商品”，泛指各类动漫、游戏、影视的
周边产品，包括徽章、卡片、立牌、手办
等。这些小物件设计独特，往往以动
漫、游戏的角色为形象，深受学生们的
喜爱。

涧西区七年级学生沫沫（化名）
说，他们班几乎一半同学都买过“谷
子”，女生更多一些。平时，大家学习
之余也会交流自己新入手的“谷子”，
还会和好朋友相互交换。“我买过哈
利·波特的钥匙链、冰箱贴、纸质海报
等，一次买两三件，花费大概几十元。”
沫沫说，学校附近的文创店、商场里的
玩具店一般都有“谷子”。她经常约同
学周末逛“谷子店”，淘自己喜欢的动
漫、影视周边产品。

对于孩子的这个爱好，沫沫的妈
妈认为，只要适度，控制好购买的频率
和金额，她并不会过分干涉。

“10 后的孩子购买和收藏‘谷
子’，就像80后、90后小时候收藏明
星画报、画册一样，都是学习之外缓解
压力、获得心理慰藉的一种方式。”国
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卢伟说，他们可能
会通过分享自己的收藏、交流购买经
验等方式，来增进彼此的了解和友谊。

不过，买“谷子”毕竟是一种消费
行为，家长们应一分为二来看待。如
果孩子能控制购买频次和金额，把买

“谷子”当作学习之余的调味剂，就不
必过于担心；如果孩子沉迷其中，过度
消费、盲目跟风，家长就要及时介入，
帮他们树立正确的消费观，将主要精
力拉回到学习和生活上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