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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10后

针对老年人护犊心切，随时为孙辈撑腰一事，洛教融媒记者
走访我市多所中小学、社区，采访近百名老人及其儿女了解到，约
八成老人在孙辈受委屈时，会下意识为其撑腰。不过，他们的子
女中，六成人对这种做法表示担忧，觉得这不仅会影响孩子社交，
也不利于父母管孩子。

“我妈把孩子护得太狠，弄得孩子连一个朋友也没有……”涧
西区王先生说，他的女儿楚楚（化名）7岁，有一颗“玻璃心”，其他
小朋友一句玩笑话，让她气得“呜呜”直哭。王先生的母亲得知后
心疼不已，便当起孙女的“贴身侍卫”。“楚楚和其他小孩玩时，我
妈就站一边盯着。”王先生说，谁要冒犯到孩子，她立马上前警
告。时间久了，孩子们喊她“老妖婆”，也不愿和楚楚一块儿玩了，
只要见她来，大家就喊：“快跑，老妖婆带着她的‘小哭包’来了！”

洛龙区李女士的儿子因为有姥姥这个“靠山”，完全不把李女
士“放眼里”。李女士的儿子10岁，不论他做错什么事，只要一吵
他，姥姥就把他护在身后。有一次，孩子偷钱，李女士要打他，姥
姥竟伸手拦着，说：“你要打他，先打死我！”最后这事也不了了之，
李女士想批评儿子都开不了口。现在，只要李女士想批评儿子，
他都会躲到姥姥身后，甚至会说：“有姥姥保护我，你能咋样？”看
到儿子被惯得没个样，李女士决定不再让母亲管孩子。

“我婆婆见不得孙子受气，看他被老师批评了，竟跑学校找老
师吵架。”瀍河区刘女士说，前不久，她的儿子没完成作业，被老师
批评了一顿，回家后哭着告诉奶奶，老师把他作业扔到地上，当众
让他出丑。“我婆婆不管青红皂白，第二天就跑学校找老师吵架。”
刘女士说，她得知后冷汗直冒，婆婆把老师得罪了，孩子以后在学
校可咋办？！

□洛教融媒记者 赵梦晨 文/图

“孙女非让我给她买‘安静书’，说是许多同学
都在玩。”洛龙区63岁的李女士很疑惑，啥是“安静
书”？书还能拿来玩？

针对李女士的好奇，记者调查后发现，“安静
书”是一种专为儿童设计，介于书籍和互动性玩具
之间的新产品。“安静书”一般放在文具区，但本质
上更偏向于手作本，它的外形类似于书本，可以翻
页，内页包含各种互动元素，如贴纸、按钮、拉链
等，孩子们可以根据内页的描述完成任务，比如剪
下书中衣物贴纸，给书中的娃娃进行换装、装扮房
间等。“安静书”内多样化的贴纸，让学生可以亲手
设计自己喜欢的场景，可玩性较强，凭借这些特
点，其在洛阳中小学生中很流行。

涧西区四年级学生童童（化名）说，他们班几
乎一半同学都买过“安静书”，且大部分都是女
生。“安静书”的主题、样式五花八门，其中人物换
装、房间装饰这些主题的“安静书”最受女孩欢迎；
而男生则热衷于探秘、冒险等主题。平时，大家学
习之余会互玩“安静书”，还会和好朋友相互交换，

“一本‘安静书’便宜的要七八块，贵的则要几十
块，我陆陆续续买了十几本”。

“安静书”原本是专为儿童设计的，但在走访
中发现，它在20~30岁的青年人群中也颇受欢
迎。童童的小姨王女士说，“安静书”可爱的设计
和趣味性让她觉得很治愈，上周末看外甥女玩得
开心，自己也入手了几本，“平时上班累了，我会把

它们拿出来把玩一下，放松身心，还能获
取情绪价值”。

“10后的孩子购买‘安静书’，就像
80后、90后小时候玩游戏王卡、丢沙包
一样，是学习之外的一种娱乐互动方
式。此外，对于低龄儿童，“安静书”还有
一定教育教学功能，是一种不错的玩
具。”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陈洁说，如果
孩子对此有兴趣，家长可适量购买，并在
课余时间陪同孩子一起“玩”，这能够增
进亲子关系，还能激发孩子的想象力和
创造力。

“不过，买‘安静书’毕竟是一种消费
行为，家长们应适度管控。”陈洁说，无论

是孩子自行购买，还是家长为孩子
购买，都应该把控购买频次和金
额，避免他们过度沉浸其中，甚
至是攀比；而且重复、大量购买，
不仅会造成金钱浪费，还容易
导致孩子分散学习时注意力。

学生们喜欢的
“安静书”是啥

孙子和别人发生矛盾
你会替他“出头”吗

货架上摆放的“安静书”

□洛教融媒记者 何奕儒

“孙子被人欺负，我出手
帮他，结果赔了人家 2000 多
块钱……”近日，西工区67岁的
金先生因为保护孙子而惹了
事。日常生活中，不少老人习
惯当孙辈的靠山，随时为他们
撑腰、出头，这样做对不对？
专家进行了分析、探讨。

“孙子被人踹了一脚，我能无动
于衷吗？”上周六，金先生见到洛教
融媒记者，说起自己替孙子打架出
气的事，他觉得自己“没做错”。

前几天，金先生陪11岁的孙子
荣荣（化名）去踢球。当他在场边看
得起劲儿时，正在运球的荣荣突然
被一个小球员绊倒了。“孙子不乐
意，和他吵了起来。”金先生说，他本
以为俩孩子吵一会就没事儿，不料
俩人越吵越凶，对方竟一脚踹在荣
荣肚子上，疼得荣荣捂着肚子哭了
起来。

“孙子性情温和，总是被人欺负
了也不还手，吃了不少亏。”金先生
说，看到这一幕，自己跑上前，要求
对方道歉。谁知那孩子不仅不听，
还翻着白眼骂了孙子一句，金先生
顿时火冒三丈，一把将对方推倒在
地，呵斥道：“你要是敢再欺负荣荣，
我就揍你。”

事发当晚，对方家长便找上门，
说孩子被金先生推倒后，磕得脑袋
疼，要求道歉并赔偿。眼看金先生
又要发火，家人把他关在卧室，说了
半天好话，最后赔了2000多元才息
事宁人。当晚，金先生被儿子说了
一顿，让他不要再参与孩子之间的
事，但他不愿意,“孙子被欺负，我绝
不能看着他吃亏”。

与金先生情况相同，洛龙区65
岁的郭女士也习惯当孙子的“保
镖”。前不久，8岁的孙子调皮，拿着
拖把当“金箍棒”，在客厅耍起来，结
果不小心把鱼缸打碎了。他爸拎着
棍子要打他，以往只要孙子挨打，郭
女士都会护着，这次也不例外，她紧
紧抱住儿子，不让他打孙子。正在
气头上的儿子用力一甩，把郭女士
甩到一边。郭女士的胳膊撞在橱柜
边上，撞成了骨折。这让儿子很生
气：“你现在把他惯得无法无天，将
来你还能护他一辈子？”

“因为隔辈亲，不少老人都会不自觉地护着孙辈，当他们的靠
山，为他们出头、撑腰。”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张素霞说，对于这件
事，大家要客观看待，不必“一棒子打死”。

老年人为孙辈撑腰，源于他们对孩子的爱。在一定程度上，
这种态度能为孩子传递一种积极的心理暗示，让他们知道，无论
遇到任何困境、打击，都有家人在背后无条件地支持自己，他们心
中会有安全感。

张素霞说，但凡事讲究“度”，老年人为孩子撑腰也要掌握分
寸。若总是无条件地护短、替孙辈出头摆平事，会让他们养成过
度依赖家人，办事喜欢投机取巧，无法认识自身错误，不懂得社交
等问题。

“孩子在成长过程中会遇到各种挫折，但很多
问题需要他们自己解决。”景华实验初中心理健康
教育老师郭方方说，当老人看到孩子受委屈，先冷
静思考一分钟，问清事情原委，如果孩子不能自己
解决，再出手帮助。例如，当孩子遭到外人的“语
言霸凌”，孩子无力反驳时，老人就可以大声告诉
对方：我孩子很好，不需要你们指指点点！

对于孩子之间的矛盾，要“小手
打，小手还”，大人不要盲目插
手，否则会使孩子间的小矛
盾扩大为家长间的大矛
盾。孩子总要独自面对挫
折，与其帮他出手，不如教
他应对矛盾的最佳方式。
此外，老人要将教育的主
要责任交给孩子父母，
当 他 们 管 教 孩 子
时，自己不要插
手阻拦；如果觉
得他们教育的
方式不对，可
以事后找他们
私聊，避免恶化
亲子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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