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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留守儿童是我国户籍制度下的特殊群体，是我国“土生土长”的焦点问题，研究留守儿童相关理论层面

问题是从我国实际国情来构建我国本土理论的积极尝试。在农村留守家庭中，祖孙辈的隔代教育取代亲

子教育成为家庭教育的主要内容，而隔代教育又由于其双方参与群体的特殊性受到社会关注。研究聚焦

于隔代教育中祖孙互动问题，通过实地研究的方式，从双方互动所体现出的权力关系角度观察农村留守

儿童隔代教育类型。在以四川省雅安市某镇8个留守家庭为例的观察中，将其划分为内隐式强权、外显

式强权、开明式放权、无能式放权四种类型，同时通过列举典例来说明不同隔代教育类型之下祖孙辈的

现实互动情况。这一探究有助于进一步理解农村留守儿童隔代教育现状，促进建构本土问题的本土性理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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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eft-behind children are a special group under the registered residence system in China, which is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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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t spot of Chinese “indigenous” issues. Exploring the theoretical issues related to left-behind child-
ren is an active attempt to build Chinese indigenous academic theory from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China. In rural left-behind families, the inter-generational education between grandparents and 
grandchildren has replaced parental education as the main content of family education, and in-
ter-generational education has attracted the attention of our society due to the special participation 
of both groups.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issue of interaction between grandparents and grandchil-
dren in inter-generational education, through field work, observing the types of inter-generational 
education for rural left-behind childre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power assignment reflected i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two parties. In the observation of 8 left-behind families in a town in 
Ya’an, Sichuan Province, we have found four main types: Implicit relationship of centralized power, 
explicit relationship of centralized power, appropriate implementation of freedom, and radical 
implementation of freedom. At the same time, examples are cited to illustrate the exact interac-
tion between grandparents and grandchildren under different types of inter-generational educa-
tion. This exploration contributes to further understanding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for rural 
left-behind children and promotes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indigenous theory relating to indigen-
ous iss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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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我国城市化建设进程不断加快，城市对劳动力的需求愈发扩大，并提供更多的劳动机会及劳动

报酬；与此同时，由于乡村地区发展速度与规模远不及城市，农村劳动力人口逐渐呈现向城市流动的倾

向。在二十一世纪以来我国城市高速发展的过程中，越来越多的农村青壮年人口涌入城市寻找劳动机会，

从而引发了我国农村地区的“留守”问题。其中，农村留守儿童群体受到广泛关注。留守儿童问题是我

国户籍制度之下的社会产物，在我国城乡户籍制度体系之下，户籍与教育福利、医疗福利等挂钩，出于

多方面的考量，外出务工的亲辈往往选择将孩子托付给隔代长辈抚养，由此引发出有关留守儿童教育的

系列问题。 
农村留守儿童教育问题，从本质上来说是农村留守儿童家庭教育的缺损[1]。关注农村留守儿童的家

庭教育结构，对于关注农村留守儿童的相关问题并加以解决是至关重要的。而关于农村留守儿童家庭教

育的缺失结构，主要集中在以父母辈教育缺失为主的部分。留守儿童因父母双方或一方外出打工，不能

跟随在父母身边，接受父母照顾，而被留在户籍所在地由父母一方或者其他委托人代为监护。农村留守

儿童普遍缺少完整的父母亲教育，其中又有许多完全缺失父母亲教育，仅仅由其祖辈进行隔代教养。这

一群体所面临的现实困境在农村留守儿童中尤甚：农村祖辈群体由于受历史、现实因素影响，其受教育

水平普遍较低，大多对学业辅导无能为力；在农村老年人普遍坚持务农的情况下，其教养时间与精力必

然受限；而由于当代农村现代化水平普遍不高，农村老年人对许多新兴的生活方式与媒介渠道欠缺了解，

也促成其在现代教育环节中的缺失。总而言之，农村留守儿童隔代教育问题亟需关注。本文从祖孙双方

权利互动关系出发，意在探寻农村留守儿童隔代教育的基础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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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文献综述 

2.1. 留守儿童概念及其相关研究 

留守儿童这一概念首次出现于 1994 年，在当时，留守儿童主要是指父母由于长期的海外工作或留学，

而被留下来由家里老人照看的儿童[2]。然而，随着我国社会的不断发展，现代化进程加剧，自 2004 年开

始，有更多的学者开始关注这一问题，其概念与首次提出时也相差甚远。在此后的五年中，有关留守儿

童的发文量分别为 55、150、240、523、675，随后迅速升温为社会热点问题[3]。由于学界目前关于留守

儿童这一概念存在尚多分歧，对于其在留守时间、留守年龄、留守方式等方面争议较大，本文则采用国

务院于 2016 年发布的《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意见》中关于留守儿童概念的界定，即为

“父母双方外出务工或一方外出务工另一方无监护能力、不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纵观近些年社会

各方关于留守儿童的研究，专家学者在其教育、心理、情感、行为、安全、道德品质等方面都开展了丰

富的研究与实践。 
留守问题主要根源于户籍制度，是我国时代背景下的独特产物，并不存在于其他国家。由于并不具

备对应的社会条件，“留守问题”在国外也无从谈起，即使有部分儿童留守，也是暂时的。在许多发达

国家，如果亲身父母与其子女长时间分离，将会受到当地法律的制约[4]。 

2.2. 权力与福利 

费孝通认为，未成年人不被社会承认为“有意志的”，他们所受的教化过程，也就是社会秩序强加

于身的过程[5]。在《生育制度》中，费孝通为“社会秩序中孩子的权力”发言：孩子碰着的不是一个为

他方便而设下的世界，而是一个为成人们方便所布置下的园地。他闯进来，没有带着建立新秩序的力量，

可是也没有服从旧秩序的心愿。一个孩子在一小时中所受到的干涉，一定会超过成年人一年中所受社会

指摘的次数。在最专制的君王手下做老百姓，也不会比一个在最疼爱他的父母手下过日子为难过[6]。费

老提示我们，儿童作为普遍意义上的“弱势群体”，而留守儿童又因其教育问题中的权力分配及互动情

况值得重点关注。 
国内留守儿童隔代教育研究主要聚焦于隔代教育中对孙辈的影响，包括对孙辈情绪、情感和行为的

影响，较少有涉及祖辈一方的研究。然而隔代教育的影响，实质不仅只针对孙辈，而是对祖孙两方的影

响。事实上，“隔代教育”这一话题涉及的不仅是留守儿童的教育福利，同时也关乎隔代照养者即祖辈

的老年生活福祉问题。在当今社会压力与日俱增的情况下，老年群体在实际上担负了许多其非必要承担

的责任，其中典型，便是本文提及的“隔代教育”问题。作为非监护人，留守家庭的年老祖辈常常被迫

担任起其子女转移出的监护责任，充当留守儿童的实际教养者这一费心费力的角色。在此情态下，祖辈

的生活福祉是否被隐形侵犯，这亦是后续隔代教育研究中需要被关注的问题。 

2.3. 隔代教育 

关于留守儿童的家庭教育，从结构上看，就是完整家庭教育结构缺失的问题。由于我国人口的大规

模流动，农村青壮年外出务工使得家庭结构缺失，从而导致亲子教育缺位，隔代监护已成为一种普遍现

象。如何在农村青壮年人口流动背景之下保障留守儿童应享的教育福利，是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

过程中所面临的一个重大社会问题。 
关于隔代教育类型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本世纪初的十年间。卢乐珍将隔代教育分为守旧型、纵容型、

身教型和民主型四种，认为其中的身教型和民主型都是较为理想的教育模式[7]。国内隔代教育利弊之分

析大多聚焦于祖辈教养风格所带来的利与弊，其可能影响到亲子关系的紧密程度。 

https://doi.org/10.12677/ae.2024.144591


刘成 等 
 

 

DOI: 10.12677/ae.2024.144591 812 教育进展 
 

除去个别的断代家庭，国外家庭中较少有长期存在的隔代教育。由于国外并不存在隔代教育的土壤，

即户籍制度，相关研究主要聚焦于关于家庭教育。在国外关于家庭教育的研究中，鲍姆令德使用两个维

度对教育方式进行划分，其一是父母对待儿童的情感态度，即接受–拒绝维度；其二是父母对儿童的要

求和控制程度，即控制–容许维度。在两种维度的结合下，鲍姆令德将教育方式分为权威型、专制型、

放任型和忽视型四种类型。后来，鲍姆令德经自己整合后将家庭教育方式重新概括为 7 类：期望型、民

主型、非制导型、专制–指导型、非专制–指导型、投入型和一般型[8]。国外学者从社会文化背景、社

会阶层、社会经济地位及父母体验到的压力和社会支持等家庭系统以外更广阔的层面出发，同时结合家

庭系统内部的一些因素，比如儿童特征入手，对家庭教育类型进行了较全面的探讨。 
近年来，国内总体关于隔代教育的研究主要从探索转向干预。不过，隔代教育作为一个长期存在于

中国本土的特有现象，国内在前期研究中关于其的相关理论研究与成果并不丰富，许多说法尚不严谨，

并不利于学界借助此类本土社会现象或社会问题构建本土特色理论。基于此，相关理论探索还需更细部

和更深层次的挖掘与分析。 

3. 研究设计 

本研究将四川省雅安市雨城区 C 镇作为考察地点。相较于四川省其他地级市，雅安市经济水平发展

一般，根据四川省人民政府 2023 年最新公布的各地区生产总值来看，在四川 21 个市(自治区)中，雅安市

经济排名第 18 位。由于当地较不发达的经济现状以及其多处山地且自然灾害(如泥石流、地震)频发的地

理现状，雅安市工业发展一般、农业发展受限、就业机会较少，外出务工则成为雅安市农村人口中较为

常见的一种谋生方式，由此，也引发出一系列的“留守”问题。 
C 镇是一个典型的“留守”镇，地处城乡交界处，青衣江流经其旁，在其间山地中冲刷形成一带平

地，总体地形平地山地各半。笔者团队通过对该镇某小学一至六年级约百名留守儿童进行随机抽样，选

取其中的 9 名留守儿童(其中一组为双胞胎)，并将这 8 个家庭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其家庭进行多对一的

入户访谈及非参与式观察来了解其家庭隔代教养的具体情况。所抽取的留守家庭中有两户居住在山地，

其余均住在平地。笔者通过分析总结各例，从祖孙双方的权力及互动关系对其进行初步分类，同时列出

其中典例进行具体分析。 

4. 隔代教育类型 

由于我国传统家庭具有习惯性地将权力集中于长辈、家庭权力由长辈划分、家庭权力结构由长辈决

定的倾向，本文将立足于隔代教育中祖辈对孙辈的权力赋予及双方互动情况，对此进行分类讨论。在一

级分类中，根据祖辈是否赋权的情况，将其初步分为强权型、放权型两种类型；在二级分类中，依据祖

辈双方采取的不同赋权及反应策略，将一级分类的两个维度再次划分为内隐式强权、外显式强权、开明

式放权、无能式放权四种类型。 

4.1. 强权型 

4.1.1. 内隐式强权 
内隐式强权指的是，祖辈一方掌握双方互动关系中绝大部分的权力话语，但并不直接将这种权利表

现出来。其在外表上表现得如开明的放权式家长，但实质上对孙辈拥有强烈的控制欲，在大多数时候采

用非暴力间接手段影响孙辈、打压孙辈，借以实现自己的控制欲。 
在内隐式强权中，祖辈一方表面上看似和蔼可亲，特别是在如访问员一般的“外人”面前，但通过

分析其本人及其孙辈的话语表现及行为举止，可以看出其对于孙辈强烈的控制欲。这类祖辈一般不采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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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力手段教育孩子(除非有孩子过于调皮的情况)，而是采用思想灌输、资源管控限制以及冷暴力等形式从

“软条件”上控制孩子，借以体现自己对孩子的操控与压制。这种内隐式的强权可能是祖辈有意识营造

出来的“表面和谐”，也可能蕴含在其无意识的态度和行为中。 

L 小朋友是草坝镇小学的一名低年级学生，其父母离异，跟着奶奶住。父亲再婚并育有一女，另有住处，且在

外务工；母亲自其出生后便离开家庭，其从未与母亲见过面。L 小朋友的实际监护人有且仅有其奶奶。在访谈员与

孩子交流时，即使访谈员根本没有提到或暗示到家庭问题或亲子关系，孩子却突然向访谈员提问说，“你知道我妈

妈吗？”“她在山上买了一个房子……”“我看着她走的，……，长大了之后我就懂了”等一系列话语。当孩子提

起继母时，用的是“XXX (其同父异母妹妹)妈妈”的言语称呼。 

L 奶奶是一位典型的内隐式强权家长，在对其奶奶的单独访谈中，她表示口头上向访问员表示“并不阻拦其母

子交流”，但同时又表示自己家里并没有孩子母亲的联系方式：“她换了电话号码，就失去联系了”。当问起孩子

对其母亲的态度时，其奶奶表示“从来不主动提出联系妈妈，问他也说不想”。然而，L 奶奶虽然对外表示“不阻

拦母子交流”，但实际基于其本人真实意愿来说，是不愿意孩子与其亲生母亲联系的。 

在这段隔代教育关系中，由于奶奶是 L 小朋友唯一的实际监护人、照料人，L 小朋友纵使本身有着对母亲强烈

的思念，但处于不敢或不愿违背其奶奶的意志想法等原因，不会直接表明自己对母亲的想念，其本人长期处于一种

被拉扯的矛盾状态。 

事实上，在内隐式强权的互动关系中，无论祖辈表现出怎样的赋权策略，其祖孙关系在实质上都是

紧绷脆弱的。孙辈对这种互动模式及权力关系的反应各有不同，但总体而言，由于祖辈强权关系的本质，

孙辈的内心世界在很大程度上得不到真正的注意与关心，祖辈内隐性的策略更阻碍了双方矛盾通过外化

爆发这一途径促进双方近一步沟通与理解的机会。 

4.1.2. 外显式强权 
外显式强权指的是，祖辈一方拥有双方互动关系中绝大部分的权力话语，并且借助这种权力，以直

接的语言或肢体行为对孙辈的各个方面进行打压与控制，以实现其对孙辈的绝对掌控。这类祖辈常常“威

风凛凛”、“不可置疑”，他们将自己的主观意愿为准绳，对于孙辈不符合其期望的态度、行为，常常

通过打击、辱骂甚至暴力等方式进行惩罚，通过高压式的教育来使得孙辈“听话”、“服从”。 

H 小朋友是草坝镇小学的一名低年级学生，其父母离异多年，父亲外出务工，每年过年回来一次且并不太关心

孩子的教养问题，孩子每月与父亲通话一次。孩子母亲由于离异并未抚养孩子，也不参与孩子的教养问题。由于“双

减”政策的规定，低年级学生不参加期末考试，所以 H 小朋友学业水平表现不明显。但在访问员几次上门访问并对

其辅导作业的过程中发现其记忆力很好，书写较为工整，在同龄人中属中上水平。H 小朋友总是表现出安静内敛的

形象。无论是面对访问员在聊天或辅导作业过程中的提问互动，还是其与奶奶之间的日常交流，H 小朋友的反应都

较为平淡，回复的语言一般也只有寥寥几字。当 H 小朋友受到奶奶训斥之时，“通常是低着头，没有明显的面部表

情，也不还嘴”，只是“静静地等待结束”。H 小朋友的奶奶每天都会监督其完成作业，当访谈员在为其辅导作业

时，发现当奶奶靠近时孩子会表现得很紧张，思维停滞，下不了笔。 

H 奶奶与老伴和孩子生活在一起，但由于其老伴身患疾病，常年坐在轮椅上，口齿也不清晰，H 奶奶担任起照

顾整个家庭的角色。H 奶奶性格火爆，日常琐事较多，较少与学校老师交流，但还是尤为关注 H 小朋友的教育问题。

H 奶奶每天都会抽出时间监督孩子完成作业，但经常因为“觉得孩子不好好完成作业”和孩子产生冲突，基本每天

都要骂他，奶奶自己认为自己这是“为他好，在教育他”。对于孩子的物质需求，H 奶奶表示“孩子太小，不给零

花钱，要买什么和自己说，只要是对他学习有帮助的都会买。” 

性格火爆，生活忙碌的 H 奶奶极其重视孩子的教育，但在此过程中常常采取打压式教育对孩子进行训斥与贬低，

https://doi.org/10.12677/ae.2024.144591


刘成 等 
 

 

DOI: 10.12677/ae.2024.144591 814 教育进展 
 

由于其缺少与学校老师及其他家长的交流与对照，没能发现自家孩子不错的学习能力；同时，也缺少耐心和精力来

关注孩子的内心世界。对此，H 小朋友采用的消极回避式反应策略使得其内心世界的保持封闭，这种自我防御机制

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奶奶打压式教育带来的伤害，但也使得祖孙间隔阂始终存在。 

外显式强权关系下的孙辈是冲突的被动承受者，在与祖辈的互动中，孙辈常常是“被提出问题”的

人。而这些“问题”则来自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在祖辈本人重点关注的领域尤甚。在此类互动形式中，

孙辈通常采用两种对应策略：“吃软不吃硬”的直接对抗以及“弱化存在”的消极回避。在前者“激进”

的对应策略下，祖孙矛盾常常近一步激化，但最终总以一方的退让而结束，问题也能够得以解决；而后

者的“回避”反应往往使矛盾保留，祖孙隔阂依旧存在。 

4.2. 放权型 

4.2.1. 开明式放权 
开明式放权指的是，祖辈作为权力的持有者，有的放矢地赋权给孙辈，根据孙辈不同年龄阶段生理、

心理特点针对式放权以期望达到双方的融洽氛围及孙辈的和谐发展、成长。这一类祖辈往往对教育呈开

明态度，关注孙辈的身心双方面发展，注重与孙辈的和谐关系以及孙辈的个人意识存在。 
采取开明式放权的祖辈大多都与孙辈关系亲密，孩子会向祖辈分享学校和生活里的趣事，大多时候

还是“比较听话”，性格以开朗外向型居多，但在成绩表现上略显不足。不过，开明式放权并不意味祖

孙之间必然就是亲密的关系，孩子性格也并不一定就是外向型。 

X 小朋友是该镇小学的一名三年级学生，其父母离异，父亲再婚并育有一女，长年在外务工。X 小朋友跟随爷

爷奶奶居住，其爷爷由于耳背，很少与其交流，主要教养责任由其奶奶承担。X 小朋友性格乖巧，学习认真，成绩

优异(爷爷奶奶都以为此骄傲)。关于自己与奶奶的相处互动，她表示：“我没有零花钱，但喜欢的东西奶奶都会给我

买，即使这个东西可能有点贵”；“奶奶每天早上上学前会给我编小辫子”；“我学习中的问题并不大，有时候做

作业会做到很晚，奶奶会陪着我”。在访问员及观察员与 X 小朋友相处的过程中，发现其很讲礼貌，孩子说“奶奶

教我要懂礼貌，见到认识的人打招呼。”不过，当 X 小朋友表达对家人的喜爱时，其表示“更喜欢爸爸和爷爷，因

为奶奶有时候要批评我。”X 小朋友感到爸爸对她也很好，因为爸爸会“嘱咐我好好学习，打工回来会给我们(X 小

朋友及其同父异母妹妹)买东西吃”。 

X 奶奶喜爱且怜爱这个孩子，从 X 奶奶的言行举止及 X 小朋友的回应中可以看出她十分满意孩子的表现，无论

是学业上还是生活上。关于 X 小朋友的学业问题，其奶奶还向访问员表示“这个孩子成绩好，自觉，从小我们就没

操心她这点，我们还担心她学的太多了呢”。从 X 奶奶的角度，她认为其儿子对 X 小朋友并不上心，“更多还是关

心他另一个孩子，两个孩子的关系也不太好”，她感到“可怜这个娃娃，但是她自己还是争气，听话懂事”。同时，

观察员也发现虽然其家庭环境较为一般，但是孩子的衣着仍然整洁，也很爱干净。与其妹妹相比，X 小朋友的生活

条件要差一点。 

总体而言，X 小朋友的生活条件与学业成绩的表现都较为良好。但其祖孙在关于某些方面的认知上产生了明显

差异：X 小朋友认为其父亲很关心、照顾她，而 X 奶奶则认为其儿子对大孙女的教养问题并不上心。这种差异产生

的原因，笔者认为可能在于双方“道德发展水平”不同。根据科尔伯格的道德发展理论[9]，对于小学三年级的学龄

期儿童来说，其道德发展可能仍属于前习俗道德水平，处于“相对功利主义取向阶段”，主要根据行为的直接结果

来判断是非对错。对于 X 小朋友来说，有时犯错被奶奶责备或惩罚的经历是不愉快的，这可能让自己对奶奶有了“一

些的不满”；而爸爸对自己的教育主要以口头语言形式表现，极少责备，相较于奶奶而言更加“和蔼”。而对于 X

奶奶而言，其道德发展早已处于最终的“普遍的道德原则定向阶段”，拥有自己固定的判断标准，在这个标准上，

其儿子对大孙女的教养是“不上心的”。 

https://doi.org/10.12677/ae.2024.144591


刘成 等 
 

 

DOI: 10.12677/ae.2024.144591 815 教育进展 
 

毫无疑问，亲子教育的缺失对留守儿童在家庭中的幸福感和安全感获得有着较大影响，而在某种特

定情况下，这种影响更为尤甚：对于某些父母长期陪伴缺位、关怀不周但又渴望父母之爱的孩子来讲，

双亲的关怀与照顾常常只是一种奢望，当他们偶然接受到其中的一丝丝温暖，便将这份稀有的“奢侈品”

呵护备至地“长存心中”。由于孩子对“稀有的父母关怀”极度向往，常常就导致其忽略了身边“细水

长流”的关爱与体贴。在这种情况下，祖辈的关怀没能被孩子察觉，而孩子向往的父母关爱却迟迟收不

到回音。即使是开明式放权，也难免存在如认知差异等矛盾冲突，不过也正是由于开明式放权所营造出

的和谐氛围，即使存在这些冲突，也很少造成祖孙之间破坏性的隔阂。 

4.2.2. 无能式放权 
无能式放权指的是祖辈由于自身教育观念及人生态度对隔代教育呈消极或冷漠态度，认为自己“无

能教养”或认为教养本身“无意义”，造成其较少关心孙辈教育问题、放任式地直接开放权力给孙辈，

而缺少约束与管教。 
大多数无能式放权的祖辈都有这样的“口头禅”：“XX 是天生的，是管不了的……”当然，一般情

况下这种“放任”主要还是体现在学业方面而非品行方面，不过也存在某些特殊家庭过于关注孩子学业

成绩而忽视性格与行为习惯的培养。无论如何，在现代“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教育理念之下，对“德

育”、“智育”的培养与重视都是缺一不可的，无能式放权显然不利于培养能够适应当下快速变化社会

的人才。 

Y 小朋友是一名即将升入五年级的高年级学生，家处 C 镇的山村地带，父母爷爷常年外出务工，跟随奶奶居住。

由于家在山顶离学校较远，且孩子学习不太跟得上的原因，奶奶把孩子送到了一个退休教师那里全托，孩子一周回

家领一次零花钱。Y 小朋友性格内敛，有过一次在学校被人欺负的经历，在面对同学的欺负时，Y 选择告诉奶奶，

而奶奶也理智地解决了这件事情。Y 小朋友每周回家也会跟奶奶分享自己的校园趣事以及托管生活，包括自己在托

管老师那里的食宿情况。 

对于 Y 小朋友奶奶而言，孙子是很孝顺、听话的。Y 会在家里帮奶奶做饭、洗碗、采茶叶、晒茶叶。对于教养

孩子的策略，Y 奶奶认为自己是“鼓励式教育”，其表示：就算孩子做饭不好吃也会鼓励他继续做，孩子还会自己

洗衣服，洗不干净也不会怪他，孩子也为自己的劳动自豪。Y 奶奶认为自己与孩子的关系十分融洽，当自己腰背不

舒服的时候，孩子会帮自己按摩敷药、帮忙做家务。 

当谈及孩子的学业问题，Y 奶奶表示有让孩子去上“补习班”，但让孩子“补习”的主要原因并不是为了“提

高成绩”，而是“缓解焦虑”。孩子曾有很长一段时间因为自己每天跟不上学校进度，回家的时候作业不会做每天

都哭，做不完作业不愿意睡觉，甚至焦虑害怕上学。Y 奶奶在与老师沟通交流之后，决定让孩子去上“补习班”，

期望依此缓解孩子的焦虑。而现在，奶奶则认为“他自从补习成绩跟上以后就没那么痛苦了”。 

然而，当访问员为孩子辅导作业时，却依旧发现孩子在数学学科上的弱势，在即将升入五年级的情况下，孩子

能掌握大部分的乘法运算，但却对除法运算束手无策。同时，在访问 Y 奶奶的过程中，对于孩子的“学业”问题，

Y 奶奶最为优先的个人看法，是“读书成绩是看天生的，我知道的某个女娃娃，家里从来不管(成绩)，但人家就是成

绩好……”。即使是让孩子去上“补习班”，主要目的也并不在于让孩子“提高学业表现”。Y 奶奶是个宽容的家

长，却也是个由于多种因素影响下的放任型家长，对她而言，试图从后天努力来改变 Y 小朋友的学业现状显然是“不

现实的”，也是“无意义的”。 

处在此种互动类型下的孙辈，通常存在两种主要特点。在放任学业而注重品行的祖辈教养策略下，

孙辈的学业表现往往中等偏下，有时其学业表现甚至与所处年纪完全脱钩，比如即将升入五年级的孩子

却不能掌握小学二三年级中的“除法运算”内容。而对于那些祖辈关注学业却放任品行培养的孩子来说，

暂且不论学业表现如何，他们的性格脾气以及生活习惯都在一定程度上表现紊乱，对自身情绪及行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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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与同龄人有一定差距。综合而讲，无能式放权的主要作用在于“解放”祖辈，而缺少对孙辈人生发

展的必要引导。 

5. 讨论与总结 

本文从农村留守儿童隔代教育中祖辈与孙辈双方的权力与互动关系对其进行初步分类，从权力处于

优势的祖辈一方的“赋权情况”以及祖孙采用的“赋权策略”和“反应策略”两个层次，将其划分为内

隐式强权、外显式强权、开明式放权、无能式放权四种类型。农村留守儿童隔代教育作为我国特定国情

下的本土社会产物，目前仍存在许多尚待关注、讨论的点：在本文八组隔代教育家庭中，实际的主要教

养人大多数都是“奶奶”或“外婆”的角色，从性别视角看待我国农村隔代教育是一个可切入的方向；对

于本研究中不同教育类型下孩子的应对策略及其生活、学业、性格等表现，可从抗逆力理论中“风险–

保护”两方面因素综合考虑分析；后续研究可从福利视角探究隔代教育教育中祖孙双方面临的福利困境。 
从家庭教育的结构来讲，留守儿童的隔代教育显然是不符合完整的家庭教育结构的。然而，内隐式

强权关系下的 L 小朋友也曾主动向访问员表示“我很爱很爱我的奶奶”；在家庭关系中不太喜欢奶奶的

X 小朋友总是下意识地表现出对奶奶的依赖与信任。文中每一个典例，都代表着一个不完整的家庭教育，

但这并不代表意味隔代教育这种“特殊的”、“不完整”的教育形态，相较于一般而言“完整的”教育

形态，一定处在“弱势”的一方。事实上，在本文所提到的家庭背景下，即使将这些孩子交给其父母抚

养，效果也未必比得过由祖辈抚养的隔代教育形态好，“隔代教育”本身之结构缺陷，远不如“教育意

识”丧失的“亲辈抚育”来得巨大。 
在留守儿童教育结构不可避免缺失的现实环境下，学界、社会与政府如何在实务介入与实际政策中

保障隔代教育中祖辈双方切实权利及福祉，是一个值得各方不断思考与探索调整的过程。本文引用研究

中的典例切实说明各类隔代教育类型，透过第三人称的描述性话语，力求展现真实、生动、确切的隔代

教育具体场景，有助于学界利用观察者的视角动态分析留守儿童教育图景，从而进一步深入洞悉我国农

村留守儿童隔代教育现状。作为帮助构建本土理论的初步尝试，本文试图从祖孙双方的权力及互动关系

角度对农村留守儿童隔代教育进行分类，这一处理方法将为后续相关研究及理论发展提供一定的参考价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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