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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24年1月24日，党的二十大提出，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发展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隔

代抚育是当前我国多元化家庭结构和家庭功能的重要形态之一，在经历了20世纪家庭小型化、核心化的

变迁发展之后，由祖父母或外祖父母参与或者独立抚养孙辈的隔代抚养成为家庭应对育幼压力的主要途

径。本文通过调查分析了隔代抚育在现代社会中的现状与挑战，提出了实际可行的相关优化路径，对于

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促进代际和谐具有创新意义、一定的现实意义和指导价值。本文研究主要集中在

上海市松江区，可能无法全面反映全国隔代抚育的实际情况。后期可增加不同地区、不同经济背景下的

样本，以提高研究的代表性和普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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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n January 24, 2024, the 20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proposed to 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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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ement the national strategy of actively responding to the aging of the population and developing 
the pension industry and the pension industry. After the change and development of family mi-
niaturization and nucleation in the 20th century, intergenerational parenting with the participa-
tion of grandparents or independent raising of grandchildren has become the main way for fami-
lies to cope with the pressure of childcare.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and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
tion and challenges of intergenerational parenting in modern society, and proposes a practical 
and feasible optimization path, which has innovative significance, practical significance and guid-
ing value for coping with the challenges of population aging and promoting intergenerational har-
mony. This study mainly focuses on Songjiang District, Shanghai, which may not fully reflect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intergenerational parenting in China. In the later stage, samples from different 
regions and different economic backgrounds can be added to improve the representativeness and 
universality of the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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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一方面，“血缘”与“家族延续”的情结，让老人们对自己的子孙承担责任。另一方面，由于人口

结构和养育职能的快速变化，加之社会抚幼服务相对落后，子女养育压力逐渐由祖父母承担。学术界较

早关注了隔代养幼对老人身心健康的负面效应，并指出其可能导致祖父母提前退休、减少乃至放弃休闲，

然而，在“主动养老”和“三孩政策”政策背景下，关于隔代养幼与社会参与的角色转换困境的研究却

鲜有报道。实际上，这种角色转变的矛盾既违背了我国“促进老年人身心健康，扩大老年人社会参与”

的积极养老理念，也极大地制约了我国“三孩”政策对社会生育水平的促进作用[1]。 
2022 年，全国妇联关于“三孩生育”政策对家庭教育影响的调查中，50.1%的家长认为，祖父母是

否可以帮助照看子女，是决定是否要二孩的一个主要因素，虽然这一比率比入园、升学(83.7%)、经济情

况(72.8%)要低，但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家长们在生二胎甚至三胎的时候，会考虑祖父母是否会承担孩

子照顾的责任。 
总之，在当前的城市家庭中，存在着一个共同的问题：一是祖父母对子女的养育是一种天经地义的

责任，二是中国的家庭和社会都认可这种教育模式，所以，在城市家庭中，祖父母的参与就是一种弥补

父母缺位的有效途径[2]。祖辈在儿童教养过程中的素质、价值观等问题，关系到下一代团体的长期发展。

一方面，祖父母的养育方式在城市家庭中起到了正面的作用，他们的祖先有着非常丰富的人生经历和充

裕的时间，他们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起家庭教育的作用，让他们能够更好地融入到工作中来，让他们能

够更好地融入到家庭之中。另一方面，因为祖父母的教养理念、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并没有跟上时代的步

伐，他们对幼儿的教养方式和教养方式有所下降，相反，他们对幼儿的过分保护，这就造成了在城市家

庭中幼儿的行为、性格和社会交往等方面存在许多问题。而在儿童时期所形成的习惯和养育方法，对儿

童今后的工作、学习和生活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因此，解决好隔代养育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是非常重

要的[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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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市场调研——描述性分析  

2.1. 基本概况 

调查内容：当前社会背景下，我国隔代抚育市场现状以及市场需求； 
调查时间：2023 年 5 月~2023 年 6 月；调查方式：问卷调查； 
调查目的：通过对不同年龄段的人对隔代抚育的需求情况进行调查，从用户角度了解社会育儿压力

大小、隔代抚育市场现状、隔代抚育市场需求以及未来发展空间。 

2.2. 调查结果与分析 

2.2.1. 总述 
本次调查主要通过线上以及上海松江区 p 社区线下访谈发放进行，问卷有效填写人次 577 人次，调

查人群地域分布都比较广，其中主要集中在江浙沪皖地区及海南和北京地区，如图 1 所示： 
 

 
Figure 1. Regional distribution 
图 1. 地区分布 

 
年龄分布主要以青年、老年为主，其中青年为 216 人次，老年 361 人次(如图 2)。 

 

 
Figure 2. Age distribution 
图 2. 年龄分布 

104

74 72
66

60 55

4

37

11
20

9 14 10 7 7 5 4 4 3 3 2 2 1 1 1 1
0

20

40

60

80

100

120

上
海

安
徽

江
苏

浙
江

海
南

北
京

甘
肃

广
东

山
西

湖
南

广
西

山
东

天
津

四
川

辽
宁

河
南

陕
西

河
北

云
南

湖
北

贵
州

福
建

重
庆

新
疆

内
蒙
古

吉
林

问卷及访谈地区分布

216

361

0

50

100

150

200

250

300

350

400

青年 老年

年龄分布

https://doi.org/10.12677/ar.2024.112060


任宇琪 
 

 

DOI: 10.12677/ar.2024.112060 438 老龄化研究 
 

2.2.2. 具体数据分析 
(1) 老年人对帮助子女参与育儿过程的意愿程度分布 

 
Table 1. Frequency distribution of the elderly’s willingness to help their children participate in the child-rearing process 
表 1. 老年人对帮助子女参与育儿过程意愿的频数分布 

是否愿意帮助子女参与育儿过程 

项 频数 百分比 累计百分比 

非常愿意 145 40.00% 40.00% 

比较愿意 181 50.00% 94.00% 

不太愿意 35 6.00% 100.00% 

不愿意 0 0.00% 100.00% 

合计 361 100.00%  
 

如表 1 通过分析老年人对帮助子女参与育儿过程的意愿程度分布表得出： 
高度参与意愿：有 40%的老年人表示非常愿意帮助子女参与育儿过程。这部分老年人可能拥有较强

的家庭责任感，或者对孙辈有深厚的感情，愿意为他们付出时间和精力。积极参与意愿：另外 50%的老

年人表示比较愿意帮助子女参与育儿。这部分老年人可能认识到自己在育儿方面的经验和智慧对于子女

来说是有价值的，因此愿意在子女需要的时候提供帮助。有限参与意愿：有 6%的老年人表示不太愿意帮

助子女参与育儿。这部分老年人可能由于自身健康或其他原因，对参与育儿过程持有一定的保留态度。

然而，即使他们表示不太愿意，也并不意味着他们完全抗拒参与育儿，可能只是在特定条件下会有所保

留。无参与意愿：没有老年人表示不愿意帮助子女参与育儿。 
(2) 老年人在参与育儿过程中遇到的疑难问题分布 

 
Table 2. Distribution of difficult problems encountered by older people in the process of participating in childcare 
表 2. 老年人在参与育儿过程中遇到的疑难问题分布 

老年人参与育儿过程中最困扰的问题来源 

项 频数 百分比 累计百分比 

精力体力跟不上 144 40.00% 40.00% 

孩子身心健康 94 26.00% 66.00% 

与孩子父母育儿观存在差异 80 22.00% 88.00% 

其他 43 12.00% 100.00% 

合计 361 100.00%  
 

如表 2 所示，通过分析老年人在参与育儿过程中遇到的疑难问题分布表得出：40%的老年参与育儿

过程群体认为自己在参与育儿过程中精力体力难以跟上，26%的老年参与育儿过程群体认为孩子的身心

健康是他们关心的主要方面。这表明了，在我们平台的设计过程中，主要的育儿板块将会定位在帮助参

与育儿过程老年人更多的关注孩子的身心健康方面，引导他们更轻松地进行参与育儿过程。 
(3) 老年人是否使用智能手机查找过育儿相关内容数据分布 
如表 3 所示，从调研数据来看，使用智能手机查找育儿相关内容的人群与未使用过的人群相比较略

微居多，可以看出当前社会老年人在网上查找信息的能力有了提高，且有超过一半的老年人群利用智能

手机查找过育儿相关内容，结合当前我国整体人口情况，老年人口基数较大，从而可以推测老年人群在

育儿经验与知识获取方面对互联网的需求在逐步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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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 Whether the elderly used smartphones to find data on parenting-related content 
表 3. 老年人是否使用智能手机查找过育儿相关内容数据频数 

是否使用智能手机查找过育儿相关内容 

项 频数 百分比 

是 202 56.00% 

否 159 44.00% 

合计 361 100.0% 
 

(4) 老年人对参与育儿过程中遇到的疑难问题的解决途径分布 
在未使用智能手机查找过育儿相关信息的受访对象中，在育儿过程中遇到问题的解决途径分布： 

 
Table 4. Frequency distribution of data on ways to solve problems encountered in the process of parenting 
表 4. 参与育儿过程时遇到问题的解决途径数据频数分布 

参与育儿过程时遇到问题的解决途径 

项 频数 百分比 累计百分比 

按自己经验解决 201 55.56% 56.00% 

寻求他人帮助 60 16.67% 72.00% 

参考育儿书籍 40 11.11% 83.00% 

参考育儿频道 40 11.11% 94.00% 

置之不理 0 0.00% 94.00% 

其他 20 5.56% 100.00% 

合计 361 100.00%  
 

如表 4 通过分析老年人对参与育儿过程中遇到的疑难问题的解决途径分布表得出：绝大部分参与育

儿过程老人在参与育儿过程中遇到问题时，倾向于依靠自身参与育儿过程的经验进行解决，参与育儿过

程老人可以在经验交流区进行已有参与育儿过程经验的交流。同时其余参考育儿书籍和电视育儿频道这

两项内容，也证明本平台最终将实现育儿资源整合目标并具有较大用户参考价值。 
(5) 老年人群通常利用智能手机查找育儿信息的渠道分布 
在使用智能手机查找过育儿相关信息的受访对象中，在育儿过程中遇到问题的解决途径分布如表 5： 

 
Table 5. Distribution of channel data for older people who usually use smartphones to find parenting information 
表 5. 老年人群通常利用智能手机查找育儿信息的渠道数据分布 

老年人群通常利用智能手机查找育儿信息的渠道分布 

项 频数 百分比 

网页搜索 146 40.54% 

微信公众号 215 59.46% 

抖音等短视频平台 166 45.95% 

群聊沟通 117 32.43% 
 

由表 5 数据可知，老年人群利用智能手机查找育儿相关内容的渠道十分丰富，形式也各有不同，可

以看出现今互联网平台上可以提供关于隔代抚育经验与知识的渠道是非常多的，这也从侧面反映出现今

互联网平台上关于隔代抚育的经验分享内容核分享形式也越来越丰富多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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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老年人群对网上提供的育儿方法采纳程度分布 
在使用智能手机查找过育儿相关内容的受访对象中，对网上内容的采纳分布如表 6： 

 
Table 6. Frequency distribution of data on the degree of adoption of parenting methods provided by the elderly population 
on the Internet 
表 6. 老年人群对网上提供的育儿方法采纳程度数据频数分布 

老年人群对网上提供的育儿方法采纳程度分布 

项 频数 百分比 

全部采纳 10 2.70%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351 97.3% 

不采纳 0 0% 

合计 361 100% 

 
通过调研发现，所有被调查对象都会对网上提供的方法予以采纳，采纳程度有所不同，由此可以看

出网上的育儿经验方法对隔代抚育实际生活会产生具体影响，因而网上育儿经验的优劣区分对当前参与

隔代抚育的老年人群来说是十分重要的工作。 
(7) 幼儿父母育儿难度分布 

 
Table 7. Frequency distribution of parenting difficulty data of young children 
表 7. 幼儿父母育儿难度数据频数分布 

项 频数 百分比 

是 148 68.33% 

否 68 31.67% 

合计 216 100% 

 
如表 7 所示通过分析上图数据：68.33%的幼儿父母育儿感到困难，而 31.67%的幼儿父母育儿相对容

易。这一数据表明，社会大部分的育儿家庭，出于工作生活等压力，在育儿过程中有不同程度的苦难，

大部分家庭都并非是父母照顾孩子，也会有其他家庭成员加入到孩子的抚育过程中。 
(8) 祖父母参与抚育小孩的程度分布 
在已有幼儿需要抚育的中年受访对象中，祖父母参与幼儿抚育的现状分布如表 8 所示：(1 代表参与

程度低，2 代表参与程度较低，3 代表参与程度一般，4 代表参与程度较高，5 代表参与程度高) 
 
Table 8. Frequency distribution of grandparents’ involvement in childcare 
表 8. 祖父母参与抚育小孩的数据频数分布 

项 频数 百分比 

1 25 6.67% 

2 78 21.67% 

3 96 26.67% 

4 132 36.67 

5 30 8.33% 

合计 361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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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表 8 的数据，我们分析了祖父母参与幼儿抚育的现状。结果显示，在受访的中年家庭中，绝大

多数祖父母都参与了孙辈的抚育过程，且参与程度普遍较高。整体平均值 3.18 反映了祖父母在孙辈抚育

中的积极作用。这一广泛的参与程度表明，互联网知识分享平台在辅助祖父母更好地参与孙辈抚育方面

具有庞大的受众群体和潜在影响力。因此，针对这一群体提供针对性的服务和内容，将有助于增进家庭

和谐与代际交流。 
(9) 父辈对祖父母参与抚育小孩的需求程度分布 
在已有幼儿需要抚育的中年受访对象中，对祖父母参与幼儿抚育的需求分布：(1 代表需求程度低，2

代表需求程度较低，3 代表需求程度一般，4 代表需求程度较高，5 代表需求程度高) 
 
Table 9. Distribution of parents’ demand for grandparents to participate in child rearing 
表 9. 父辈对祖父母参与抚育小孩的需求程度分布 

项 频数 百分比 

1 47 21.67% 

2 43 20% 

3 65 30% 

4 18 8.33% 

5 43 20% 

合计 216 100% 
 

如表 9 在受访的人群家庭当中，祖父母参与抚育小孩的需求程度平均值为 2.65。与上一组数据对比，

幼儿父母对于祖父母参与到孩子的抚育存在一定需求，幼儿父母在幼儿抚育有减轻压力的需求。幼儿父

母对祖父母参与幼儿抚育的需求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整体需求程度中等偏上。同时，不同家庭在育儿

观念和实际需求上存在差异。 
(10) 未生育家庭对老人未来参与育儿过程的需求程度 
在目前没有幼儿需要抚育的中年受访对象中，对未来祖父母参与幼儿抚育的需求分布：(1 代表需求

程度低，2 代表需求程度较低，3 代表需求程度一般，4 代表需求程度较高，5 代表需求程度高) 
 
Table 10. The degree of demand for the elderly to participate in the child-rearing process in the future of non-childbearing 
families 
表 10. 未生育家庭对老人未来参与育儿过程的需求程度 

项 频数 百分比 

1 53 24.53% 

2 41 18.87% 

3 54 25.16% 

4 31 14.47% 

5 36 16.98% 

合计 216 100% 
 

如表 10 未生育家庭对老人未来参与育儿过程的需求程度上表分析得出，56.60%父母对于老人未来参

与育儿过程存在较高的需求，并且幼儿抚育过程中对于祖父母能够较大程度的参与也有一定的需求，只

有 24.42%的父母对于祖父母参与有幼儿的抚育需求较少。在一定程度上反应了当今的社会现象，隔代抚

育现象社会比较普遍。 

https://doi.org/10.12677/ar.2024.112060


任宇琪 
 

 

DOI: 10.12677/ar.2024.112060 442 老龄化研究 
 

(11) 您父母是否愿意帮忙带小孩统计分布 
 
Table 11. Data frequency distribution of whether your parents are willing to help with children 
表 11. 您父母是否愿意帮忙带小孩数据频数分布 

项 频数 百分比 

愿意 156 72.33% 

不愿意 18 8.18% 

不了解 42 19.5% 

合计 216 100% 
 

如表 11 在所有受访对象中，有超过七成的人表示父母有意愿帮忙参抚育幼儿，只有不到一成的人表

示父母无此方面意愿，由此可以看出当前社会中大部分老年人都有意愿参与隔代抚育活动，隔代抚育市

场有较大发展空间。 
(12) 参与育儿过程老年人对智能手机使用熟练度分布 

 
Table 12. Distribution of smartphone proficiency among older adults involved in the childcare process 
表 12. 参与育儿过程老年人对智能手机使用熟练度分布 

是否对智能手机的使用困难 

项 频数 百分比 累计百分比 

不困难 87 24.00% 24.00% 

不太困难 173 48.00% 72.00% 

比较困难 79 22.00% 94.00% 

困难 22 6.00% 100.00% 

合计 361 100.00%  
 

如表 12 通过分析老年人对智能手机使用熟练度分布表后得出：绝大部分参与育儿过程的老年群体对

智能手机的使用的熟练度较高，说明老年人对智能手机的使用是有基本的认知的。但存在 28%的参与育

儿过程老年人群体对于智能手机的使用是比较困难的。 
(13) 与他人分享育儿经验的意愿分布 

 
Table 13. Frequency distribution of willingness to share parenting experience with others 
表 13. 与他人分享育儿经验的意愿频数分布 

项 频数 百分比 

非常愿意 130 36.00% 

比较愿意 166 46.00% 

不太愿意 50 14.00% 

不愿意 15 4.00% 

合计 361 100% 
 

如表 13 在受访的老年人群中，大部分人表示有较强的育儿经验分享意愿，少部分人表示不太愿意分

享及不愿意分享，由此推测在整体老年人群体中，大部分人群都有自己的育儿经验并且伴随着较强烈的

分享意愿，假设提供相关的分享平台，则部分人群将会积极参与到平台上的经验分享活动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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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4. Correlation analysis 
表 14. 相关性分析 

相关性分析 

 老年人对智能手机使用熟练度 是否使用智能手机查找过育儿内容 
分享育儿经验分享意愿 0.97** 0.99** 

是否使用智能手机查找过育儿内容 0.98** 1 
**p < 0.01. 
 

上表 14 使用相关分析去研究“老年人对智能手机使用熟练度”，“是否使用智能手机查找过育儿内

容”分别与“分享育儿经验分享意愿”，“是否使用智能手机查找过育儿内容”之间的相关关系情况，

并且使用 Pearson 相关系数去表示相关关系情况。从上表可以看到： 
“老年人对智能手机使用熟练度”分别与“分享育儿经验分享意愿”，“是否使用智能手机查找过

育儿内容”之间均呈现出显著性(p < 0.01)，并且相关系数值均高于 0.7，说明“老年人对智能手机使用熟

练度”分别与“分享育儿经验分享意愿”，“是否使用智能手机查找过育儿内容”之间均有着非常紧密

的正向相关关系。类似的，“是否使用智能手机查找过育儿内容”与“分享育儿经验分享意愿”之间也

会有着非常紧密的正相关关系，相关系数值是 0.99。 

3. 现状分析 

3.1. 现状分析 

3.1.1. 隔代抚育社会现状 
(1) 根深蒂固的家庭伦理观念 
长期的宗法制社会，形成了我国民众浓厚而独特的家庭伦理思想。所谓“含饴弄孙”，不仅是祖辈

追求的理想境界，更是他们的自觉责任。祖辈认为抚养孙辈是理所应当顺其自然的并且乐在其中[4]。 
(2) 幼儿父母工作压力大 
当今社会知识经济发展迅速，许多在农村的农民工为适应社会发展和生活需要而外出工作，把孩子

留给自己的父母抚养便成为他们现实的选择。在城镇，人们生活节奏快，生存压力大，让奔波于职场的

双职工父母对隔代教育的需求更加迫切。 
(3) 年轻父母对儿女养育经验不足 
长期执行的强制性计划生育政策使得如今大量的年轻父母是家中的独生子女，使其在养儿育女方面

更不知所措[5]。祖辈退休后时间充裕、精力尚可，更多地将注意力集中到子女的生活与孙辈的抚育中，

想要为子女分担压力，因而强烈而主动地负起隔代教育之责[6]。 
当前已有隔代抚育主要以父母、祖父母同时参与幼儿抚育活动的形式为主，在祖父母参与抚育幼儿

过程中大都遇到过类似于与孩子父母育儿从在差异，无法完全胜任孩子的教育等问题。 

3.1.2. 老年人群智能手机使用现状 
经过我们团队的市场调查，受调查的 48%的老年人都能够使用智能手机进行一些简单的操作，如使

用微信进行付款、实时通讯、公众号查看等；受调查的 24%人老年人能够通过智能手机进行较复杂的操

作，如拍摄视频上传，进行图片编辑等。 

4. 调查结论 

4.1. 老年人参与隔代抚育意愿积极 

多数受访者均表示，他们很乐意去主动地帮助子女参与育儿过程，或当他们的子女表明让他们去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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忙带小孩的这方面的需求的话，他们也均会尽量去满足[7]。 

4.2. 老年人参与隔代抚育存在困扰 

问题集中在自身精力体力跟不上和担忧其孙辈的身心健康方面，出现这类问题的主要原因是孩子过

于活泼吵闹，或者是不放心孙辈的吃穿住行以及孙辈学习的新鲜事物居多自身难以迅速掌握等方面[8]。 

4.3. 老年人智能手机使用熟练度较高 

从当前情况看，多数老人都能较熟练地使用微信的主要功能、使用网页查询、查看新闻应用类软件

等，来进行他们的日常交流及信息摄入。并且他们也表示，只要应用软件足够简单易上手是都能在一定

时间内掌握的[9]。所以，对我们的目标客户群体，做到有针对性的改进，将平台做到简洁方便易上手是

留住我们目标老年用户的关键因素之一，这也为增强我们的用户粘性上提供了思路。 

4.4. 老年人群网上育儿资源查找需求较大 

随着互联网及技术的发展，老年人对互联网的应用也越来越多，在育儿方面，由于当前时代发展不

同，许多老年人曾经的育儿方式在当前已经不再适用，因此多数老年人在育儿经验查找方面都选择了在

互联网平台进行，通过互联网了解更多科学合理的育儿方法[10]。 

4.5. 网上隔代抚育相关内容丰富，但内容杂乱、良莠不齐 

现今互联网平台上关于隔代抚育的经验分享非常丰富，老年人群可以通过如微信公众号和抖音等诸

多平台进行搜寻；但与此同时丰富的信息涌现也带来了信息甄别的问题，当前互联网上关于隔代抚育的

内容多而杂，质量良莠不齐，对于老年人群而言鉴别其优劣存在一定的困难。 

4.6. 老年群体育儿经验分享欲望较高 

参与隔代抚育的老年人群中大多都是第二次抚育孩子，在育儿方面有自己的相关经验，同时这其中

大部分人群还伴随着较高的分享欲望，愿意积极参与到参与育儿过程经验分享交流活动当中[11]。 

4.7. 幼儿父母对祖父母参与隔代抚育需求较高 

当今的 80、90 后一方面面对着巨大的工作压力，另一方面需要养育老人，还需要抚育幼儿。在幼儿

抚育过程中，幼儿抚育需要占据大量的时间的精力，与工作相冲突。综上所述，当今社会上的育儿家庭

对于祖父母参与幼儿的抚育存在较高需求。 

4.8. 老年群体有意愿参与隔代抚育 

四世同堂，儿孙满堂是很多老年人对家庭的美好希望，所以大部分父母对于参与子女的育儿过程持

积极状态。而如今一方面部分 90、80 后工作压力大，另一方面父母愿意和孙辈多交流。综上所述，即使

对于未生育家庭，祖父母也愿意参与到幼儿的抚育过程中，对隔代抚育的现状还是持乐观态度的[12]。 

5. 隔代抚育问题优化路径分析 

5.1. 转变家长教育观念，提升家庭教育能力 

第一，必须改变父母的教育理念，提高他们的家庭教育水平。建议学校或专业院校聘请专家，组建

家庭教育指导团队，根据不同需求制定相应的教育规范，可以使社区父母或家庭中的老年人在家庭教育

方面有一个新的认识，并与之建立起良好的亲子关系，从而使社区的父母教育水平得到全面的提高，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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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有助于创建学习型家庭。 
家庭层次三代人的相处要相互包容理解、妥协和让步，特别是祖父母和孙辈间的协作。身为祖父母，

在面对父母的观点和看法不同的时候，要勇于接纳新的思想，防止和子辈发生正面的冲突，适当地回避

和包容，这对保持代际关系的融洽是有益的。身为子女，要关心、理解和尊重老人，在遇到问题的时候，

要及时地进行沟通和解决，以免把一些小事变成大事。另外，要将养育子女的家庭划分清楚，使每个人

都有自己的职责。不同的世代是不可避免的，所以在相处过程中，我们应该学会尊重对方的习俗，多进

行沟通和交流，互相包容、理解，适当地作出一些妥协和让步，才能保持一个家庭的和睦。 

5.2. 政府主导、学校主体、社区参与 

在体制上，应建立“政府主导，学校主导，社区参与”的协作机制。家庭教育需要学校、社区和政

府的共同努力。学校应充分发挥其主导作用，在家校协同的基础上，提出在每个学期对父母进行最少一

次的家庭教育培训；社区应在农村构建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网络，一方面，利用主题活动和培训，增强本

地人对家庭教育的关注，另一方面，还可以与社区本地的资源相结合，为开展家庭教育活动提供合适的

场地和条件。各地政府要根据当地的实际，发布协调合作指南，为本地开展家庭教育工作提供依据、支

撑和评价依据，建立具有区域特点的协作模式。 
政府与社会应对儿童养育费用进行分摊，以减少儿童的负担。伴随着社会的变革和发展，一方面，

儿童正逐步向(准)公共产品、社会投资品转变；另一方面，由于养育费用的持续增长，传统的以核心家庭

为主体的养育模式需要转变，在某种意义上，政府应该分担一部分养育责任。一方面，政府应该为居家

育婴提供相应的补贴和发展公立托养服务。城市生活的压力、公共教育产品的短缺、教育产品的市场化，

都使育儿费用增加，特别是在二孩政策下，公共教育产品变得更加匮乏，所以，政府应当增加对公共教

育产品的投资，并为其提供适当的育儿补贴，共同分担育儿费用。二是要改进休假制度，加强其执行效

果的监督。欧洲有些国家实行了不仅针对妇女而且还针对男子的育儿假，我国在这一点上非常不足，现

行的产假和哺乳期假在实际执行中也遇到了困难，缺少有效的监督制度，不仅没有发挥出应有的效果，

还让妇女在工作中遇到了困难。 

5.3. 构建家庭教育监管评价制度 

第三，要建立家庭教育督导评估体系。地方政府或基层机构要科学、经常地对各地的家庭教育发展

情况进行监督，组建督导小组，对各个地区的家庭教育执行情况进行督导评估，在评估的基础上，确定

一批家庭教育工作先进的区域和示范单位，并将其作为当地政府执行教育综合奖励的基础，对家庭教育

的缺失和失范行为进行干预。 
解决“隔代养育之苦”的最重要措施，就是要制定强有力的公共政策托底，使更多的家庭“幼有所

托，幼有所育”，而不是由家庭来承担这一社会成本。如果社会能建立起一种多元化、多层次的、老百

姓负担得起的婴幼儿照护服务模式，并形成标准化、普惠式的婴幼儿养育服务市场，以加大政府投入减

轻青年家长的重担，就有可能使隔代育成为千家万户的无奈之举。到时候，哪怕是“三代同堂”，也不

会有太多的家庭冲突。 
在我国，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都要保持一个好的代际关系，合理的代际分工和协作，这样才

能创造出一个和谐的家庭环境，使隔代教育能够更好地发挥它的作用。在这一基础上，我们期望能够

找到一种新的由政府和家庭共同承担的方法，在制度的层次上，可以通过各种方法来降低育儿的费用

和负担，使家长能够更多地参与到孩子的成长当中，更好地培养孩子，使他们成为将来社会建设的中

坚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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