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爺奶帶孫有一套 

   

現代社會雙薪家庭越來越多，家長們工作、育兒兩頭燒，需要更多資源的協助。此時，爺爺、奶奶們加入

照顧孫子的行列，對子女而言，無異是強而有力的後援，分擔了育兒的辛勞。對爺奶而言，也能再次感受

新生命的喜悅，為生活增添不少活力。然而，爺奶帶孫和父母帶孩子是不太一樣的，如果能掌握一些眉角，

會讓帶孫的過程更加順利、愉快。 

設定界限，知道自己的底限 

我們都愛我們的下一代，尤其華人父母常為孩子犧牲自己都覺得甘之如飴。也因此常看到長輩們為了不讓

子女太累而一肩扛下所有照顧孫子的責任。然而，我們都不是超人，特別是在年紀大了以後身體不如過去

硬朗，需要有充足的時間休息。孫子們個個精力旺盛，爺奶們很難跟得上。如果在照顧上感到過於吃力，

應與子女協調可以提供照顧的程度。畢竟，子女們同樣關心我們的健康狀況，也不會希望我們硬撐。要多

聆聽自己內在的聲音、看重自己的需求。不要等到身體累垮了才不得已要別人接棒。平時也要維持生活品

質，有休息、休閒的時間，「帶孫」這條路才能長長久久。  

尊重「子女才是孫子的父母」 

在育兒及教養上「孩子的父母才是主體」。因此不妨多與子女討論教養上的原則。華人的傳統重視輩份，

無形中會讓爺奶們覺得詢問子女的想法有點「卡卡的」。然而，一回生二回熟，由我們主動開啟溝通的橋

樑，會讓子女們覺得長輩好溝通，而不是高高在上。記得聽過一個例子：家中迎接新生命，爺奶協助照顧

孫子。有一天，爺奶去廟裡求了道平安符，想要壓在孫子的枕頭下，主動詢問子女。大家在討論後覺得放

在枕頭下可能會影響枕頭的平整，進而改為放在孫子的枕頭邊，皆大歡喜。這雖然只是一個很小的例子，

但是這例子中的長輩們充分尊重孫子父母的主體性、自主權。相信這對爺奶在日常生活中一定也是依循這

項原則。人是互相的，在互動中透露出的尊重，也會為他們贏得子女的尊敬與信任。相信未來在面臨孫子

教養上的狀況時，子女也會更願意聆聽爺奶們的意見。  

保持開放的心境、彈性 

新的生命意謂著新的經驗。從書店中一整櫃的育兒、教養書籍可以看出相關知識百家爭鳴，也就意謂著沒

有所謂「最好」的方式。隨著孩子日漸成長，教養的狀況會變得更多元複雜。每個孩子的天生氣質不同，

有時對大人們也是一種考驗。有時候，我們不妨主動詢問子女目前社會上的教養新知或新的資源（如：親

子館），能夠開拓視野。在遇到與子女的觀念、作法不同的時候，可以保持「互相尊重」的心態。用「我

覺得這個方式不錯，要不要試試看？」的方式詢問，並且「點到為止」。如果子女覺得有困難，我們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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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了解他們的想法，試著理解。或許，子女們的方式也有其道理。切忌直接在孫子面前反對子女的教養方

式。孩子的眼睛都是雪亮的，我們的插手只會讓孫子學到「西瓜偎大邊」的概念，同時也會影響我們和子

女間的關係。然而，要注意的是，如果子女們對教養的堅持會明顯增加爺奶的負擔，就要適時地反應，如：

子女堅持孫子一定每天要喝蔬果汁或者一定要人盯著孫子唸英文，那爺奶也可以表達自己的困難，適時請

子女安排並執行，不需一肩扛起。  

多看到好的面向、多讚美 

華人社會強調謙虛的美德，久而久之會讓我們習慣只看到缺點而非優點。好像很多優點都是「應該的」，

而做得不好的地方就是「不應該」。但其實古人說「貴其所長，忘其所短」，多看看、想想子女們做得好

的地方，或是他們教養方式背後的用心，就會發現其實大家都是為了孩子好。此外，華人也普遍較含蓄、

內歛，不太習慣口頭讚美。殊不知這是最事半功倍的方式。所謂「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愈思勉」。

當事人及周圍的人都會因為這些讚美而越加投入於做得好的地方，正向的循環即可因而展開。  

說話的秘訣 

提到「說話」，相信大家經歷了半輩子歲月的洗禮，都有一套說話技巧。對於「怎樣站在聽者的立場說話

能讓聽者覺得舒服」，每個人都有獨門的方式。但值得一提的是，如果真的想要提供一些與子女不一樣的

教養方式時，最好是與自己的兒子、女兒討論。因為「兒子」和「女兒」能夠與我們有話直說，討論後也

仍可以充分感受到我們對他們的愛，不會覺得有疙瘩。而「媳婦」及「女婿」畢竟和我們沒有長期建立關

係，還沒培養好默契，可能一時難以調適。其實想想，我們自己又何嘗不是如此？多年好友虧我們幾句，

我們也是笑笑就過去了，完全不會放在心上。然而，如果對方是不熟的人或是長官、長輩，即使我們覺得

對方說得有道理，或即使我們很尊敬對方，還是多多少少會感到壓力，或覺得自己「被提醒」。因此，如

果真的有一些建議，不妨選擇與「兒子」和「女兒」說。  

進階到「阿公、阿嬤」輩份，歲月累積的智慧就是我們最大的本錢，讓我們容易用更高的高度來接納育兒

可能面對的各式狀況。記得爬山健身時常會看到涼亭裡張貼著一些靜思語或勸世文。印象較深刻的是一篇

文章：「莫生氣」。裡頭有一句「…兒孫瑣事由他去」。我想，這裡的意思不是要大家壓抑怒氣、委屈自

己，而是請大家不需過度勞心、勞神，以更放鬆、豁達的胸襟去看待萬事、萬物。「多尊重、多交流、少

堅持」，就能夠與子女、孫子們建立更親密的關係。「兒孫自有兒孫福」，我們就輕輕鬆鬆地含飴弄孫，

享受天倫之樂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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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尊重、多交流、少堅持」，就能夠與子女、孫子們建立更親密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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