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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了解隔代抚养对 ! aJ 岁小儿心理发展的影响% 方法%采用上海复旦大学儿科医院 8EL

(# a;岁儿童智能发育筛查量表)对 QQJ 例 ! aJ 岁隔代抚养儿和 QQJ 例 ! aJ 岁父母抚养儿进行对照研究% 结果

%隔代抚养组在运动区的发展与父母抚养组比较$差异无显著性$而在社会适应*智力等发展区域均落后于对照组$

差异有显著性("O#6#!$"O#6#V)% 结论% 隔代抚养方式对幼儿心理行为发展有不良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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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抚养#心理发展#婴幼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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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代抚养是指年轻家长因为工作或家庭等原因

把孩子抚养和教育的责任全部交给自己的长辈养育

的形式% 儿童的隔代抚养在中国仍然是家庭教育的

一种主要形式% 近年来$# aJ 岁儿童的隔代抚养已

引起社会的关注$也发现存在一些弊端% 收集 "##=

年 < 月a"##< 年 = 月定期保健检查的 ! aJ 岁隔代

抚养儿和父母抚养儿进行对照研究$探讨隔代抚养

对儿童智能发展方面的影响$并提出教养建议%

$H对象与方法

$6$H对象

隔代抚养组&祖父母或外祖父母抚养儿 QQJ 例$

男 ""# 名$女 ""J 名$年龄 !" aJ; 个月("J6= b"6!

月)$父母见孩子每月
!

" 次$未上幼儿园#父母抚

养组 QQJ 例$男 "J! 名$女 "!" 名$年龄 !" aJ; 个月

("J6J b"6" 月)$父母带养为主$父母与孩子每天见

面$未上幼儿园% 两组均为西安市户口$年龄及性别

分布差异无显著性("R#6#V)% 排除有脑损伤史*

脑瘫*孤独症*脑发育不全*听力异常的患儿%

$6!H方法

!6"6!%使用工具%%采用全国城市常模 # a; 岁发

育筛查测验量表及工具(8EL)$该测验量表及工具

为上海复旦大学儿科医院 8EL编制组编制!!"

$有

!"# 个项目$运动区*社会适应区各 J# 个项目$智力

区 ;# 个项目% 常模分为发育商(8n)和智力指数

(dC)测量两部分% 按8n结果分为三类&正常
!

<V$

可疑 =# a<Q$异常O=#% 研究人员经正规培训并熟

练掌握测验方法% 对两组出生前后发育*健康和疾

病等相关资料进行详细调查$并进行8EL测验%

!6"6"%统计学方法%%采用卡方检验$"O#6#V 为

差异有显著性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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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结果

!6$H两组抚养者文化程度比较

隔代抚养组 =#U为初中以下文化程度$"#U为

高中文化程度$!#U为大学文化程度% 父母抚养组

<#U为高中以上文化程度$"#U为初中以下文化程

度% 两组在文化程度上差异有显著性("O#6#V)%

!I!H两组P\值结果分布状况比较

隔代抚养组中 8n值 O=# 及 =# a<Q 的儿童比

例明显高于父母抚养组$差异有显著性("O#6#!)#

父母抚养组中 8n值 R$# 和 R$V 的儿童明显多于

隔代抚养组$差异有显著性("O#6#!)#而 8n值在

<V a<$ 范围的儿童比例$两组差异无显著性%

见表 !%

%%表 $H隔代抚养与父母抚养组P\值结果分布的比较

例(U)

组别 例数 O=# =# a <V a $# a R$V

父母抚养组 QQJ !#("6J) =(!6;) !;"(J;6;) !VV(JV6#) !#$("Q6;)

隔代抚养组 QQJ !J;(J#6=) !#Q("J6V) !V"(JQ6J) "=(;6!) "Q(V6Q)

!

"值 !JV6$= $;6$! #6Q$ !!J6"$ ;J6$"

"值
!

#6#!

!

#6#!

#

#6#V

!

#6#!

!

#6#!

!6&H两组在运动区'社会适应能力区'智力区正常

儿童人数的比较

隔代抚养组与父母抚养组在运动区*社会适应

能力区*智力区的分布比较显示$两组在运动区的发

展差异无显著性("

#

#6#V)#而在社会适应能力和

智力区父母抚养组明显优于隔代抚养组("O#6#!#

"O#6#V)$差异有显著性意义% 见表 "%

%%表 !H两组运动区'社会适应能力区'智力区正常儿童

人数的比较 例(U)

组别 例数 运动区 社会适应能力区 智力区

父母抚养组 QQJ Q!"($V6#) Q#J($!6#) Q!;($J6$)

隔代抚养组 QQJ J$<(<$6<) "!"(Q=6$) "VJ(V=6!)

!

" 值 "6<" !$J6$J !;"6!V

"值
#

#6#V

!

#6#!

!

#6#V

&H讨论

在社会适应能力区相比$隔代抚养组明显低于

父母抚养组% 其原因首先可能与隔代抚养者对孙辈

过度呵护*生活照顾周到*替代做的多$使孩子产生

依赖心理$导致生活应对能力低*自理能力差等% 其

次是过度担心$担心被别人伤害而尽量减少与其他

小朋友的接触$担心生病避免去人多的地方$直接导

致孩子接触小朋友的机会减少$加之不自觉的语言

灌输周围什么都很危险$导致孩子在认知上的错误

(这世界很可怕)$从而不敢主动接触事物$阻碍了

主动性*尝试性*创造性的发展% 最后$! aJ 岁其

间$正是依恋的产生与发展的关键期$依恋关系明确

期(= a"Q 个月)$孩子与特定个体逐渐形成-内部

工作模型.% 这种内部工作模型是孩子人际交往的

基础% 所以$在此期间$如果封闭式带养将会影响人

际交往能力的发展%

从智力指数的结果看$隔代抚养组明显低于父

母抚养组$其原因可能&

"

从本研究资料看$隔代抚

养者与父母抚养者$在文化程度上形成倒置现象$说

明大多数祖辈文化水平不高$接收知识信息和新兴

科技的能力有限$加之观念陈旧$缺乏超前意识$缺

乏如何训练的理解*想象*推理等创造性思维%

#

许

多祖辈少言寡语$也不喜欢儿童喧闹$因此儿童缺乏

充分交流沟通的对象和机会$所以容易出现言语发

育迟缓$语言表达能力落后%

$

由于祖辈体力的关

系$很少带领或陪伴儿童户外活动$因而减少了许多

感官训练的机会$尤其是儿童在视觉上对大自然的

欣赏和探索%

%

过度保护$使其动手能力差$好奇

心及敢于尝试的创造性行为减弱% 因此$隔代抚养

可能阻滞儿童智能的培养和发展%

综上分析$隔代抚养对心理行为发展的影响不

容忽视$建议要关注儿童多元智力的发展$包括语

言*逻辑数理*空间*身体运动*音乐*内省*人际等多

种能力% 在发展的早期$重要的不是知识的灌输$而

是提供或创造一种丰富*适宜的环境$促使婴幼儿的

整个大脑全面成熟的教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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