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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10 月，省关心下一代
工作委员会在益阳召开了隔代家
庭教育座谈会。省关工委主任杨泰
波指出：协助党委政府及有关部门
抓好隔代家庭教育，是省委交给全
省各级关工委的一项重要任务，是
省委的重托，也是省关工委布置的
一个规定动作。会议要求，迅速把
隔代家庭教育抓起来，切实抓出实
效，向各级党委政府交上一份满意
的答卷。

一、隔代家庭教育概念
完整的教育体系包括家庭教

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三个部
分。家庭教育是基础，学校教育是
重点，社会教育是家庭教育和学校
教育的延伸。

家庭教育又分为亲子教育和隔
代家庭教育（以下简称隔代教育）。
亲子教育是指父母直接对子女进行
抚养教育的活动和现象，隔代教育
是指第一代（也就是爷爷奶奶、外公
外婆）对第三代（也就是孙子孙女、
外孙外孙女）进行抚养教育的活动
和现象。隔代教育这个名词是随着
教育形式的发展在近几年才提出来
的，也把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称之
为隔代家长。

隔代教育又可以分为完全隔
代教育和不完全隔代教育两种
模式。完全隔代教育是指孩子的
生活和教育完全由爷爷奶奶或
外公外婆承担，比如农村的留守
儿童家庭；“只生不育”、父母亲
当“甩手掌柜”的家庭。不完全隔
代教育是指孩子的生活和教育
是由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为主、
父母为辅分担的。这种模式以城
市居多。

二、抓好隔代教育的重大意义
隔代教育，从古至今都是中国

的一个突出现象，也可以说是中国
一大特色。其他国家基本上没有隔
代家庭教育的说法，法律规定和人
们的观念就是一代管一代，管到18
岁以后就不管了，爷爷奶奶（外公
外婆）根本没有抚养教育孙子孙女
（外孙外孙女）的义务。为什么在我
们中国，隔代教育的现象如此普
遍？这有历史渊源，也有现实原因。
中华文化和民族遗留下来的固有
习惯，即“老人带孙子是天经地义
的”。千百年来，中国的老年人就是
一代一代默默奉献子孙而无怨无
悔，他们对第三代关爱有加，吃喝
拉撒玩乐教，无所不管，无所不及，
无微不至，有的一包到底，直到自
己一天天老去，还乐此不疲。

而现实原因是，随着中国经济
飞速发展和改革开放不断深化，隔
代教育现象更加凸显。主要是由于
农村绝大部分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
工和经商创业、城市职工的工作压
力大，于是相当一部分小孩由爷爷
奶奶或外公外婆抚养教育。据有关
方面提供的数据，2018 年，全国共
有留守儿童 697 万余人，其中的
96%由祖辈抚养教育。在邵阳，小孩
基本上都是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在
抚养照管，很少有请保姆的。这就意
味着这些孩子的祖辈成为他们最早
的老师。从一定意义上说，这些孩子
的前途命运在很大程度上掌握在他
们的祖辈手里。因为青少年阶段，是
人生的“拔节孕穗期”，是人生观、世
界观、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他们
人生的第一粒扣子能否扣好，直接
关系到他们以后成为什么样的人。

我国的隔代家庭教育有的还
做得真不错、效果很好。但也不尽
然，很多是勉强的、不成功的，还
是存在不少问题，无论是老人还
是年轻人，都有吐不完的槽，说不
尽的酸甜苦辣，因此而引发的家
庭矛盾和冲突也不断增多，引起
了社会的广泛关注。这么多的孩
子接受隔代教育，已经不是一个
简单的家庭问题，而是一个关乎
国家、关乎民族未来的大事。正因
为如此，习近平总书记极为重视
家庭教育，做过一系列重要指示，
特别强调“我们都要重视家庭教
育、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
风。”市委市政府专门建立了家庭
教育联席会议制度，并把隔代家
庭教育作为一个突出重点，明确
关工委协助抓好落实。

三、隔代教育的优势与弊端
隔代教育的优势与弊端也十

分明显。我们抓好隔代教育，就是
要扬长避短，取优去弊，尽量发挥
优势，避免短板，让孩子健康成长、
终身受益。

（一）隔代教育的优势
抚育经验丰富。隔代家长都有

抚育孩子的丰富实践经验，可以弥
补年轻父母在抚育孩子方面的经
验空白。

精力、时间充沛。现在的隔代
家长大都 55 岁（女），60 岁（男）退
休，赋闲在家，身体好、时间足，在
国家保障政策的支撑下，不再有工
作压力和生活拖累，在心态上比工
作紧张、竞争激烈、压力繁重的年
轻父母要好得多，有耐心去陪伴、
教育下一代，从而使年轻的父母有
充裕的时间致力于工作。

感情基础深厚。俗语说得好，
“老小孩、小小孩”，也就是说老人
自身都有一种儿童心态，特别喜欢
与孩子玩乐，加之天生的血缘亲，

“隔代爱、爱至深”，极易与孙辈建
立融洽的感情。同时，老人们在享
受含饴弄孙的天伦之乐时，能够从
孙辈的成长中获得生命延续的成
就感，可以缓解老人们的孤独情
绪，促进健康长寿。

（二）隔代教育的弊端
过度宠爱。多数隔代家长由于

年轻时生活条件和工作条件差，没
有给予子女很好的照顾，因而想把
更多的爱补偿到孙辈身上，重物
质，轻精神，结果造成对孩子的过
度宠爱，甚至溺爱。这容易造成孩
子任性放纵、依赖性强和生活自理
能力低下的严重后果。

观念过时。隔代家长的受教育
年限低于子女受教育的年限，其教
育观念陈旧落后。还有一些老人因
文化低、思想旧、有意无意地给孩
子传播落后观念和封建迷信思想，
无形中形成了孩子接受新思想新
知识的障碍。

忽视成长需求。隔代家长大都
不懂科学育儿知识，不了解孩子的
年龄生理特点，不了解孩子爱动、爱
玩的天性，思想保守，不敢放手发挥
孩子的天性，影响孩子的优良个性
发展。

造成亲子感情隔阂。孩子若长
期与祖辈生活在一起，与父母分
离，缺少应有的交流时间和空间，
会使父母与孩子之间心理疏远，产
生感情隔阂。

（作者系市人大原副主任，市
关工委主任）

抓好隔代教育 促进社会和谐
——隔代家庭教育问题及对策（上）

李晓红

刚 从 部 队 转 业 那
年，我被安排到办公室
工作，和一些军转干部
一样，心里有股傲气，总
认为自己是带兵的人，
对端茶倒水搞卫生这些
服务性工作看不上眼，
觉得转入公务员单位的
路走对了，门进错了。

当时，单位办公在
一座没有电梯的旧式楼
里，会议室在顶楼，与茶
水间隔着好几间办公
室，负责茶水服务十分
不便。一次召开系统会
议时，参会人员较多，有
些人的茶杯见了底，我
装着没看见。这时，一
位分管领导却站了起
来，不动声色地到茶水柜上拿起水壶帮大家
添水了。

从这位领导会场添水的娴熟动作来看，
他没有半点“面子负担”。早晨上班时，他从
不让办公室人员清扫室内卫生、整理办公用
品，看到走廊里有脏物，还会拿起水桶、扫帚
去清扫一番。有人曾示意他别干这些活，有
失身份。他却说：“大事小事，只要我能办的
就是好事；有为没为，只要自己能补位就是有
为。没什么不符合身份啊？”

这位领导对我的影响很大。细节看成
败，细处见格局。这位分管领导的行为告诉
我们：一个人在别人心中有没有价值和地位，
从不在于你把自己端起来放在什么位置，而
在于你有没有格局、会不会在做好自己本职
工作的同时积极补位。格局大一些，态度谦
和一些，并不会吃亏，反而还会让你收获更多
的好评、善意和惊喜。山低成海，人低为王。
你越是把自己的身段放低，越能显示你的胸
怀和气度，越能获得别人的理解与认同。

放低自己，是一种格局。格局越大的人，
会把自己的姿态放得越低，往往有着一颗既
能容纳风雨也能盛装委屈的心。他的眼中有
他人，能理解和换位思考。这位领导退休虽
已多年，但老同事们相聚聊天时依然会说起
他的人格魅力，说起他当年在群众中享有的
赞誉和威信。

这种威信，就是靠自身格局树立起来的
一种使人信服的力量和威望。作为一名党员
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只要为政清廉，公道
正派，率先垂范，大事显风范，小事见格局，就
会在群众中拥有无形的人格影响力，产生良
好的示范效应。

（作者单位：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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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1版②) 全市上下坚持以完善城市功
能、提升城市品位、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和
幸福感为目标，保持机构不散、标准不降、力
度不减、创建不止，不断加大生态、环境、市
容、城市建设等方面的投入力度，着力巩固
和提升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不断优化人
居环境和发展环境，努力缔造我们共同的美
好家园。

制定国家卫生城市管理办法，成立国家
卫生城市工作指挥部，领导联点，全民参与，
守护金牌、擦亮金牌；进一步完善爱国卫生组
织，建立市、县区、乡镇街道、村社区四级爱国
卫生网络，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进一步宣
传发动，凝聚群众磅礴力量，捍卫城市荣誉。
青年志愿者义务服务、争做邵阳文明人等主
题活动广泛开展；强化问题导向，实地曝光

“盲点”“黑点”，周周下发整改通报，坚持真督
实查，严肃问责追责，推进对标对表，全力整
改；聚焦省爱卫专家组调研反馈的四大块34
类问题，持续开展蓝天保卫战，“五小”行业、
建筑工地、交通问题“顽瘴痼疾”“牛皮癣”、户
外广告整治行动，以及市政道路维护维修、除

“四害”和病媒生物防制专项行动……
“人心齐，泰山移”。市委、市政府高度重

视、科学部署，各级各部门协调配合、真抓实
干，人民群众共同参与、大力支持，我市国家
卫生城市创建成果巩固提升工作持续推进、
如火如荼，我们的家园一定会变得更加美好
宜居！

(上接1版①)
“创作伊始，我们就确立了要以真实的人物

脱贫故事，反映折射精准扶贫以来三湘巨变的
奋斗历程。无数个真实、感动、好看的人物、故事
汇聚到一起，成为了史诗。”总导演周雄说，创作
团队特别注重采风，与上百名扶贫工作者、多户
受帮扶的人家进行了深入交流。剧本出来后，又
广泛征求扶贫工作者的意见。十八洞村7年来
的蝶变之路，通过代表性人物、事件和场景在剧
中呈现。

谷智鑫饰演的男主角龙书记，是十八洞村
的扶贫工作队队长、驻村第一书记，原型为十八
洞村的前3任驻村扶贫工作队队长：龙秀林、石
登高、麻辉煌。石大姐的原型，是村里的石爬专
老人。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洞村考察。
石大姐不认识总书记，问他：“该怎么称呼你？”
习近平总书记握住老人的手询问年纪，听说老
人64岁了，总书记说：“你是大姐。”田二毛为代
表的村民一开始不相信扶贫工作队，编了顺口
溜“编排”队员们。真实的十八洞村墙上，就有顺
口溜。

10月16日晚，数十名十八洞村村民被请到
剧场观看演出。他们身着苗族民族服饰，盛装打
扮，很多人激动得头一天晚上没睡着觉。观剧
时，他们比谁都认真，都投入。

与新中国同龄的原村支书杨五玉，带领村
民修建了村里第一条通车的村道，是剧中老村
长的原型人物。看完《大地颂歌》，他感慨万分：

“看了这部剧，我很受感动。现在的十八洞村路
修通了，旅游也搞起来了，游客越来越多了。虽
然我老了，但是思想不能老，我还要继续支持村
里面的工作，让全村的工作更上一层楼。”

“我全程都在哭。这部剧真真切切地反映了
基层一线扶贫干部的酸甜苦辣，让我感同身
受。”80后优秀扶贫干部代表、湘潭市扶贫办干
部王敏深情地说，“这份工作时常让我饱含热
泪。因为我眼里能看到光，心里能感受到爱，双
手能触摸到温度。我为自己是一名扶贫干部而
自豪。”

创新表达手段，攀登艺术高峰

史诗般的湖南精准扶贫故事，用哪种舞台
艺术形式表达更充分恰当？

“打破常规艺术表现手法，运用集成式、创
新式的多种艺术表现形式，将歌、舞、音乐剧等
有机融合，以大型史诗歌舞剧的形式，演绎新时
代的奋斗史诗是《大地颂歌》的最大亮点和特

色。”该剧出品单位之一的湖南省演艺集团董事
长吴友云介绍，剧中的音乐、舞蹈、戏剧、戏曲、
表演等，在尊重艺术规律的前提下，各有创新。

音乐动人。何炅饰演的支教老师王老师、小
演员们与祁东县启航学校留守儿童合唱团合唱
的《夜空中最亮的星》，嗨爆全场；惹人热泪的

《来不及说爱你》，寄托了牺牲的扶贫人的家属
对亲人的绵长深挚的追思。《故土难离》《做个好
梦就回家》《马桑树儿搭灯台》《苗岭连北
京》……《大地颂歌》的音乐以交响乐的语言为
主轴，湖南民族音乐气息贯穿全剧。

舞蹈好看。扶贫工作队队员小刘营救废墟
中的小雅时的独舞，《夜空中最亮的星》中孩子
们的舞蹈，配合《马桑树儿搭灯台》的群舞……
剧中多段舞蹈，都成为收获观众掌声的“燃点”。

“现实题材的创作，舞蹈想吸引观众的眼球
是有一定难度的。此次舞蹈编排主要选择了现
代舞和当代舞，它更适合展现我们的故事。采
茶、绣苗绣、摘猕猴桃等场景，则采用了具有浓
郁民族风情的舞蹈。”该剧副总导演、中央民族
歌舞团国家一级导演丁伟介绍，为了在有限的
时间内尽可能充分表达，剧中的舞蹈大多短小
精悍，但细节丰富。如第二幕《奋斗》中，一段3
分多钟的舞蹈，表现了春夏秋冬四季、修路通水
通电的建设场景、人民幸福生活的场景。

如梦似幻的灯光、舞美设计，多彩精美的
民族服饰，为观众带来美的享受；高科技手段
的运用，营造出强烈的真实感，让现场观众无
不动容。

“《大地颂歌》采用了‘写实+写意’的整体
舞台美术风格。”该剧舞美、灯光、视频总设计孙
天卫介绍，大量LED大屏、先进投影设备及舞
台二道幕的多块大屏幕，能根据每一场剧情移
动变化，灵动地呈现开山、瀑布等场景。

“场景与剧情高度契合，让人沉浸其中。”90
后观众佳卉说，“扶贫工作队队员救小雅的一幕
让我揪心，仿佛我就在那个雷雨夜，在泥泞里。
留守儿童合唱团唱歌时，全场响起掌声。相亲大
会让我们觉得很欢乐。虽然给人的感受不一样，
但都传达了坚定的信念。”

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张千一评价：“主题
好，形式新。艺术贵在创新，难在创新，创新很不
容易。”

从冬天到秋天，精雕细琢创佳作

《大地颂歌》由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主办，
立足湖南、面向全国，组建了强大的创作团队，

汇聚优秀演艺力量，由谷智鑫、何炅、张凯丽、万
茜等知名演员和主持人领衔主演，从去年12月
起即开始创作。

“我从来没有在一个剧组‘扎’这么长的时
间。总导演周雄几乎每天都来‘盯’着我。我是株
洲攸县人，今年过完年就进剧组，直到9月底都
没回过老家。”该剧音乐总监、作曲刘岳的经历，
也是《大地颂歌》众多主创人员的经历。

原本时间就不宽裕，突如其来的疫情，更为
剧作的创作增添了巨大的困难。主创人员无法
面谈，主要演员不能见面，原定的采风行动也要
延期。剧组对外资源的沟通和主创人员的组建，
几乎处于完全停滞状态。

“有时是线上交流，有时是戴口罩见面开
会。”该剧艺术总监杨霞说，为了碰撞出好的创
意，主创人员从一开始就全员深度参与创作，充
分利用网络，开了无数次会议。有些专家因疫情
滞留在国外，总导演周雄经常凌晨打越洋电话
与之交流沟通。

龙书记的饰演者谷智鑫被疫情阻隔在北
京，但他年初就在“云端”进组了。剧本一直在修
改完善，谷智鑫才熟悉了台词，新的剧本又来
了，这种情况经常发生。他直言：“参演《大地颂
歌》的工作量，几乎是我以往参演剧目的4倍。”

整整3个月，全剧组通过各种方式克服困
难，为后来舞台上的精彩呈现打下了坚实基础。

排练过程则是几百人的勠力同心，精雕细
琢。排练到凌晨是常事。“最晚的一次排练到了
凌晨 4 点。”湖南省歌舞剧院舞剧团团长严伟
说，排练强度大，舞蹈演员绑上绷带、护膝也难
免受伤。但他们轻伤不下火线，总是以最认真的
态度练习。

湖南文艺院团皆派出了最优秀的演员参演，
一个不起眼的角色由国家一级、二级演员扮演，
这样的例子在剧中并不鲜见，他们都十分认真。
湖南省话剧院的演员余立晖是主角“龙书记”的B
角。不管有没有登台机会，他都刻苦练习。

每天排练结束后，道具师黄成要清理现场、
检查道具是否归还到位后，才能休息。他和妻子
都在剧组，妻子是话剧演员。3岁多的女儿眷恋
父母，不上幼儿园的时候就呆在剧组。困了，就
睡在化妆间的简易床上。

剧组人员创作的赤诚，全部都融入了剧中。
观众则用眼泪、笑声、掌声，给予了回应。

（参与采写：湖南日报记者 肖欣 唐亚新
新湖南客户端记者 刘瀚潞 三湘都市报
记者 吴岱霞 华声在线记者 冯宇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