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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晨的校门口，总能看到这

样的画面：孩子们蹦跳着跑进校

园，爷爷奶奶们却仍贴着围栏张

望，反复叮嘱“多喝水”“系鞋

带”。这份牵挂让我既感动又忧

虑——当祖辈的关爱化作寸步不

离的守护，孩子们何时才能学会

独立面对风雨？

去年冬天，一位爷爷翻越花

坛给孙子送毛衣时被保安拦下，

他急得直拍大腿：“孩子爸妈忙得

顾不上，我再不操心谁操心？”这

句话道出了无数祖辈的心声，也

让我陷入深思：隔代教育不该是

“替代”或“补偿”，而应是代际间

的能量传递。

运动场上的“温度革命”：
从隔汗巾到护腕

大课间体育活动之后，五年
级学生小陈同学的奶奶每天举着
隔汗巾在围栏外高喊：“老师！快
给孩子垫上！”面对这份执着，我
们邀请祖辈走进“健康体验课”。
在校医室，老人们触摸速干衣和
棉质汗巾的透气差异，用温水模
拟运动后的体感。小陈同学的奶
奶摸着速干面料惊叹：“这料子吸
汗像海绵吸水！”

更触动人的是孩子们的行
动——体育老师带着学生设计
《健康守护手册》，用童趣插画解
释“脸红是运动小红花”“擦汗要
像蜻蜓点水”。如今，小陈奶奶不
再送隔汗巾，而是织了副运动护
腕：“孩子说戴上护腕，就像奶奶
牵着手跑步。”

这场“温度革命”让我们明
白：化解代际矛盾，不是否定关
爱，而是给爱找一个科学的出口。

劳动课的“放手哲学”：
从代劳到传承

每周五放学前，低年级教室
总上演“工具争夺战”。张奶奶攥
着抹布非要帮孙子擦桌子：“孩子
在家连扫帚都没碰过！”我们转变
思路，请祖辈担任“劳动导师”。

惊蛰时节，学校带领孩子们
来到常青公园进行5＋N课程体
验时，张奶奶教孩子们挑梨、削
皮、熬梨汤，她握着孙女的手说：

“削皮要顺着纹路，就像教孩子得
顺着性子。”当孩子们把梨汤装进
贴着“给奶奶润嗓子”字样的罐子
时，老人眼眶湿润：“从前总怕她
做不好，现在才懂，撒手才能长
大。”现在的劳动课上，能看到校
外辅导员木匠爷爷教修课桌椅，

奶奶们教缝沙包，那些曾代劳的
手，变成了点拨的指。

劳动教育让我们深刻体会
到：祖辈的“不放手”里藏着未被
激活的价值。当他们从“代劳者”
变成“传承者”，爱便有了生长的
土壤。

摸索出三条路径：
家校共育的朴素智慧

面对隔代教育的困局，我们
摸索出三条朴素的路径：

让祖辈成为“故事讲述者”。
结合学校的大思政课程，我

们邀请祖辈们利用老照片讲述家
族往事。例如，六年级小林同学
的爷爷带来了一张珍贵的1978
年的粮票，孩子们围绕着他，好奇
地询问“为什么票上会有印章”。
这堂课激发了孩子们的兴趣，最
终演变成了一个名为《票证里的
中国》的项目研究，而小林的爷爷
则荣幸地成为了班级的“特邀历
史顾问”，为孩子们提供了更多关
于那个时代的第一手资料。

将长辈的叮嘱转化为“成长
约定”。

我们制定了《家校守护公
约》，旨在促进家庭与学校的共
同教育责任。父母们承诺每周
至少三次给予孩子专注的陪伴，
而祖辈们则签署承诺“每日代劳
不超过两次”，以鼓励孩子们独

立完成任务。一年级的学生们
设计了“爱心存折”，每当祖辈们
放手让孩子独立完成某项任务
时，就会在存折上盖一个章。当
孩子们集满20个章时，他们可以
兑换学校德育部门提供的孝心

“七彩叶”，这个“七彩叶”将作为
他们参与学期综合评价的一个
重要依据。

用传统连接现代生活。
在端午节期间，我们邀请了孩

子们的长辈们来教他们如何编织
五彩绳，而孩子们则反过来教长辈
们如何使用智能手机观看龙舟比
赛的直播；在冬至时，祖孙们一起
腌制腊肉，共同研究食盐的防腐原
理。这些活动虽然没有高科技的
参与，却让古老的手艺和传统习俗
焕发了新的活力，同时也加深了家
庭成员之间的情感联系。

教育的沉思：
在舍得之间寻平衡

这些年与祖辈家长的相处，
让我深刻体会到：隔代教育不是
非此即彼的选择，而是需要智慧
平衡的艺术。我们曾以为祖辈的

“不放手”是固执，后来发现那是
未被理解的爱。当学校搭建起代
际对话的桥梁，当传统文化成为
教育载体，许多矛盾自然消融。
那位翻花坛送毛衣的爷爷，现在
是“校园安全督导员”；总代劳值

日的奶奶，在劳动课上教缝沙包
时说：“针脚歪了不怕，多练几次
就齐整了——这和教孩子一个理
儿。”

教育需要“舍得”——祖辈舍
去过度保护，父母舍得投入时间，
学校舍掉单向灌输。当三代人共
同守护成长，那些围栏外的叮咛、
运动场的牵挂、劳动课的争执，都
变成了滋养生命的养分。

教育是农业，要顺应四季，要
静待花开。让我们共同守护这份
代际间的温情，让每一份爱都成
为托举成长的力量。

隔代教育是智慧平衡的艺术
武汉市江汉区华苑小学校长 杨敏

校长眼中的
隔代教育

杨敏与华苑小学的孩子们在一起。

杨敏，武汉市江汉

区华苑小学校长。在教

育事业领域耕耘近三十

年，始终恪守教育教学

前线岗位。她积极引领

其所在学校开展多方位

的课程创新研究，并取

得了显著成效，其研究

成果相继获得市区各级

教育部门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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