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阿嬤疼孫，媽疼子
文．李依親

朋
友小蓮對教養很有想法，平常不輕易

給孩子看電視、吃零食，也以身作

則不在孩子面前玩手機、上網。「我最不想

帶小孩回婆家了，每次回去，阿公就一直給

他吃糖果、餅乾那些垃圾食物，還會拿手機

給他看影片、看照片。搞得小孩回家之後，

一下要吃零食，一下盧看電視，管都管不

動。」小蓮向我抱怨。

的確，父母親與祖父母對於小孩的教

養，經常難以作法一致。而對同時身兼媳婦

的母親來說，更是左右為難的課題：想要順

從長輩，擔心誤了孩子；想要堅持教養原

則，又怕破壞關係。

 其實，會發生這種狀況，主要原因是

來自於雙方的角色差異。對父母親而言，孩

子是要管、要教的，自己的角色是孩子的監

督管理者。然而，對祖父母來說，孫子是生

來疼的，面對孫子，對錯不重要，看到孫子

的笑臉才是幸福。

面對教養作法不一致的難題，有些媳

婦選擇直接表達，冒著婆媳問題的風險；有

些選擇請丈夫出面溝通，但總免不了叨叨唸

唸，讓夫妻關係受到影響；另外有些選擇委

曲求全，一切都不說出口，但不開心的感覺

卻累積在心中，壓抑到最後反而造成關係裂

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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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教養這件事，並不是非黑即白的

問題！

看見本質，化解爭執
我想所有人都會同意，無論是管東管西

或放縱溺愛，其實出發點都是因為「愛」。

愛孩子，所以希望教他對錯觀念，為他所接

觸的人事物設下規範，要求他對事情的完成

具備正確態度。同樣也是因為愛孩子，所以

希望滿足他的願望，讓他開心地玩、愉快地

笑，不希望見到他失望、難過的臉。因此，

在進行溝通之前，總要先理解雙方的出發點

其實是相同的，只是愛的方式不一樣。當阿

公給孩子吃媽媽眼中的垃圾食物時，不妨引

導孩子看到長輩的愛，「哇，阿公對你好好

喔，給你好吃的糖果。」

然而，在同是愛的源頭之下，卻因為

角色、觀念、時代⋯等差異，導致彼此採用

不一樣的「做法」。孩子在年齡尚小、認知

發展尚較較簡單、直觀的限制下，面對身邊

大人不一樣的「做法」時，內心是會感到困

惑不安的：一方面感受到雙方沒有明說的情

緒壓力；另一方面也不知道該如何理解及遵

循。等到大一點，或是有些孩子變得更聰明

點，就開始學會在不同人面前鑽小漏洞，學

會察言觀色。

其實，若是在不一樣的做法發生當下，

幫助孩子看到大家對他的愛，反而可使孩子

以更成熟的態度面對人與人之間的差異性。

跟孩子說：「媽媽愛小明，希望小明健康，

所以不讓小明吃餅乾；阿公也愛小明，希望

小明開心，所以給小明吃餅乾。媽媽跟阿公

都愛小明，只是做法不一樣。」運用這樣的

說明，即使三歲小孩也能夠明白。在這個過

程中更能增加孩子生命的彈性，以及學習用

多元觀點理解他人的能力。更重要的是，長

輩在愛孩子的心意被看到之後，也有機會繼

續學習或展現另一種愛孩子的方式。

放手，才有機會接手
至於攸關是非對錯的事情，例如：孩子

動手打人、拿別人東西、亂跑亂撞、說謊等

行為，如果在教養觀念上有落差，可就真的

需要溝通了！在溝通的時候，同樣掌握「看

到本質，化解爭執」的要領，可以讓溝通過

程更加順暢有愛喔！

朋友小蓮決定，只要是在婆家，就放下

一些可鬆可緊的堅持，讓公婆自在地跟孩子

相處，盡情地愛孫子。只有一次，當孩子在

不順意的時候，居然動手用力拍了阿嬤，小

蓮及時對孩子說：「阿嬤這麼愛你，有好吃

的東西都留給你。你這樣大力拍阿嬤，阿嬤

會痛、會傷心，下次要用溫柔的摸摸唷。」

小蓮告訴我，孩子好像這才發現自己做錯了

事，讓阿嬤不舒服，立刻低頭認錯，撫摸阿

嬤表達歉意。阿嬤也大方接受道歉，更開心

地說：「小明最乖，阿嬤最愛你了！下次再

留好吃的東西給你。」

只有在愛中成長的孩子，才會越來越懂

得愛人、同理人、尊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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