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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哇，你把碗筷摆放得好

整齐，你也太厉害了吧。”4岁

的六六吃完晚饭帮大人整理

洗碗机时，桂城的90后妈妈

温清和丈夫赶紧奉上一波“彩

虹屁”。温清说，育儿工具书

说这叫正面激励，“我们还不

能乱夸，得夸在点子上，孩子

才会有下一次的尝试。”

时代的进步创造出日新

月异的技术，也推动着家庭教

育方式的转变。当90后女孩

儿“晋级”为母亲，她们的育儿

经很简单：一边佛系，敢于尝

试“放养”“自助式育儿”，一边

努力学习科学育儿的知识，用

自己的方式走近孩子们的内

心世界。

温清的做法，在 90后宝

妈群体中非常常见。在本报

发起的调查中，有这样一道多

选题：以下哪些育儿方式，是

您在育儿过程中实践过的？

调查结果显示，76.15%的受

访者选择了“授人以渔，有意

识培养孩子做家务、自主干活

的习惯”。

“我们不会说教，但是会

在细节之处去引导孩子建立

规则意识，培养行为习惯。”例

如，在六六玩玩具时，温清会

要求他自己收拾玩具；在吃饭

时，也会告诉他要吃完碗里的

饭菜，不能浪费粮食。

除了行为习惯，多数90后
宝妈也会科学地培养孩子的兴

趣爱好，而不是一味地给娃报班

打鸡血。在上述同一道多选题

中，“尊重孩子兴趣报班，若真心

喜欢且能坚持再做决定”也是一

个 高 频 选 项 ，占 比 达

72.43%。相较而言，选择“不

能输在起跑线，给孩子报补习班

提升”的受访者只占8.75%。

“我不会因为孩子一时兴

起的喜欢，就让他们做什么。”

贺鹏青的孩子李贺晖正在南

海区机关第二幼儿园上学，她

会给孩子设置一个“冷静

期”。例如，经过一年的观察，

她发现孩子在画画时能静下

心来，全身心投入其中，且反

复确认都得到喜欢画画的回

复，这才给他报了班。

面对孩子的需求，90后宝

妈又会做出怎样的选择呢？有

43.11%的受访者认为“童年

要快乐，只要孩子提出要求，就

尽量满足”，75.05%的受访者

表示“如果是无理要求，就算孩

子哭闹，也会拒绝”。换句话说，

大多数90后宝妈都不会轻易

对孩子妥协，甚至在一旁拍照、

发朋友圈，“你哭任你哭，我服算

我输”。

“我们这代人很幸福，生活

稳定，就会花心思去思考科学育

儿。”在温清看来，科学育儿离不

开科学学习。她发现，90后妈

妈的宝藏资源主要集中在两个

渠道：书上、网上，她除了买书，

还有许多妈妈群、育儿公众号。

贺鹏青在抖音等平台上刷到有

用的育儿内容也会收藏记录加

以实践，比如在家里张贴与行为

习惯、饮食习惯有关的家训，就

是育儿经验的“复刻”。

做好自己
才能做好妈妈

相较于她们的妈妈，90

后、00后妈妈最大的变化在于

敢于打破“完美妈妈”的条框。

过去，我们常常用这些

词语来形容妈妈：坚强、伟

大、隐忍。正如我们“完美”

的妈妈、外婆，她们总是将目

光放在孩子身上，还要操心

家里的柴米油盐。但是，没

有人是天生的妈妈，这种“完

美妈妈”，其伟大是以牺牲自

我为代价。

不过，新一代妈妈正在

找回自我。有的宝妈，怀孕

期间仍坚持健身锻炼，做精

致的时尚辣妈；有的宝妈，休

完产假后重返职场，勇于追

求事业和梦想；有的宝妈，育

儿的同时也没丢下自己的爱

好和小姐妹，聚会、美容、旅

行、购物样样不落……

但这并不代表，她们对

新生命的爱与付出减少了。

精通互联网的90后、00后妈

妈，总有办法“抄近道”寻找

科学育儿方式，让孩子更健

康、更快乐地成长。

记者曾看到这样的情形：

在人潮汹涌的地铁站台上，一

名约五六岁的小男孩躺在地上

哭闹，惹来行人注目，90后宝妈

也在一旁看着。眼看地铁进

站，她朝着排队区走去，向后伸

出一只手。这时，小男孩突然

停止了哭闹，跑着牵上了妈妈

的手。

如此洒脱的宝妈，与这

个群体的成长环境有关。都

说90后、00后的年轻人是在

“蜜罐”里出生的一代，他们

享受了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

发展的红利。这种独特的成

长环境，也造就了 90 后、00

后妈妈独特的价值观，她们

更有个性，更具独立人格和

自我意识。

坚持做好自己，正是培养

孩子独立人格的最好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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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赖长辈
但要掌握孩子教育的主导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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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对孩子期望值降低对孩子期望值
不知不觉间，90后已经进入而立之年。她们当中，不少人已经从孩子升级为孩子的妈。伴随时

代、社会环境、家庭条件的变化，年轻一代的宝妈们在育儿这件事上，有了自己独到的认识和理解。
90后、00后宝妈如何育儿？母亲节到来之际，珠江时报记者就此展开调查，457位妈妈通过问

卷分享了她们的育儿观。记者发现，新一代的妈妈们确实变了——她们不轻易打骂孩子了，对孩子的
期望变“低”了，更注重培养孩子养成做家务、主动干活的好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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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工作或其他需要，

麻烦家中长辈照顾孩子饮食

起居的妈妈们接近6成。也

就是说，有一半以上的夫妻

无法独自承担孩子的所有事

务。六成人中，有30%的妈

妈对长辈依赖度较高，坦言

大部分时间离不开长辈的帮

忙。

但与之形成鲜明对比

的是，超过8成的妈妈在教

育孩子上要求掌握主导

权。有 14.88%的人会硬

着来，就算和长辈发生冲突

也会坚持自己的教育理念；

有 38.51%的人会通过说

服长辈，让其接受自己的育

儿理念并执行；有30.63%
的人原则问题不让步，其他

时候听长辈的。

“和家公家婆同住之前，

我和老公就达成一致观点，

就是我们中的一个在教育孩

子时其他人都不能插手，也

包括夫妻中的另一方。”贺鹏

青认为，一堆人七嘴八舌围

着孩子教训，孩子搞不清楚

到底应该听谁的，反而起不

到教育的作用。“所以哪怕教

育方式不妥当，也要先私下

商量再改进。”

贺鹏青也不否认，一开

始执行起来很难。“别说老人

家，最开始我老公都会忍不

住插嘴。”贺鹏青说，为了避

免家庭矛盾同时也是以表尊

重，她会事后跟长辈解释为

什么当下要制止别人插手以

及她教育孩子背后的用意。

经过半年的磨合，夫妻俩与

长辈达成默契，当他们教育

孩子时，长辈要么自行离开

要么不出声。

“和长辈分歧是有的，因

此吵架也是有的。”90后宝

妈李婷婷坦言，因为无法全

职带娃对长辈有所求，由此

产生的冲突难以避免。比如

孩子是怕热体质，相对成人

不需要穿太多衣服。但长辈

一直担心她着凉，一直给她

加衣。“就这一点，我们就

吵过无数次了。”后来，李

婷婷也看开了。她认

为，不涉及原则的问

题，有时候就由长辈

说了算。当然，长辈

也不是不听劝，经

过一次次的沟

通，他们教育

孩子的观念

也在不断

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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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就算很生气，也会坚持讲道理。

B.先讲道理，讲不通才会骂甚至动手。

C.孩子不听话，打一顿就好了。

D.其他

A.就算发生冲突，也要坚持自己的想法

B.为避免冲突，采纳长辈的部分观点

C.没时间照顾孩子或其他原因，只能听从长辈的

D.原则问题不让步，其他时候听长辈的

E.说服长辈，让其接受自己的育儿理念并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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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犯错时，您会如何教育？

当您和长辈的育儿观出现冲突/不一致时，会怎么做？

谁带孩子？

A.就算再累再忙，也坚持夫妻俩自己带

B.没时间也没精力，大部分时间离不开长辈的帮忙

C.只让长辈帮忙接送小孩等基本事务，其他时候

自己亲力亲为

■温清一家。

■李静仪陪着女

儿玩游戏。

■贺鹏青

带着儿子

学习，养成

好习惯。

记者问卷调查发现，90后、00后妈妈带娃大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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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重引导
不轻易对孩子动手

孩子犯错是坚持讲道理还会责

骂、动手？调查结果显示，只有2个家

长选择直接动手，更多的家长就算很

生气也不会动手。坚持不动手的家

长共有225人，占比达到49.23%。

“因为打了也没用啊。”家住大沥

的家长李静仪回忆小时候，曾因为做

饭迟了被老妈揍了一顿，“打完还是

不长记性，同样的问题依然会犯。”有

了切身的体会，李静仪从没打过自己

的女儿，而乖巧的女儿也没让她失

望，总能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并认错。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也有203
名家长把责骂/惩罚作为教育孩子的

最后一招，占比达到44.42%。幸

福的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童年要用

一生治愈。这是贺鹏青非常认可的

教育观点。为此，她常常提醒自己，

绝不轻易对孩子动手。

“你别看他还小，两岁的事情他

到现在都能回忆起来。”贺鹏青说，如

果因为打孩子给他的童年留下不愉

快的回忆甚至阴影，那是她极其不愿

意看到的。但是她也坦言，还是有忍

不住的时候。

比如说，在给予奖励、要求他限时

完成某项任务均不奏效时，无奈之下

就会以打手/打屁股的形式惩罚他。

“有一次就是因为吃饭不老实，什么招

都用了还是没效果，于是决定罚站。”

贺鹏青说，发展前，她还特意跟孩子说

清楚罚站的前因后果，让他充分认识

到错误，同时避免留下不愉快的回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