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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随迁老年人参与隔代抚养感受的质性研究

徐铁飞,鞠梅,何劲威,张杰兰,赖先婷,王瑜,高云飞

摘要:目的
 

了解农村随迁老年人参与隔代抚养的感受,从积极心理学角度为参与隔代抚养的老年人身心健康与生活质量的研究

提供参考。方法
 

采用现象学研究法,选取13名参与子代育儿的农村老年人进行半结构式访谈,采用Colaizzi
 

7步分析法进行归

纳分析并提炼主题。结果
 

共提炼主题5个,即家庭责任,社会适应(迁移障碍、适应良好),负担和苦恼(角色冲突、负性情绪与身

体不适),缺乏照护信息,自我认同。结论
 

参与隔代抚养的农村随迁老年人存在负性感受,同时也表现出较强的成就感与价值感,
家庭及社会应正视老年人的负面感受,从积极心理学的角度挖掘积极因素,促进老年人身心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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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understand
 

the
 

experiences
 

of
 

inter-generational
 

raising
 

in
 

rural
 

migration
 

older
 

adults,
 

so
 

as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studies
 

on
 

their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and
 

quality
 

of
 

lif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sitive
 

psychology.
 

Methods
 

The
 

descriptive
 

phenomenological
 

method
 

was
 

used
 

to
 

conduct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with
 

13
 

inter-generational
 

raising
 

of
 

rural
 

migration
 

older
 

adults,
 

and
 

Colaizzi's
 

7-step
 

analysis
 

was
 

used
 

to
 

summarize,
 

analyze
 

and
 

refine
 

themes.
 

Results
 

A
 

total
 

of
 

5
 

themes
 

were
 

extracted:
 

family
 

responsibility,
 

social
 

adaptation
 

(migration
 

barrier,
 

adapt
 

well),
 

burden
 

and
 

distress
 

(role
 

conflict,
 

negative
 

emotions
 

and
 

physical
 

discomfort),
 

lack
 

of
 

care
 

information,
 

self-identification.
 

Conclusion
 

Negative
 

feelings
 

exist
 

in
 

the
 

inter-generational
 

raising
 

of
 

rural
 

migration
 

older
 

adults,
 

and
 

they
 

also
 

show
 

a
 

strong
 

sense
 

of
 

accomplishment
 

and
 

value.
 

The
 

family
 

and
 

society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negative
 

feelings
 

of
 

the
 

elderly,
 

and
 

explore
 

positive
 

factor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sitive
 

psychology
 

to
 

promote
 

their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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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施三孩政策是国家继全面两孩政策之后的又

一次生育政策调整,致力于改善人口年龄结构,焕发

社会整体活力[1]。新生育政策下,更多新生儿将出

生,但受父母职业生涯规划的影响,养育孩子的重任

将落到祖辈肩上[2],祖辈将承担更多的照料责任,同
时将有更多的祖辈从生活所在地到子女工作所在地

参与抚养孙辈。隔代抚养是指祖辈与父母一起不同

程度地抚养孙辈或祖辈单独抚养孙辈的一种养育形

式,这不仅是中国家庭的传统,更是一种社会普遍现

象。有数据表明,我国隔代抚养占比达73.29%[3],
且前期调查发现,其中农村随迁老年人占比高。研究

表明,隔代抚养的祖辈有更多的抑郁症状以及更差的

健康报告,并且随着时间的延长,身体健康状况更差,
抚养压力更大[4]。但也有少量研究表明,长期隔代抚

养的祖辈有更好的自评健康结果、更高的生活满意度

以及更少的抑郁症状[5]。尽管隔代抚养的老年人数

量上不断增加,但目前对隔代抚养的研究多聚焦于幼

儿,对老年人的研究较少且多为问卷调查。参与隔代

抚养的老年人身心状况将直接影响到国家三孩政策

的实施,其正性与负性心理并存的复杂、矛盾的内心

活动需要深入访谈才能挖掘出更深层次的特点,尤其

是隔代抚养的农村随迁老年人,还面临社会、文化等

诸多不适,且部分老年人隔代抚养负性感受较城市老

年人更强烈,其作为一种特殊的弱势群体更值得关

注。基于此,本研究采用深入访谈法,深入挖掘隔代

抚养的农村随迁老年人内心感受,从积极心理学角度

为隔代抚养的老年人身心健康与生活质量的研究提

供参考,也为国家三孩政策配套支持措施提供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2021年3~6月,采用立意取样法,选择

泸州市奥体社区老年人进行深度访谈。该社区管辖

范围广,流动老年人多,且此社区有计划改善老年人

生活质量的项目,故选择此社区的老年人为研究对

象。纳入标准:①参与隔代抚养半年以上,目前正在

参与隔代抚养,且正在抚养的孙辈年龄≤7岁;②农

村户籍,在城市居住半年以上;③配偶双方共同照料

孙辈的祖辈,只纳入承担主要抚养责任的祖辈;④能

够正常沟通交流并愿意接受访谈。样本量的确定以

信息饱和,不再有新主题出现为止。本次研究共访谈

老年人13人,其中女11人,男2人;年龄60~72岁,
中位年龄66岁。与孙辈关系:奶奶8人,外婆3人,
爷爷1人,外公1人。文化程度:小学及以下9人,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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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3人,大专1人。照护时间1~4年,平均3.0
年;每天照护5~12

 

h。照护孙辈数:1个5人,≥2个

8人。为保护个人隐私,将访谈对象按A1~A13编码。
1.2 方法

  

1.2.1 资料收集 主要研究者采用质性研究中的现

象学研究法,以开放式和结构化的问题及提示进行半

结构化访谈。研究者基于国家三孩政策与积极老龄

化政策内容的分析,结合相关文献[6-7],并根据研究目

的初步制订访谈提纲,通过咨询1名人文管理学院长

期从事质性研究的专家及1名社区护理管理者对访

谈提纲进行修订。最后预访谈3名老年人调整语言

后确定最终访谈提纲。访谈主要围绕以下内容进行:
您愿意抚养孙辈吗? 您怎么看待隔代抚养? 您怎么

看待社会上对隔代抚养的负面评价(老年人文化素质

低、容易溺爱孩子等)? 抚养孙辈对您有什么影响?
产生这些影响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抚养孙辈您最大

的收获、烦恼是什么? 您怎么看待三孩政策? 在隔代

抚养过程中您希望家人、社会提供什么帮助? 访谈前

联系奥体社区负责人并取得同意与支持。正式面谈

前,研究者首先通过沟通与老年人建立良好的关系,
增进彼此的了解。同时对研究目的和内容进行说明,
使老年人对本研究有更详细的了解。所有参与者签

署书面知情同意书,并同意在访谈过程中进行录音和

记录。访谈在社区休息室进行,让受访者不受他人影

响,自由地分享自己的观点;灵活运用访谈提纲,保持

谈话的自然流畅,让老年人自由叙述自己的经历。每

次访谈20~40
 

min。访谈过程中研究者只做提问与

适当的追问,不发表自己的观点,不进行诱导性提问。
本次研究未对老年人进行重复访谈。
1.2.2 资料分析 访谈结束后24

 

h内将访谈录音

转录为文本资料。资料分析采用合众法,由2名研究

者独立进行资料分析,采用Colaizzi
 

7步分析法[8],且
对原始资料、编码及分析采用双人核查并确认。并通

过逐步重复、逐字解说等方法提高结果的可靠性。
2 结果

2.1 主题一:家庭责任 受我国的家本位思想的影

响,大部分老年人认为自己有责任有义务抚养孙辈,以
抚养孙辈为骄傲。A1:“本身这也是一种传统,一直催

他们生,就想到我现在还能帮他们带哈娃儿,再老点就

没得这个精力了。”A4:“要说愿意肯定没得好愿意,但
是毕竟是自己的孙孙嘛,我不带哪个带嘛。”A8:“他们

两个都要上班,我想到帮他(儿子)带哈娃娃嘛,他的压

力要小一些嘛,不然请人带要好多钱哦。”
2.2 主题二:社会适应

2.2.1 迁移障碍 农村老年人因承担隔代抚养责

任,离开熟悉的生活环境迁移到子女所在地,陌生的

环境使得部分老年人存在过渡期适应不良,出现情绪

不佳、人际关系改变、社交受限等障碍。A2:“他们听

不懂我说话,我也听不懂他们说话,平时大家都在自

己家里,不像农村经常串门。”A6:“平时一个人不敢

走远,人生地不熟的,又用不来智能手机,家里面有些

电器也不会使用,害怕损坏了。”A9:“生活方式不一

样,他们(儿子、媳妇)都睡得迟,我平时在家弄好(洗
漱好)就睡了,现在要孙子睡了我才睡得成。”
2.2.2 适应良好 访谈发现当配偶双方一起迁移到

子女所在地时表现出良好的适应性。A1:“与儿子、
媳妇、孙孙一起(生活),更热闹了,平时我们两个就带

孙子出去耍哈觉得很快乐。”A7:“没觉得有啥子不适

应的,白天我带孙子,他(配偶)负责买菜做饭,饭吃了

就带他去学轮滑、学英语(很充实)。”A12:“来这里都

交到新朋友了(喜悦),每天我们就一起带娃儿出来,
摆哈龙门阵,他们两个小朋友一起耍哈。”
2.3 主题三:负担和苦恼

  

2.3.1 角色冲突 老年人辛苦操劳大半辈子,认为

将子女供养到工作,他们的任务就完成了,可是现在

却离乡背井来到大城市承担抚养孙辈的新角色,原有

的社会关系网、生活重心等改变,部分老年人存在角

色转变困难。A5:“哎呀,以为退休了就可以有自己

的时间,结果又‘上班’了,还比以前更操心,走哪里都

不方便。”A8:“(我)参加了村上的模特队,现在来带

孙孙,模特队去不成了。”A12:“本来想的娃娃成家了

我们的任务就完成了,就有自己的时间可以出去旅游

耍哈,之前报了一个团出去耍,结果又喊来帮他们带

娃娃,就没有去成,现在更是一步都走不了,不自由。”
2.3.2 负性情绪与躯体不适 由于生活环境的改变

以及抚养孙辈的老年人年龄较大,子女不理解老年人

的心情与付出,加上部分老年人自身患有慢性疾病,
在抚养孙辈的过程中出现心情烦闷,甚至病情加重等

不适,尤其是当孙辈患病时,自身疾病、老化与照顾孙

辈的矛盾更突出,老年人负面情绪更强烈。A4:“我
辛辛苦苦帮他们带娃娃,他(儿子)下班回来还说我没

有把娃娃带好,责怪这事没整好那事也没整好,语气

还比较重,好几次我都想回去不帮他们带了。”A9:
“我自己病比较多,身体本来就不好,她(孙女)话又

多,要我陪她玩各种游戏,我精力跟不上,要是不配合

她就一直哭,调皮闹腾的时候更烦躁,又累。”A11:
“我年纪大了,他经常要我抱,我抱不了好久;现在他

跑起来我都追不上了,害怕他跑远了出事(摔倒,拐卖

等)。”A13:“孙孙生病的时候我们很无助,最主要是

自己也老了(不能很好地照顾孙辈),这个时候我们心

里很难受。”
2.4 主题四:缺乏养育知识 由于城乡经济及文化、
信息化程度不同,部分老年人缺乏养育孙辈及应对孙

辈情绪、行为方面的信息与知识,对科学的养育方式

缺乏了解,感到焦虑。A5:“现在的娃娃要吃奶粉,要
吃辅食,冲奶粉又讲究,辅食我也做不来,他们教过我

咋个整,但是太复杂了,我记不住,辅食机我也用不

来,继续问他们又不耐烦。”A7:“刚开始尿不湿都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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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穿不好,哪个是前面哪个是后面都不晓得,见都没

见过,她(女儿)就只晓得说我穿错了,又不教我咋个

穿。”A10:“他(孙辈)说他要耍啥子paipai(iPad,平板

电脑),他妈又说不要拿给他耍,他就一直哭一直闹,
不吃饭,不晓得该咋个教育他。”
2.5 主题五:自我认同 在参与隔代抚养过程中,部
分老年人与子女关系更亲密,同时子女也体会到了为

人父母的不容易,对自己的父母更加感恩,家庭亲密

度更高了,在抚养孙辈的过程中也收获了快乐,感受

到自身价值与成就感。A5:“因为要照顾孙孙,我们

现在的生活非常规律,并且不敢生病,一生病子女负

担就更重,并且孙子也没人照顾。”A6:“他(孙子)给
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多快乐,看到他一天天成长,我
们心里还是很开心的。”A10:“媳妇给我们买衣服,给
我们发点红包,偶尔他们休息时还带我们出去耍哈,
一家人在一起还是挺开心的。”
3 讨论

3.1 重视老年人主观感受与自身需求,促进老年人

角色适应 我国是一个非常重视亲情和血缘关系的

国家,更有“含饴弄孙”描绘祖孙之间深厚的情感,祖
辈与孙辈之间血浓于水的亲情关系更是中国家庭不

可分割的一部分,正因为受到这种思想的影响,大部

分中国家庭将抚养幼儿的责任看作是老年人的义务,
忽视了老年人自身的需求。本研究结果显示,老年人

将抚养孙辈看作是自身的家庭责任,同时承担了部分

家务劳动,这种对子女的奉献精神遮蔽了老年人的自

身需求,这与张怡馨[9]的研究结果一致,考虑可能是

老年人通过照料孙子女换取子女对其老年生活的照

顾,这与代际交换理论[10]一致。此外,研究还表明,
与配偶共同迁移的隔代抚养老年人社会适应更好,生
活满意度更高,这与以往的研究结果[11-12]一致,考虑

可能是在新环境中,随迁老年人与配偶在日常生活、
社会交往中可以互相支持,更有安全感。因此,我们

应当鼓励隔代抚养老年人配偶双方一起迁移,对于丧

偶的老年人应给予更多关心。同时,子女不应完全依

靠老年人的帮助,划分清晰的家庭责任,明确自身对

孩子的养育责任,转变传统思想观念,对老年人的付

出心怀感恩,关心老年人的身心健康,定期带老年人

进行健康体检,增强与祖辈的沟通交流与家庭互动,
化解矛盾,增强家庭亲密度[13],正视并重视祖辈自身

的需求,尊重老年人的生活方式,让老年人有更多时

间培养兴趣爱好和参与社交,增强祖辈的归属感,帮
助老年人适应新角色与新生活。
3.2 鼓励老年人采取正确的应对方式调整情绪 研

究结果表明,隔代抚养老年人存在正性与负性心理状

态,正性心理状态表现为对抚养孙辈及帮助子女的价

值观、成就感,负性心理状态表现为身体疾病状况与

隔代抚养强度的矛盾,迁移引起的生活、社交不适应,
子女不感恩老年人的付出及抚养孙辈过程中的烦躁、

焦虑,这与以往的研究结果[14]一致。隔代抚养的农

村随迁老年人的生活质量与自身心态紧密相关,作为

随迁老年人,自身应该积极融入城市生活,融入新环

境,主动学习科学育儿及精神健康等新知识与新观

念,负性情绪较多的老年人应该主动寻求家人及专业

人士的帮助,排解负性情绪,改善心理健康。此外,老
年人自身应该保持积极的心态,多参与社区举办的老

年活动,增强社会参与度,提高社会互动活动质量,结
识新朋友,提高社会支持[15],增强城市归属感,以积

极的心态抚养孙辈。
3.3 合理利用国家资源,强化公共服务供给 三孩政

策的实施离不开国家政策及相关配套措施的支持。有

研究表明,8%的老年人因抚养孙辈,未参加过除家庭

活动以外的任何活动[16]。因此,充分利用生育休假及

普惠托育等国家政策措施[17],充分发挥政府在建设婴

幼儿活动场所及配套服务设施中的作用,释放双职工

父母育儿责任,减轻老年人的抚养强度,缓解老年人抚

养压力,让老年人能够有短暂的缓冲时间发展自身爱

好、参与社会活动及就医等。落实国家慢性病防治核

心内容,加强慢性病知识宣传教育,增强老年人的健康

意识。引导慈孝文化,鼓励子女关注老年人的身心健

康,帮助老年人宣泄情绪,充分发挥老年红利在隔代抚

养中的作用,解决好三孩时代谁来带孩子的问题。完

善三孩时代公共服务供给,匹配需求与供给,注重需求

异质性与政策措施的可实施性及可持续性。
3.4 整合社会资源,强化社区支持服务 社区是家庭生

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孩子娱乐的重要乐园,也是老年人

养老的温馨家园,社区服务质量直接影响老年人的生活

质量。有研究显示,社区提供志愿者服务、临时照护,可
以大大减轻祖辈的抚养负担[18]。加强友好型社区建设,
以社区为主要载体,通过发放资料、组织讲座、开展育儿

培训课程等方式,为隔代抚养老年人科学育儿提供具有

针对性和实效性的指导,指导老年人正视隔代亲,避免老

年人过度溺爱孙辈。整合社会资源,建立儿童日间照护

中心[19],由社区工作者、志愿者等组成的照护团队帮助

照顾孩子,缓解白天老年人独自抚养孙辈的压力,减轻老

年人心理负担[20],缓解老年人的疲劳,更能增强社会对

隔代抚养老年人的关心、关爱。增加社会互动活动质量,
发挥老年人的余热,增强自身成就感与价值感,让隔代抚

养成为老年人安度晚年,实现老龄社会代际和谐和可持

续发展[21]。此外,加强隔代抚养老年人健康管理,尤其

是流动老年人慢病健康管理[22],提升健康养老服务质

量,完善医养团队建设以及医疗设施建设,完善“预-
治-康-促”机制,建立老年友好型社区,充分发挥社区

在居家养老中的依托作用,为老年人的健康保驾护航。
4 小结

三孩政策的实施需要国家、社会、社区、家庭多方位

的支持,还需要充分开发老年红利,依靠老年人。躯体不

适、与子女的冲突、人际关系改变、角色冲突等是随迁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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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人隔代抚养的阻碍。因此,应重视祖辈自身的需求,转
变传统思想观念,关注老年人健康,加强家庭代际团结,
强化向上的代际支持,帮助老年人顺利实现角色转变,增
强随迁老年人归属感和社会参与感,挖掘祖辈隔代抚养

的积极因素,促进老年人身心健康。本研究只访谈了农

村随迁老年人,研究对象较局限,今后将扩大范围,同时

结合量性研究,以完善研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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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存量是否满足预期时间内的手术需求,分析每类耗

材与手术类别的关联性,自动生成符合实际使用需求

的低值耗材使用模板,从被动领取低值耗材转向系统

自动推送领取需求,将手术室一次性低值耗材的使用

管理推向更加精准、更加智能的管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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