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年助力200余户家庭，今年

聚焦“隔代爱”

“平时孩子父母工作忙， 基本都是我带

孩子。” 六一儿童节来临前夕， 在静安区少

年儿童图书馆内， 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主

办的“有爱才有家” 活动现场， 一位奶奶认

真记着笔记， “今天的 《隔代爱， 巧沟通》

讲座让我学到与孩子沟通时要多些倾听， 少

些说教。”

这已经是静安法院举办的第十届“有爱

才有家” 活动。 记者发现， 与往年不同， 活

动现场除了孩子和爸爸妈妈外， 首次出现爷

爷奶奶、 外公外婆们的身影。

“我们今年的活动聚焦‘隔代爱’， 特别

邀请祖孙三代同堂。” 静安法院副院长丁德

宏告诉记者， 法院在审判实践中关注到当前

隔代养育的情况比较普遍， 且常因两代人的

生活习惯、 育儿观念不同产生分歧与矛盾，

涉隔代养育婚姻家庭纠纷案件不在少数。

“我们希望能通过举办活动， 发布审判

白皮书， 提升家长们的沟通技巧， 避免家庭

矛盾， 共同守护孩子健康成长。”

记者了解到， 2014 年起， 每年“六一”

前夕， 静安法院都会举办“有爱才有家” 活

动， 开展涉未成年人家事案件集中回访和法

治宣传， 十年来已打造成涉未成年人审判延

伸特色品牌。 截至目前， 已精准助力 200 余

户不同家庭不同年龄阶段孩子的身心健康发

展。

单亲妈妈家暴儿子，奶奶“补

位”帮渡难关

现场参与活动的小澂家庭就是其中受益

者。

在小澂约 8岁的时候， 小澂的爸爸妈妈

经法院调解离婚， 小澂由妈妈抚养共同生

活。 一次， 爸爸来探望小澂时发现， 小澂的

身上有多处淤青， 随即报警， 并带走了小澂

跟随自己共同生活。

原来， 小澂妈妈离异后既要工作又要独

自抚养孩子长大， 工作上、 经济上的压力无

处纾解， 对小澂管教越来越严厉， 亲子关系

也日渐紧张。 小澂反而与周末时常陪他一起

玩乐的父亲关系亲密。 这加剧了小澂妈妈的

心理失衡。

派出所发出的 《家庭暴力告诫书》 显

示， 小澂妈妈在家中曾多次因作业等各种原

因殴打小澂。 小澂的爸爸发现后， 以小澂妈

妈不再适宜抚养儿子为由诉至静安法院， 要

求变更抚养关系。

庭审中， 小澂妈妈懊悔不已， 辩称小澂

爸爸已与其他女性及其子女同居生活， 不适

宜抚养小澂。

在涉少审判中， 静安法院一直坚持以未

成年人利益最大化为原则。 一方面， 考虑到

家暴对小澂的心理影响， 另一方面对小澂与

父亲新家庭共同生活的担忧。 究竟谁更适合

抚养小澂？ 法院邀请家事调解员、 青少年事

务社工、 心理老师介入本案， 与小澂多次交

流， 并对小澂进行心理测试。

“我们发现， 小澂父母未离婚时， 奶奶

曾与小澂一家共同生活。” “小澂说， 感觉

奶奶陪伴时他最快乐。” 为妥善安排小澂今

后的生活， 法院建议奶奶陪同小澂一起在爸

爸家共同生活， 给予小澂安全感和生活照

顾。 “小澂的奶奶向我们表态， 非常愿意一

起帮助照顾小澂。”

静安法院经审理后认为， 小澂妈妈用暴

力方式管教孩子， 目前不适宜再与孩子共同

生活。 根据孩子自己意愿和目前生活状态，

判决小澂变更随父亲生活， 由奶奶共同照

顾。 小澂妈妈不服一审判决， 提起上诉后被

驳回。

“在这起案件中， 奶奶发挥了特别重要

的作用， 帮助小澂走出困境， 给足孩子安全

感， 让孩子切实感受到被重视、 被保护。”

该案承办法官说， “现在， 小澂妈妈的事业

逐渐稳定， 状态也很好， 定期探望小澂， 亲

子关系大大改善， 家庭矛盾也实质化解。”

涉隔代养育案件 127 件，

45.7%因养育引发矛盾

静安法院在审判实践中发现， 部分家庭

的父母发生矛盾以后往往会陷入僵局， 祖辈

则充当着缓和矛盾、 调解说和、 协助调解方

案履行等的重要角色。 “在不少案例中， 祖

辈发挥了化解矛盾的积极作用。”

但与此同时， 婚姻家庭纠纷案件中也不

乏因隔代养育产生矛盾引发。

近日， 静安法院发布 《2022 年度涉隔

代养育婚姻家庭纠纷案件审判白皮书》。 其

中以 2022 年审结的涉未成年人婚姻家庭纠

纷案件为样本， 以案情中明确出现祖辈对孙

辈资助、 教育、 照顾等情况为标准进行了统

计。 数据显示， 涉隔代养育类案件为 127

件。 因隔代养育直接引发家庭矛盾的案件有

58件， 占 45.7%。 隔代养育原因多样， 包括

分居、 双职工家庭、 经济能力、 父母离异、

子女就学等。

“80 后家庭成为有隔代养育情况的主要

家庭。 小学阶段的未成年人家庭更需要隔代

养育， 占比最高。” 白皮书梳理发现， 在涉

隔代养育情况的 127件案件中， 当事人年龄

为 80 后的 108 人， 占 68.4%； 6-11 岁未成

年人有 57人， 占 41.3%。

“在 80后独生子女身上， 父母过度的关

注使得子女在成年后无法真正实现独立， 让父

母与子女成为关系紧密的两代人。 与此同时，

80 后年轻父母大部分均为双职工家庭， 更多

精力投入职业发展， 而家庭责任则由祖辈帮助

分担。” 静安法院未成年人与家事案件综合审

判庭庭长姚轶捷坦言。

二胎孩子到底跟谁姓？ 父母为

此闹离婚

静安法院梳理分析发现， 观念文化冲突、

经济矛盾、 生活习惯差异等， 共同成为涉隔代

养育婚姻家庭矛盾纠纷高发的主要原因。

法官向记者讲述了这样一个案例故事。 3

岁的小帅爸爸妈妈正在闹离婚， 而离婚原因令

人嘀笑皆非。 原来， 作为家庭里的“二胎” 宝

宝， 小帅还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 爸爸妈妈就

约定好： 第二个孩子姓氏随母亲。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 小帅出生了要落户

时， 这一约定却遭到了爷爷奶奶的坚决反对。

老人传统观念重， 坚持孩子必须跟爸爸姓。 小

帅爸爸拗不过老人， 小帅妈妈认为约定的事情

就要遵守， 家庭矛盾一触即发， 双方甚至闹到

了法院……“生活习惯差异也是很重要的原

因， 有的纠纷起因甚至是天气变化， 孩子着装

以及孩子的穿衣款式两代人意见不一致产生。

还有就是管理边界不清， 有的祖辈大包大揽孙

辈的教育、 照顾， 剥夺父母的话语权。” 法官

说道。

离异母亲将儿子交给外祖父

母，法院判决支持“带孙费”

此外， 经济矛盾也是隔代养育矛盾高发的

原因之一。 部分案件中， 祖辈向子女索要照顾

孙辈的费用而子女拒绝支付， 引发纠纷。

小非 7岁的时候， 爸爸妈妈离婚了。 法院

判决小非随妈妈纪某一起生活， 爸爸魏某每月

支付抚育费 2000元。

离婚后，纪某带着小非一起住回了外婆家。

此后，小非妈妈再婚另住，便从此将小非交给了

外公外婆抚养。年事已高的外公外婆认为，小非

一直由两人抚养，日常开支也由两人承担。纪某

从未支付过小非的任何生活费用及教育支出。

于是，外公外婆将亲生女儿，也就是小非妈妈诉

至静安法院，要求其支付抚育费用。

静安法院经审理后认为， 纪某作为小非母

亲， 争取了小非的直接抚养权， 理应承担起照

顾、 抚育小非的义务。 因现实原因， 小非并未

与母亲共同生活， 而是与外祖父母共同生活。

外祖父母基于亲情愿意照顾、 抚育小非， 值得

褒奖， 但小非的相关抚育费用， 纪某应予支

付。 最终， 法院酌定纪某应支付抚育费用

112000余元。

“祖父母、 外祖父母在自己能力范围内帮

助照顾孩子， 这体现了家庭成员间互帮互助、

相互关爱的风尚， 但并不意味着， 可以将养育

未成年子女的责任完全转嫁到祖辈身上， 将长

辈基于‘情分’ 的照顾行为理所当然化。”

“我们判决支持‘带孙费’， 希望督促父母

积极履行自己的抚养照顾责任， 倡导祖父母、

外祖父母从旁协助， 双方彼此尊重， 共同促进

未成年子女的健康成长。” 承办法官告诉记者。

（本版图片为静安法院主办的“有爱才有

家” 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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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代养育，如何化矛盾为双赢？
“有爱才有家”10年助力200余户家庭，今年聚焦“隔代爱”

静安法院方面认为， 边界感是处理核心

家庭与原生家庭矛盾冲突的首要条件。

“父母对隔代养育问题要尊重祖辈意愿，

不能强求。 祖辈对隔代养育问题也要把握好

边界， 尊重父母的意见， 明确是协助而非替

代。” 建议存在隔代养育的家庭， 要始终树

立核心家庭的家庭责任观念， 做自己子女的

第一教养人， 充分发挥祖辈在隔代养育中的

积极作用， 提供安全可靠的养育支持和协

助。 同时要学习处理人际关系的技巧， 互相

尊重、 有效沟通、 理清界限。

“隔代养育是中国当下家庭不可回避的

两代家庭共处模式， 也是一个深刻的社会问

题。” 在姚轶捷看来， 迫切需要社会的多元

支持。 比如， 提供更为完善的托育服务， 提

供权威且及时的家庭教育、 心理咨询服务

等。

值得注意的是， 隔代养育家庭中， 子女

的需求被放大， 祖辈们的需求极易被忽视。

包括价值认可需求、 经济上的不安全感、 退

休后的精神需求等等。 “是否能在街道社

区、 老年大学里开设隔代养育的相关课程，

使祖辈能更好地在家庭中体现价值， 成为保

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重要家庭力量。” 姚

轶捷说。

作为全国“为群众办实事” 示范法院，

静安法院方面表示， 将持续探索创新， 为更

多的家庭带去温暖和力量， 同时加强诉源治

理， 切实保障未成年人权益， 维护社会和谐

稳定。

隔代养育需树立“边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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