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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千禧家长”育儿抛弃“传统”
文 /沈敏

有疑问先上网搜寻答案 不愿再复制父母老一套

! ! ! !“"#后”和“$#后”在美国被称
为“千禧一代”。他们通常有着管控
甚严、望子成龙的父母，好胜心强，
社交广泛，强调个性。现在，这一代
面临“养娃”的新挑战。

不受传统观念束缚
据统计，美国现有超过 %%##万

“千禧家长”，每天为美国“贡献”大
约 $###名新生婴儿。和他们的父母
“婴儿潮一代”不同，“千禧家长”熟
悉电脑和网络，惯于接受多元文化，
晚婚晚育，不受传统束缚。对他们自
己的孩子，“千禧家长”们也有不同
于上一辈的养育方式和价值要求。
旧金山的海斯一家就是这样一

个“非传统”家庭。!&岁的妻子肯妮
亚在公关公司工作，是这个家的经
济支柱，!!岁的丈夫卢卡斯是全职
爸爸，负责照顾 '岁的双胞胎儿子
阿斯特拉尔和德菲。他给儿子用棉
布尿布，教他们阅读，坚持素食喂
养，因为夫妻俩都是素食主义者。他
们开设博客，把当父母的每一步都
用照片记录下来。他们有个口号：
“自 %##$年起一直致力于可持续并
人性化地养育孩子。”
卢卡斯相信，因为有他这个全

职爸爸，他的儿子应该能学到关于
性别平等的重要一课。他说：“社会
上流行许多根深蒂固的性别成见，
我承认我很喜欢挑战那些充满歧视
的成见。”肯妮亚则说：“我只希望他
们与众不同。”
当问到“千禧家长”希望孩子拥

有什么特质时，最常见的回答是“心
态开放”、“有同情心”、“有质疑精
神”。这也是他们对自己的期望。

'"岁的琼·琼斯(杰克逊在马
萨诸塞州当了 %$年小学老师，教了
很多 '到 )#岁的孩子，有些学生的
孩子后来也成了她的学生。

琼斯(杰克逊说，今天的学生
和过去有很大不同，“你得花更多心
思去让他们保持注意力。”但他们学
起来也更投入，更爱互动。比如，教
拼写时，过去她只需在黑板上贴一
张卷子，让学生照单接受测试。现
在，她让孩子们参与设计拼写测验
的单词，每个人的测验单都不同，平
时练习作业也可以自选。”

孩子们展现更多主观能动性，
琼斯(杰克逊认为这其中有社交媒
体的功劳。在“千禧家长”的引导下，
今天的孩子惯于使用社交媒体，使
他们的对外交往更广、更密切，也更
多地在校园之外进行。

养娃利用社交媒体
伴随着互联网成长的“千禧家

长”喜欢在社交媒体上“晒娃”。%"

岁的自由作家丹妮尔·康普摩尔去
年进产房时，身边跟着两个朋友，肩
负着用高清视频记录下她儿子出生
那一刻的重任。

康普摩尔说：“他刚会呼吸空
气，照片就上网了。谁不想听见别人

夸自家孩子好看？作为一个家长，总
是纠结自己的决定到底对不对，经
常自我怀疑，希望听到别人说我们
当父母当得很好。”
但这种做法也是有代价的。当

你把为人父母的每一步都贴在网上
时，就要准备好接收一些你不想听
到的意见。

!"岁的母亲乔迪·迈耶最近刚
从职场退出，当上全职妈妈。她把自
己的决定在“脸书”上一说，就立即
遭受朋友们的“轰炸”。“我的‘脸书’
好友有一半都在说‘你得工作，得为
家庭贡献’这种话。不管是当全职妈
妈，还是母乳喂养、用不用尿布等话
题，都会引发争吵。”

即使如此，大部分“千禧一代”
不会因此拒绝社交媒体。比如，“全
职爸爸”可以借助网络找到其他“同
类”，不会觉得孤独。而每一张晒娃
的照片，虽然可能招惹评头论足，也
是年轻父母们从亲戚朋友处收获支
持和肯定的机会。
“千禧家长”们还喜欢用网络寻

找育儿问题的答案。“给孩子看多长
时间电视”“尿布疹用什么治”“该不
该和孩子同床睡”……当有疑问时，
上一辈父母先问自己爸妈，而“千禧
家长”更习惯于上网搜答案。
不过，上网虽便利，却可能带来

“信息过载”问题。网络“专家”给出
的答案五花八门，并非权威，还可能
互相矛盾。在海量信息中筛选出可
靠的解决方案，往往会耗费家长很

多时间。
!'岁的阿莉莎·韦斯特林是两

个孩子的母亲，一家人刚迁居新社
区不久后，女儿开始抱怨耳朵痛，韦
斯特林想找一个儿科医生问诊。“如
果是 %#年前，找到一位新医师我可
能只需要问一两个人。现在呢？我会
浏览网上对所有医生的评价，查出
他们上的哪家医学院，发一堆咨询
邮件……这个本来挺简单的问题变
成耗费几个小时的繁冗工作。”
做完这些后，她累得不行，却还

是没有得到清晰答案，最后依然选
择开车 *'分钟去找旧宅附近的儿
科医生。

不再牢牢掌控孩子
上网找答案也许耗时，但很多

“千禧一代”宁肯如此，也不会再简
单遵循父母一辈的建议。
“千禧一代”普遍比父母一代结

婚晚，第一次当妈妈的平均年龄已
推迟至 %&岁以上。在育儿问题上，
“千禧一代”厌倦了父母那种“以成
功人士为人生目标”的教育理念。他
们依然关注孩子成长，但不会直接
指导和安排孩子的生活，而是随时
跟踪、即时回应孩子的需求。

!%岁的艾莉森·罗密欧对母亲
强烈的控制欲印象颇深。“她每件事
都要牢牢掌控，从不让我们独自参
加任何活动。我感到自己必须随叫
随到，扮演一个完美女儿的角色。”
现在，罗密欧有 *个孩子，她不

想重蹈母亲覆辙。“我更想成为孩子
的朋友，而非母亲。给他们空间表达
自我，拥有小小的独立人格。”

市场调查公司 #$%$&'()*%发现
&)+的“千禧家长”认为“孩子需要
更多不受规划的玩耍时间”。该公司
的杰夫·弗罗姆说：“这里不存在‘命
令(控制’模式，“千禧一代”信仰民
主精神。家长会为了这周末做什么
这种小问题进行全家投票。”
用民主原则经营家庭生活需要

很大耐心。伊利诺伊州的凯尔·艾肯
伯格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他每天都
让孩子自主选择吃什么、穿什么，他
承认这么做挺累人。“每天都会不停
听到这种问句，‘我能得到奖赏
吗？’‘我能吃块曲奇饼吗？’我们都
快被逼疯了。”
技术的发达为“千禧家长”跟踪

孩子成长提供了便利。孩子长到一
定年纪后，手机成为父母和孩子之
间的重要联系。一旦这种联系中断，
父母就会坐立不安。“佩米格瓦赛特
夏令营”的行政主管多蒂·里德注意
到，妈妈们经常会在孩子出行前往
行李内多塞一个手机，因为她们知
道第一个手机会被夏令营管理者没
收。“父母们太习惯于每天与孩子保
持联系，突然有几个星期要断了联
络，会让他们很难受。”
但据里德观察，孩子们反而很

乐意利用夏令营不“通电”的规矩，
离开父母的跟踪。“这样能让他们彻
底放松玩耍。”

网上爱“晒娃”
暗中也“拼妈”

! ! ! !在社交媒体上&晒娃#成了

&千禧家长#的日常活动' 美国

近 !"#的"千禧一代(是社交媒

体用户$ 而出生于 $"世纪 %"

年代中期到 &"年代末的&'一

代(中$这个比例为 &%#)出生

于二战后的&婴儿潮一代(则只

有 (!#使用社交媒体'

*时代周刊+ 的调查显示$

)%#的&千禧家长#承认$孩子

刚出生或还在子宫里时$ 照片

就上网了' 而在 ' 一代父母

中$只有 *"#的人这么干过'

&晒娃#之外$社交媒体还

加重了另一种风气$即&拼妈#'

) 个孩子的母亲马塞尔,威廉

斯说-&有人发照片说$ 给孩子

编了辫子$ 而你刚刚对自己孩

子吼了大概 (" 次让他们坐

下' (+*岁单身母亲艾莉,德普

拉切特在&脸书(上怨叹-&别人

家孩子 &个月大就会走路了$

我儿子怎么还没动静呢. #

根据调查$&千禧一代#普

遍有&拼妈#意识'育儿网站&宝

宝中心# 发布调查报告$ 发现

&千禧一代#妈妈中$近 ,"#的

人认为当一个&完美母亲#很重

要$&'一代# 中认可这种理念

的比例为 &"#' 所有受访母亲

中$%)#认为如今当家长比过

去更有竞争性'

*时代周刊+ 的调查还发

现$ 年轻家长喜欢在社交媒体

上展现&完美#家庭生活' 手工

制作的生日派对邀请卡/ 用彩

色别针标识的家务布告栏/自

家厨房烹煮的有机盛宴/ 打扫

得整洁一新的房间00这些照

片发到社交媒体$都会成为&羡

慕嫉妒恨#的对象'即使明知对

方只把精挑细选出的&完美#画

面公之于众$ 观者还是会忍不

住对比$从而产生怨叹'

密歇根大学副教授萨里

塔,舍内贝克曾就新手母亲用

&脸书#的习惯进行调查$发现

每次妈妈们发了一张孩子照片

后得到&赞#$对还在艰难适应

母亲角色挑战的女性来说是莫

大的鼓励和支持$ 哪怕点赞的

人只是点头之交'&对很多人来

说$ 社交媒体上的好处要多于

接受外人评头论足/ 激发攀比

等代价$ 这些都是当今育儿方

式的附属成本' #

美国的“80
后”、“90后”在
父母一辈眼中
是非常以自我
为中心的孩子，
如今这些“孩
子”也纷纷为人
父母，生活重心
发生巨变。人们
发现，这一代年
轻家长变成了
“娃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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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禧家长”热衷自拍“晒娃”

"

美国“千禧一代”纷纷为人父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