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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后妈妈Cindy有三个孩子，分别
是12岁的大女儿，4岁的二女儿和2岁
半的小儿子。

如果说养育大女儿时的心态夹杂着过
多焦虑的话，生了二宝后，她的育儿心态发
生了很大变化。比以前更喜欢孩子了。

2021年到2023年初，当时她所在的
公司倒闭，她成为一名全职妈妈。在此
期间意外怀孕，尽管养育两个孩子已经
感觉经济上有些拮据，但她还是咬咬牙
生下了老三。

三个孩子的育儿负担不可谓不重，待三
宝五六个月了，仅凭老公的收入不足以维持
一家七口的日常支出，她不得不重返职场。

迄今，Cindy还是很怀念全职带娃的
那段时光。“那个时候生活非常有规律，
一早我接送大宝去上学，回家给二宝做
辅食。那时还没想着生三孩，心态很轻
松，幸福指数很高。”

养育三个孩子不仅有巨大的经济压
力，还有育儿压力。随着老三的呱呱坠
地，公婆也入住家中帮助带娃。两代人间
难免会产生很多的教育理念方面的冲突。

采访时，Cindy连用了三个“累”形容
带娃时身心俱疲的状态。下班回到家，
二宝小宝会迎上来要妈妈抱抱，她立马
从工作状态无缝转换到妈妈状态，陪娃

吃辅食、玩游戏。不一会儿，大宝又需要
她讲解题目。分身乏术的她只能抱歉地
说，“宝宝，妈妈真的过不去，要带弟弟妹
妹。”这种顾此失彼的感觉让她对大女儿
始终有点愧疚。“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单
独相处的时候，我尽量宠爱大女儿多一
点，尽量补偿她。”

育儿很累，好在先生是一个称职的
父亲，在Cindy不在家的时候主动分担了
育儿重担。“为了节约育儿开销，我们家
不得不于今年 10 月 1 日辞掉住家阿
姨。现在先生的下班和周末时间都用来
全身心陪伴孩子们，带他们晒太阳、做游
戏、讲故事。我很欣慰。”

代际关

三孩妈妈三孩妈妈CindyCindy：：

包容差异包容差异，，全家一心共担育儿责任全家一心共担育儿责任

Cindy和老公都来自农村，没有长

辈经济上的助力。采访过程中，她提

到最多的要数经济上的压力，孩子的

托育费、餐费、营养钙片、兴趣班、医药

费等都需要花钱。她和从事IT工作的

先生属于工薪阶层，除了育儿，还要还

房贷、赡养双方父母。“我希望育儿友

好能真正落到实处。比如能否给予多

孩家庭餐补、医疗补助、升学政策优待

等。此外，建议能上调三孩家庭个税

基数。”

是关就要过是关就要过，，是是路就要走路就要走
———新育儿时代—新育儿时代，，四对多四对多孩父母的日常孩父母的日常

生儿育女，不啻为人生路上的一道关，走过隘口，关内关外风景截然不同。在过去的一年里，关于生育友好的话题被频频提及。我们应该如何理解这道“关”，又如何看待养育多
孩这个社会热点话题？是单纯的“关关难过关关过”吗？还是说，在养育多孩的旅程中，一切我们所经历的迷茫与顿悟、辛酸与欢笑，最终都会充实着这条兜兜转转、蜿蜒前行的人生
路？2025年即将到来，记者专访了生活在上海的四对多孩父母，了解他们为何会选择生多胎？在育儿过程中，又有哪些困与惑、苦与乐？ 青年报首席记者 范彦萍

40多个妈妈，60多次深度访谈，从今年

新问世的由沈洋和蒋莱执笔的《新生育时

代》一书中，可以一窥多孩妈妈们眼中的新

时代育儿。

该书第一作者、交大副教授沈洋回忆

说，在访谈了30多个多孩妈妈后，发现绝大

部分家庭都是有了育儿支持后才考虑生二

孩或三孩，要多孩是深思熟虑的结果。“决定

生育二孩，需要更多地涉及夫妻和代际之间

的协商，而女性在二孩生育决策中发挥了强

大的能动性。在我们的样本中，将近一半的

被访者主动提出要生二孩，只有两个家庭是

丈夫首先提出的。有四位被访者表示自己

是意外怀孕，七位夫妇表示都想生二孩。有

一个例外是被访者公公首先表示希望夫妻

生二孩。”

现代女性既要“主外”又要“主内”，为何

生二孩？该书的调研结果指出：女性生二孩

的理由包括恐惧“失独”，即失去唯一的孩

子；生两个对孩子身心发展有好处。也有部

分被访者表示生二孩是自然而然的行为，没

有理由。还有的表示是意外怀孕导致的。

被访者颜文婷的丈夫参加了同事的追

悼会，目睹了白发人送独生子的悲痛场景，

回家后异常感慨。夫妻俩被这件事触动，这

成为她生二胎的直接原因。中国目前有100

万左右的失独家庭，并且每年增加 7.6 万个

家庭。沈洋认为，在全面放开二孩政策之

后，被访者生二孩的行为可以被看作是一种

抵御日常风险和不确定性的家庭策略。此

外，受访者普遍认为有兄弟姐妹的陪伴，对

孩子的发展有好处。

在育儿时间上，我国的女性在育儿和家

务劳动方面，付出远比男性更多。2021年公

布的中国第四期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显示，女

性“照料家庭成员和做饭、清洁、日常采购等

家务时间为154分钟，约为男性的两倍。”

在此书第一批访谈的职业二孩妈妈中，

40%和女方家人住在一起，25%和男方家人

同住，15%两边老人轮流上岗带娃，其余则依

靠住家保姆。

肖富群等学者于2021年发表的研究发

现，照料孙辈会明显降低祖父母的幸福度。

沈洋分析说，合适的住家保姆能使孩子和家

长都获益，有利于缓解家长的育儿倦怠，改

善家庭氛围。“周围朋友同事，无论是上海人

家庭还是新上海人家庭，请住家保姆都很普

遍。在巨大的不确定性之下，双职工家庭很

难兼顾有偿工作和育儿。不同家庭有不同

的应对模式，没有好坏之分。大家都是摸着

石头过河，不断进行反思和调适，来适应多

变的局势。”

王飞原是一个85后二孩爸爸，有一
个10岁的女儿和6岁的儿子。

外向的女儿喜欢和其他小朋友玩，
但未必总能找到搭子。夫妻俩生二胎的
主要原因是给女儿找个玩伴。果然，有
了儿子后，家里变得热闹多了。

孩子成长的过程中很容易生病。一
有风吹草动，王飞原和妻子就担心不已。
有次女儿得了肠套叠，事发突然，两人打
车紧赶慢赶抵达儿童医院。医生的答复
是：很凶险，如果处理不及时还要做手
术。“碰到孩子生病，内心烦躁是不可避免
的。在医院里，各种奇奇怪怪的问题险象
环生，比如有的小孩误把弹珠吞下肚。”

其实在要第二个孩子前，夫妻二人
也心怀顾虑：曾经育儿时的艰难过往，莫
非又要再度上演？然而事实却验证了网
上那句“老大照书养，老二照猪养”的戏
言。带老二的时候，王飞原和妻子从容
了许多，全然没了当初带老大时的慌乱
与紧张。

夫妻二人本科修读教育学专业，二
人默契地达成一致：老二出生后，定要给
予老大更多关怀，切不可让女儿心生被
冷落之感。父母做到了“一碗水端平”，
两个孩子相处起来便也融洽和谐。生活
中，老大对老二亦是关爱备至。

王飞原的职业无法给他充足的育儿

时间，相反，有段时间因为工作繁忙加上
通勤距离较长，他常常晚上10点才能到
家，若有临时重要任务，更是深夜才能踏
入家门。工作日早出晚归，他几乎见不
到儿子，妻子甚至开玩笑地说，周末儿子
会不认得爸爸是谁。

2020年王飞原被外派到广州，一待就
是三年。彼时，儿子才一岁半，那段时间
育儿的重担自然落到了妻子和父母身上。

王飞原的手机里有个8人育儿群，
群里都是他的大学同学及配偶。去年，
随着最后一个家庭也迎来二孩，这个育
儿群也正式“升级”成了二孩群。

8个大人和8个孩子，开怀大笑，其
乐融融——王飞原的手机相册里珍藏着
不少这样的合影——四个家庭经常结伴
携子出游，组成了一套固定的育儿阵
容。其中，王飞原和一个同住在松江的
老同学走动更为频繁。自孩子出生起，
几乎每个周末两个家庭都会相聚。

“他们老大是儿子，老二是女儿，与
我们家恰好相反。两家的老大和老二年
龄相仿，玩得十分投缘。有时报了同一个
辅导班，哪家有空便先接送老大去上课，
随后再带着老二去玩。”王飞原说，这种组
团式育儿模式，给他和妻子在高强度育儿
的疲惫日常中，找到了一丝喘息之机，“我
们两家互相照看小孩，互帮互助。”

85后二孩妈妈沈洋和老公的关系有
些特殊，两人都是交大国际与公共事务
学院的副教授，既是同事，又是夫妻。两
人育有一对“小棉袄”，大女儿5岁半，小
女儿才8个月。

在育儿方面，沈洋认为自己和老公
的参与度是六四开，但老公认为是四六
开。在别人眼里，他们是合作密切的育
儿伙伴。

沈洋是上海人，在同龄亲戚中显得
“格格不入”，周围单身、丁克、不婚族环
绕，唯有她家有娃。沈洋有点担心，“再过
个几十年，女儿都没亲戚可走了”。这也
是她下定决心要二胎的主要原因。

因为收入尚可，从第一个孩子起，育
儿嫂便成了带娃的主力军。前几年，沈
洋有幸找到了专业的育儿嫂，阿姨每天
陪孩子读绘本、做游戏。随之而来的变
化是，夫妻关系也大大缓和，争吵几乎绝
迹。“那段时间，我们不仅有更多时间用
来工作，连个人的休闲时间也增加了。”
沈洋告诉记者，“我和丈夫甚至感到脚步
变得更轻盈，呼吸更自由了。我们还有
时间结伴去练瑜伽和看电影。”

老大入选少体校网球队后，每周需
进行三次训练，接送成了一大难题。有
了二宝后，育儿嫂的照料重心转移到了
二宝身上，还要兼带做饭、保洁等家务，
分身乏术。于是，接送任务由双方老人
和沈洋夫妻轮流承担。沈洋的妈妈每周
会来家里住上一两天，婆婆老家在南昌，
每隔一个月会来上海照顾孩子一个月。

在育儿过程中，理念上的冲突在所
难免，拌嘴也时有发生。后来，沈洋受到
一名资深学者启发，意识到夫妻二人若
想避免家庭冲突，最好不要同时带孩

子。经过协商，他们开启了“错峰育儿”
模式——“我们会根据各自的日程安排，
提前一天认领第二天上午或下午的育儿
任务，晚上再一起带孩子。这样的安排
确实减少了夫妻间的矛盾。”

在育儿投入上，沈洋有段时间比较
纠结。身边有朋友在孩子三岁多时就为
其报了各种兴趣班；也有高收入家庭为
孩子选择了双语学校，每年在孩子身上
的投入占家庭收入的一半。沈洋认为，
这种以孩子为中心的，经济和情感高投
入的育儿模式，正在成为中产阶层家庭
主流的生活方式。“有时候我也会反思，
与伴侣讨论究竟在孩子身上投入多少才
是合理的？自己是否对孩子投入得不
够？我需要不断反省育儿理念，并且阅
读相关学术文献，才有能力去抵抗同伴
压力。”

最终，她和老公形成了“不以孩子为
中心”的育儿理念。以兴趣班为例，从孩
子两岁开始，两人给孩子报名家门口的
足球班和音乐班。足球班离家步行三分
钟，音乐课步行十五分钟。每个班有十
次课，每周一次。“报班与否首先取决于
孩子是否感兴趣，其次我们不会在同一
时期给她报两个班，也不会考虑步行距
离二十分钟以上的班。”

大女儿两岁五个月大时的一个周
末，沈洋提前几天给自己预约了钢琴体验
课，正准备去上课。不巧老公外出开会，
妈妈正在赶来自家的路上。眼见钢琴课
快迟到了，无奈她只能带上女儿一起去上
课。“女儿几乎全程坐在我腿上听课，间或
乱弹琴，倒也没有表现出烦躁。”沈洋认
为，这段全新的体验让她解锁了一个带娃
和个人休闲可以兼顾的新思路。

郁小姐是三个孩子的妈妈。头胎是
双胞胎儿子，在一次意外怀孕后，她和先
生斟酌再三生下了小儿子。

身边不少二孩、三孩家庭都面临育
儿困扰，但郁小姐却没有感到太大压
力。原来，三个儿子彼此陪伴，小儿子更

是沿袭了两位哥哥的生活习惯。有学业
上的问题，小儿子也会请教大哥，连他的
很多爱好都是受到兄长影响。兄弟三个
会结伴跳街舞、打游泳、打羽毛球、玩桌
球等。

在郁小姐看来，得益于同伴教育，养
育多孩的负担并不是成倍增长的，她表
示，“我平时工作很忙。对他们的学业、
爱好过问得很少。主要的作用是在小学
阶段培养他们形成良好的习惯。但过了
小学阶段，我的介入变少了。当家长的
干预变少时，孩子们自然就能抱团互相
陪伴成长。”

郁小姐秉持的观点是，“千万不要把

育儿变成妈妈一个人的事。妈妈们要想
明白，先生在养育中扮演的角色。”

有了老三后，郁小姐有意识地邀请
先生多多参与几个孩子的理科功课的辅
导。当召开家庭会议，探讨校园人际矛
盾、人生选择轨迹等重大问题时，她也会
邀请先生聆听孩子们的想法。“男女性思
维大相径庭，我说的内容较为细碎，先生
则更为理性，双方互补，给孩子们多维度
思考问题的角度。”

对于孩子的长远规划，郁小姐表示，
需要走一步看一步。特别是个人发展，
应审时度势，随时校准，多听听孩子们的
意见。

三孩妈妈郁小姐：

同伴教育，大大减轻育儿压力

尽管是三个孩子的妈，但这些年郁小姐从未发生过职业断层。不过，她身边不乏多孩家庭的妈妈无法继续工作，

只能全职带娃的情况。“我觉得不管生育多少孩子，都要有一份工作，否则容易失去自我，缺乏安全感。”郁小姐认为。

日前，上海印发《关于开展“生育友好岗”就业模式试点工作的通知》，支持用人单位设置“生育友好岗”；市政府常

务会议研究降低“三育”成本优化保障……对于上海多部门支持用人单位设置“生育友好岗”的态度，郁小姐拍手称快：

“如何将好的政策落到实处，营造生育友好氛围，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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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孩爸爸王飞原：
组团育儿，为孩子寻伴也寻援

王飞原和妻子都是新上海人，尽管两人都算得上中等收入水平，但是来

沪打拼不易，经济压力如影随形。王飞原告诉记者，家庭收入的大部分都花

在了孩子身上——报兴趣班、买书、生活照料等，处处都要用钱。

他期望政府能够通过各种政策减轻多孩家庭的育儿负担。此外，他还建

议，未来能给父亲更多的育儿假期，这样才能起到鼓励生育的作用。“也希望学

校和机构能解决接送孩子的困难。现在有的学校开放了延时服务。家长可以

在选择的时间段去接送孩子，让我们双职工家庭轻松了不少。”王飞原说。

此外，他还建议社会更多关注多孩家庭，提供必要的配套措施。比如出去旅

游的时候，酒店套房、游玩套票能考虑一家四口、一家五口的情况，推出多孩套餐。

理念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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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孩妈妈沈洋：

“错峰育儿”，找寻家庭与自我的平衡

建议效仿其他国家的

经验，让几个月大的孩子

就能顺利入托，从而切实

减轻育儿负担。

此外，目前3岁以下婴

幼儿的父母每人每年可享

受累计10天的育儿假。但

实际上，孩子在0~6岁期间

都是生病的高峰期，10 天

的育儿假往往显得捉襟见

肘。因此，建议适当延长

育儿假的时间，以便父母

能更好地照顾孩子。

不断反思调适
适应多变局势

育儿百态

育儿建议▶

陪伴关

Cindy家的三个孩子。

王飞原一家经常和另外三个家庭结伴出游。 本版均为受访者供图

沈洋一家。

儿时的三兄弟。

教育关

育儿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