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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冯睿出生的第一天，奶奶便成为了她
的实际抚养人，而父母都忙于工作，对她疏于
照看。没想到在冯睿即将成年时，奶奶竟然
起诉到法院，要求儿子儿媳支付16年来的抚
养费28.8万元。法院综合考虑老人照顾孙女
的时间、精力和开销，最终酌定孩子父母应支
付老人10万元的“带孙费”。

法官表示，祖父母没有抚养孙辈的法定
义务，如果父母拒绝抚养，祖父母的照料行为
便构成无因管理，可以要求孩子父母支付相
应抚养费。但这要与短期、临时的互助行为
进行区分，普通的家庭成员之间的帮助行为，
不应作为主张相关费用的依据。

故事
从孩子出生第一天 她就帮忙带孙女

2002 年，冯大军和王璐迎来了爱情的结
晶，55岁的彭慧兰抱上了孙女。对这个新来
到家中的成员，彭慧兰喜爱得不得了，孙女出
生的第一天晚上，便是奶奶陪她入眠。帮着
儿子、儿媳照顾孙女的生活，彭慧兰一过就是
16年。

由于小两口的工作性质比较特殊，经常
需要倒班，在冯睿出生后，和冯大军一同居住
的彭慧兰老两口就承担起了照料孙女的工
作。虽然儿子、儿媳口头上对彭慧兰感激不
已，但平日却都忙于工作，把老人的付出视作
理所当然。

2012年，冯大军、王璐不再跟父母一起居
住，却把孩子留给了父母照料，而且并不支付
孩子的抚养费用，一切都是由彭慧兰和老伴
自掏腰包。

直到2017年6月，彭慧兰的老伴病重，她
无力再照顾孙女，才让儿子、儿媳将孙女接走
照顾。过了一年多，儿子儿媳选择了诉讼离
婚，而法官在调解过程中，尚未成年的冯睿表
示希望跟着母亲生活。

看到孙女坚定地选择了儿媳，彭慧兰的
心凉了。然后有些出乎意料，彭慧兰向法院
递交了一份起诉状。

起诉
称儿子儿媳不尽责 应付抚养费28万

彭慧兰认为，儿子、儿媳在孙女出生后就
将孩子交给她抚养和照顾，16年来没有支付
过任何费用，并认为由奶奶抚养孙女是理所
当然的事。在抚养孙女的过程中，彭慧兰代
替儿子、儿媳履行了抚养义务，构成了无因管
理，故请求法院要求两人支付孙女从小到大
所花费的抚养费共计28.8万元。

起初接到案件时，本案主审丰台法院民
二庭文军丽法官对彭慧兰的做法多有不解。
现实中，家中由老人帮忙照顾孙辈的情况并
不少见，真的因此跟儿女“翻脸”打官司的案
件，她还是第一次遇到。

彭慧兰递交的证据十分细碎，大到孩子
的学费、培训费，小到一顿麦当劳的发票，十
几年来所有她能找到的票据，都被带到了法
庭上。

对于老人的付出，冯大军和王璐都表示
认可，但王璐并不认为她对孩子撒手不管。
孩子出生后近10年里，小两口都与老人一起
居住。王璐表示，老人只是在他们上班不在
家时帮忙照顾孩子，下班后她依然承担了抚
养义务，在搬离了老人家中后，她每月也支付
了1000元的抚养费。但对此，王璐并不能提
交任何证据。

判决
酌定抚养费10万元 双方均未上诉

丰台法院经审理认为，没有法定的或者
约定的义务，为避免他人利益受损失而进行
管理的人，有权请求受益人偿还由此支出的
必要费用。虽然冯大军、王璐已经离婚，但原
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应当共同偿还。

根据法院查明的事实，冯睿在出生后长
期由彭慧兰抚养，冯大军、王璐作为受益人，
应当共同偿还彭慧兰因此支出的必要费用。
但因原被告于 2002 年至 2012 年期间为共同
生活，考虑到我国社会传统家庭生活伦理等
情节，故认定在此期间，冯大军和王璐尽到了
提供抚养费的义务。

而2012年以后至两被告离婚期间，现有
证据均不能证明两被告向彭慧兰支付了抚养
费用，故法院认定，冯大军、王璐应支付该阶
段的抚养费。法院综合抚育孩子所支出的必

要费用以及彭慧兰所提交的票据，酌定未付
抚养费的金额为10万元。

案件判决后，各方当事人都没有提出上
诉，截至目前，彭慧兰也并没有向法院申请强
制执行。

“其实老人更多的是为了一个理儿，这个
钱到底是该谁来出，而不是真的为了要这些
花销。”文军丽法官说，对于家庭纠纷案件，不
能一味死扣法条规定，只有尝试融进这个家
庭的感情之中，才能更好地处理好情理和法
理的交织。

法官释法
祖父母没有带孙义务

文军丽法官表示，根据法律规定，父母对
子女有抚养教育的义务，这一法定义务的主
体首先是父母。有负担能力的祖父母只有在
父母已经死亡或父母无力抚养的情况下，才
会对未成年的孙子女有抚养的义务。

“从民俗出发，特别是在小夫妻都要工作
的情况下，祖父母帮忙照顾孙辈是比较常见
的情况，但法律上并没有强制的义务。”文军
丽法官说，法律没有规定隔代人之间的抚养
关系，在这种情况下，老人的出发点其实是在
帮助自己的儿女，而并非是在祖孙之间又建
立起抚养关系。

而彭慧兰的经历则更加极端一些，通常
来说，虽然小两口可能因为工作繁忙等原因
确实需要老人帮忙，但不会完全将孩子交给

老人独力照顾。而彭慧兰在2012年儿子、儿
媳搬离家中后，和老伴一起承担起了养育孙
女的任务，这对于老人来说，确实是不小的负
担。

在王璐写给彭慧兰的两封道歉信中，她
也清楚自己的行为给公婆造成了负担，反复
表示了愧疚和感谢，“要是没有您二老给我们
看孩子，我和冯大军也不会踏踏实实上班，您
为了孩子、为了这个家付出了很多很多”。

长期带孙构成无因管理

根据法律规定，无因管理是指没有法定
或约定的义务，为了避免他人利益受损失，而
进行管理的行为。无因管理人有权请求受益
人偿还因此支出的必要费用和受到的实际损
失。

“她这种情况，已经不是普通的家庭帮
忙，相当于是又养了一个亲生孩子。”文军丽
法官说，彭慧兰担起的责任，已经超出了祖辈
正常的帮助范畴。

在冯睿的父母并没有涉及刑事犯罪或有
遗弃行为的情况下，彭慧兰是无法获得孙女
法定的抚养权的。但她付出的所有精力和金
钱则可以视为形成了抚养费用的债权，可以
向儿子、儿媳主张。

不过，文军丽法官也强调，如果祖辈是短
期、临时的帮忙，则应该视为法律上的好意施
惠关系。从社会道德的角度，这种情况还是应
当予以提倡，据此主张相应费用是不合适的。

抚养费用需要综合判断

这对不尽责的父母究竟应该支付多少抚
养费用？文军丽法官表示，这是本案判决难
点。因为案件涉及家事纠纷，而家庭生活通常
是封闭的，对于家庭成员之间的费用往来，不
能依照商业交易的证据标准进行要求，否则便
是对诉讼各方的过高苛责。

“我们不能要求家人之间还时时刻刻互相
计较，所有的交易票据都能全部保留，这对家
庭的和睦是一种损害。”文军丽法官说，在本案
中，彭慧兰已经尽力寻找了相关票据，但由于
案件时间跨度过长，因此，彭慧兰只要证明她
确实尽到了善意、长期的无因管理，法院就应
该根据查明的事实进行裁判，而不是以证据不
足为由，回避对案件的处理。

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司法解释规定，夫妻
离婚的，抚育费一般按月收入的20%至30%比
例给付。参考这一规定，文军丽法官以相应年
份北京地区人均可支配收入作为标准，计算出
每年夫妻双方应该给付冯睿的抚养费为2万余
元。

对于冯睿曾经参加过的一些兴趣班、辅导
班开销，则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如果是善
意合理、出于孩子正常学习需要的课程，应当
予以支持。而若学习费用过于高昂，或者是祖
辈出于爱护晚辈而支出的旅游、夏令营等费
用，则不能看作是合理的管理费用。

据《北京晚报》

孩子的压力和症状

不同年龄段的孩子，感受的压力来源不同，程度也不一样。
小学里的孩子，需要独自站起来朗读、发言、回答问题时，很容

易紧张，他们也特别不喜欢考试。调查中发现，这些孩子普遍反
映：他们在考试前觉得肚子不舒服，头疼或者不明原因的疼痛，食
欲不振、坐立不安、担心和想哭，不愿上学、失眠甚至尿床。

中学和高中学生作业很多，学习和各种活动安排过于密集，考试
和升学压力日益加重，认为零钱太少或与朋友间出现困境时，也会出
现异常表现。他们常抱怨腹痛和头痛，总是疲倦但是失眠，没有食欲
或暴饮暴食，动辄发脾气和
哭泣，对老师或家长撒谎、
缺课，甚至发生攻击他人和
自伤等危险行为。

高中毕业班的孩子和大学生们，在面临重要的考试、报告要限
时完成或想找兼职工作等大事前，表现得焦虑和担心，而且容易引
发过激行为。

老师和家长的职责

在德国的教育网站上，把考试前教师和家长的任务列得十分
明确。

老师在考试前，可以做很多化解压力的事情。例如简化教室
里的装饰、整理墙壁上的口号和图画，尽量做到色彩简洁、意义明
确，但是不刻意的花哨，因为在孩子们视线所及范围内的杂乱，很
容易触发他们心中的烦躁和压力感。

老师还应该在考前制定每周和每天的复习计划，让孩子们有
对进程的心理准备，使得他们在每做好一段复习后，就增加一份考
好的信心。

老师们不妨寻找合适的时间，开诚布公地和孩子们讨论压力
问题，告诉他们感到紧张是正常的，但是考试并不是要惩罚他们。

家长除了必要的督促外，没有必要做额外的恐吓，保证孩子们
能够摄取足够和均衡的营养，保证他们休息好，就是尽职了。

德国的教育机构还推荐孩子们加入学习小组，因为在同等能
力的集体学习中，对孩子的理解和记忆都有促进作用。

考前减压太极课

我国的太极拳传到西方世界，不仅成为他们吸收东方文化精

华和强身健体的运动，近年来还成了抗压的利器。
据英国《每日电讯报》报道，怀特是一位资深太极拳教练，他在

英国向4岁至11岁儿童教授太极拳，还为即将参加英国小学统考
的学生开设专门的考前减压太极课。怀特从多年的经验中发现：

“与瑜伽相比，太极拳更富趣味性，孩子们能多活动，姿势也变化丰
富。”他把太极拳称为“趣味版瑜伽”，孩子们在学习这种“神秘的东
方功夫”时，既能获得类似瑜伽的功效，又能够使身体变得稳定、气
清心安，在吐纳之间缓解日常受到的压力。

五款抗压APP免费下载

网络时代，各种减压抗压APP，给正要面对期中和期末考试的
孩子们加油。纽约大学互联网交流专家爱迪森·多洛特，利用工作
之余，开发了至少五款免费APP，供孩子们下载和使用。

心态曙光：这款APP里满满是正能量的人生故事，遇事教导和
个案练习，都是来自真人真事，叙述者有老师、心理医生，指点孩子
们在压力面前用平静情绪和冥想等方式放松和提高注意力，减轻
恐惧和紧张。

瑜伽APP：无论是瑜伽初学者还是资深者，都可以用这个APP
来提升自己的水平。APP里收集了100多个瑜伽课程，孩子们能
够自行选择练习程度，和父母或者朋友一起在复习前后练习，舒展
身体、放松心神。

深呼吸：这个APP注重教授学生运用横膈肌的深度呼吸法，可
以使学生自行控制呼吸节奏，让大脑得到足够的氧气供应，并在考
试前松弛肌肉和神经。在考试之中使用，可以保持大脑兴奋，不会
出现用脑紧张的晕眩。

唱个催眠曲：这款APP用来播放轻音乐，在平静中让孩子舒适
地进入睡眠状态，避免在考前因复习太过认真而睡不着的情况。
到了应该起床的时候，音乐再度响起唤醒孩子，让孩子以慢节奏进

入清醒状态，比闹钟骤然响起
要柔和得多。

涂色练习：这个 APP 适用
广泛年龄段的孩子，而且得到

很高评分。APP里设计有各种复杂程度的涂色样本，让孩子在长
时间的学习后，在熟悉的“领域”里信手画上几笔。涂鸦既是发泄
也是创作，有助于建立自信心。

大孩子们的“原始尖叫”

大学生毕竟还是“大孩子”，他们“找来的”减压方法很特别，有
些稚气，也有些“开脑洞”。

在新年前的大考前夜，位于美国芝加哥郊区的西北大学校园
里，忙碌的学生们放下手中的书本，跑到楼前和操场上，身上只穿
单薄的衣服和牛仔裤，穿睡衣也行，聚集在寒风里，一直等到9点
钟，一起放声大叫，痛痛快快地把压抑在心里的紧张、恐惧和不快
都喊出去，用一分钟的疯狂换取清醒的头脑。

这是一项大学里的悠久传统，从哈佛大学、费城大学、斯坦福
大学到边远的威斯康辛州北地学院，把这种名为“原始尖叫”的活
动列为学生们缓解考试压力的方式之一。西北大学的学生杰克
说：“我认为这个方法很有创意，大家在一起撒撒欢，把所有人的压
力都抖掉了。喊完了，除了嗓子有些疼，心里可舒服多了。”

美国塔夫茨大学和密西根大学每年都在考试前举行一次集体
“裸奔”，跑上一英里，当然这些大孩子们也不是真正的“全裸”。

纽约大学会开办茶话会，提供让学生和教授自由交流的机会
和场所。这个大学的考试前夜，教职员工们还会为难以入眠的学
生准备“深夜早餐”，安慰他们的紧张情绪。

据《北京晚报》

奶奶索要带孙费获法院支持

各种考前减压各种考前减压APPAPP来了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