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平常总听人说“遛
狗”，如今这厢已经开始了“遛

娃”，而且还有专门的“遛娃师”。
这是一群什么样的人？据说他们“遛

娃”比我们自己“带崽”的功夫还要深，
这是真的吗？近日，
今 日 女 报 / 凤 网 记
者走近了一批长沙

“遛娃师”，一探
究竟。

专业带娃，
火了“遛娃师”

“和‘遛娃师’一起陪孩子

阅读、做华夫饼……这样的活

动真的很好！我的孩子变得主动

多了。”长沙“80 后”妈妈杨颖

开心地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杨颖有一个 3 岁半的儿子，

2011 年从深圳回长沙定居，结

婚生子后就一直在家做“全职妈

妈”。孩子去年底上幼儿园，杨

颖发现他特安静，在深圳打拼过

的她深知社交的重要性，“孩子

还小，没有社交的概念，这个时

候就要给他良好的社交活动，塑

造他正面的、积极的性格”。

于是，杨颖跟很多年轻妈妈

一样，开始在网上寻找亲子活动。

“一个很偶然的机会，看到朋友

圈有人在分享‘遛娃团’的亲子

活动，我就去参加了。”杨颖回

忆，在做华夫饼的时候，“遛娃团”

的“遛娃师”非常细心，不会冷

落任何一个小朋友。几场亲子活

动后，杨颖发现：“孩子以前不

主动交往，现在主动交往了；以

前不主动看书，现在会主动要求

看绘本等等；在参加完一场‘我

是小牙医’的活动后，以前要强

制才刷牙的他，开始主动去刷牙，

并说‘我要保护我的牙齿，别被

虫子吃了’。”

在杨颖看来，作为父母不仅

仅要满足孩子物质上的需求，更

应该多给予思维层面上的关爱，

“只有多参加活动，小孩子才能

尽可能多地开拓眼界，找到他的

真正兴趣点”。

杨颖所提到的“遛娃师”，

就是长沙正兴起的一个新职业。

“我们的‘遛娃师’绝不是普

通的工作人员。”“遛娃团”合伙

人、“团长”刘琼告诉记者，“遛

娃师”大多是年轻人，拥有幼

教或体育专业的背景，男女参半，

形象阳光，且有足够的爱心、耐

心和丰富的情绪安抚手段，而且

有一定的特长，“我们成立了一

套认证体系，通过综合判断，给

予初级、中级、高级、金牌四个

级别”。

刘琼告诉记者：“‘遛娃团’

正式运营以来，我们一共举办了

400 多场线下亲子活动，参与活

动的人数上万。‘遛娃师’们起

了很大的作用。”

金牌“遛娃师”：带崽各有
“独门功夫”

除了能带领孩子学习各类当

下流行的歌舞，“遛娃师”们很

多人都有自己的“独门绝技”。

33 岁的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

州永顺县人彭秋芬是金牌“遛娃

师”。之所以评级这么高，不是

因为她曾在北京一家早教中心做

业务总监，后回到长沙开了一家

自己的亲子游泳早教中心，而是

因为她本身具有很高的游泳专业

素养。“我有水育师资格证、英

国游泳协会STA证书、育婴师证。

而且，我是国内第一批从事婴幼

儿水中教育的，已经有十多年。”

26 岁的兰艺也是金牌“遛娃

师”，已经参加了二十多场活动。

她虽然是“90 后”，却是职业剪

纸人，更担任岳阳市剪纸研究会

秘书长。“我非常愿意来做‘遛

娃师’。因为我觉得年轻人更有

责任来宣传和推广我们的非物质

文化遗产。现在的孩子电子产品

接触很多，离传统的艺术却越来

越远。”兰艺告诉记者，“当孩子

们完成一件剪纸作品后，他们会

有极大的成就感。尤其是听到

一些妈妈说，孩子参加剪纸活动

后变得更专注了，我会非常开心，

也有成就感。”兰艺说，每次参

加活动的人数会尽量控制在 20

组家庭以内，以便能照顾到每一

个小孩。“剪纸用的刀非常特殊，

有些家长会担心危险，我们会专

门对此进行指导。”每一次剪纸

活动，兰艺也会想不同的主题来

引导孩子，比如，给妈妈或者爸

爸送一个小礼物之类的。

刘琼比较认同的一个观点

是：“孩子的教育，父亲也很重

要。”因此，在女性占主要地位

的“遛娃师”队伍中，也有男性。

1982 年出生的重庆人王亮

就是为数不多的男“遛娃师”，

也是金牌“遛娃师”。曾在重庆

一所大学做过 10 年心理学老师

的他既是心理咨询师，也是全球

职业规划师，还是性格评测师。

俗话说“性格决定命运”，面对很

多父母的期望，王亮一般是通过

亲子活动来帮他们了解孩子的性

格。“我们会有意识地设计一些

环节来观察。比如，一个踩气球

的活动，我们会设置一个活动

开始前的等待区，观察孩子们在

自然状态下的表现，是独自玩耍，

还是与人打闹等。然后，另外有

助理和我一起在游戏过程中，用

记录本、拍照、填写卡片等方式

进行观察和记录。等游戏结束，

孩子们去参加别的活动时，我们

会跟家长沟通，了解孩子们平时

在家里的表现。根据这些，我

们综合判断给出一个参考意见。

当然，这些判断也是需要一定的

积累作为基础的。”

让王亮有所苦恼的是，开展

这样的活动最好是在室外空旷

地带，而长沙的天气要么太冷，

要么太热。

兼职“遛娃师”：
越来越多大学生加入

短短半年，“遛娃团”的微

信公众号已经圈粉近4万人。“在

我们的用户里，有能力、爱心、

责任心的家长，经过我们的审

核可以担任分团团长。”刘琼透

露，就这样基于社区亲子邻里关

系，他们目前已经成立了200 多

个“遛娃分团”。现在一个周末

就有 20-30 场活动。

在吸引家长的同时，更多的

大学生也想进入这个行列。

正在湖南商学院市场营销

专业读大三的河南妹子原维滢，

已经在去年10月份由单纯的主

持人岗位升作领队，并成为中

级“遛娃师”。“要成为‘遛娃师’

可不容易。”原维滢记得，除了

面试时的考验，还有两场活动现

场的试用考核，第一场是观察，

第二场就要参与，现场表现好的

才可以留下来。“最重要的一点

是，一定要喜欢小朋友。”

原维滢虽然是兼职“遛娃

师”，但她对待遇也满意：“一场

活动约 4 小时，可以收入 80 元。

最重要的是工作氛围很欢乐！”

原维滢的成功，也让很多人

看在眼中。就她身边，目前就已

有三十多个校友前去“遛娃团”

实习。

据刘琼介绍，专职“遛娃师”

的待遇为底薪 + 活动补助，做的

好可拿到3万元 /月；兼职金牌“遛

娃师”一场可收入 300-500 元。

“我们的兼职‘遛娃师’，只有双

休日才来参加活动，其中有不少

本身就是父母。这样，他们既陪

伴了孩子，又多了一份收入。”

“遛娃团”合伙人之一蔡睿

也是一位妈妈，现在是高级“遛

娃师”。“孩子是一张白纸，有

很大的创造潜力，我们很多父母

有很多想法，但这些想法不一

定适合孩子，是大人觉得孩子可

以。这往往会造成孩子和父母的

对立。”蔡睿告诉记者，“现在不

少孩子白天在幼儿园或学校，父

母回家也不一定很早，双方坐在

一起的时间并不多，甚至坐在一

起，可能父母在玩自己的手机，

不一定会跟孩子有很多交流。而

我们安排的亲子活动不是为了玩

而玩，而是在游玩当中，教会父

母如何陪孩子，以及正确地认识

孩子。”

正是有了这样的认识，刘

琼也曾独自带着女儿上演现实版

《爸爸去哪儿》，蔡睿也是在前期

做了大量的调研和活动之后，坚

定了辞职做“遛娃师”的决心。

如今，负责公司活动策划执行的

蔡睿，已经做了几百场活动，并

乐此不疲。

据了解，“遛娃团”里通过

认证的专职和兼职“遛娃师”已

有六七十名。

“遛娃师”前景如何？

人民网舆情监测室曾联合

同程旅游发布了一份《2016 中

国亲子游市场认知度及消费

行为调查报告》，对国内居民

家庭亲子游消费态度和认知状

况进行了分析和研究。调查显

示：“带孩子各地游玩”是最受

欢迎的亲子游活动，占受访者

的 60.33%；其次是户外拓展活

动和参观博物馆、动物园等活

动， 分 别 为 39.12%、37.48%、

29.25%。

另外，有48.96% 的人表示，

“没时间”是阻碍亲子游活动的

首要因素，“80 后”和“90 后”

父母则多因孩子太小无法参加亲

子游活动。

“‘遛娃团’的主要用户恰恰

是 3-6 岁小孩及其父母。”谈及

创业目标，刘琼心里充满希冀：

“我们的业务拓展模式是农村包

围城市，避开北上广深，以长沙

起步逐渐扩张，从而打造全国最

大亲子社群。”

A052017年3月3日  本版编辑／唐天喜  版式／潘晶慧
电话：0731-82333612 E－mail:tangtx@fengone.com新闻·特别报道

“遛娃师+”：各有秘籍，月入数万
湖南出现新职业——

记者手记 >>

在为社会提供一种新的

就业途径的同时，记者在采

访过程中也看到了“遛娃师”

的另一个亮点：对于很多传

统手工艺来说，在商品化和

产业化的道路上从中寻觅到

了新路。

中国的传统手工艺众多，

但往往因为标准化生产以及

价格问题导致这些传统手工

艺濒临失传，全国各地都成

立了非遗中心、传承代表人“出

手相救”，但依然难掩颓势。

而传统手工艺师能够化身“遛

娃师”进入各大亲子活动中，

既为他们谋得了生路，又为

传承找到了薪火。善莫大焉。

文：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唐天喜  
供图：受访者

“遛娃师”原维滢在主持活动中与小朋友互动。 “遛娃师”王亮（左二）在活动中观察孩子们的性格特质。“遛娃师”兰艺在指导小朋友剪纸。扫一扫，看“遛娃师”怎样“遛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