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藝術大師米開朗基羅完成曠世

巨作大衛雕像時，有人問他

是怎麼雕出來的？大師說：「這

不是我雕的，我只是走進一間石

材店看到一塊大石頭，赫然發現

大衛就在裡面，我將多餘的石塊

敲掉，大衛就出來了。」

這個故事讓人驀然想到，教

育的本質不也是如此？挖掘孩子

的潛能，並非愈多愈好，有時適

當的減法比加法更重要。

吳寶春為何只有一個？

有一次我去一所國中技藝班

上生涯輔導課，因那一班學生主修西點烹調，所

以我製作了一些精美的簡報投影片，準備講吳寶

春、阿基師的故事，誰知一進教室，孩子們就大

嗆：「曾老師，拜託你別再說吳寶春的故事了，

吳寶春只有一個。」我愣住了，對呀！全世界只

有一個吳寶春，不是每個愛做麵包的人都能像他

做到世界冠軍。

我們老是叫孩子向成功者看齊，如果運動

基因好，就盼他當下一個王建民或曾雅妮，如果

是很會畫畫或做東西，會不會變成未來的幾米、

吳寶春，甚至郭台銘？這都是一種「存活偏誤」

──只看到一些有名的人奮鬥不懈走向成功，便

要求孩子效法學習，沒有看到前仆後繼倒下去的

失敗者為數更多。

有一派家庭教育理論即主張，「失敗」是一

個很好的學習，有時候要讓孩子嘗試失敗，吃點

苦頭，如《失敗者的故事》一書，讓人們瞭解到

這個社會還是有不少失敗者，看他們如何面對一

時挫敗或多次打擊，可能比成功者的故事更激勵

人心。所以不要單以「存活偏誤」

的例子引導孩子，因為吳寶春只有

一個，王建民或郭台銘也只有一

個，他們的成功，並不代表所有人

都能複製。

後來我問技藝班的學生為什

麼要學做麵包，有人說因為成績不

好，沒有辦法升學；有人則是因不

愛讀書，接受老師建議來學一技之

長，不論動機為何，目的都是單純

為了賺錢。我說：「好，我們今天

就來談怎麼靠做麵包來賺錢。」導

引他們思考，要做出好的麵包，應

掌握哪些細節，學生反應更熱絡。

可見一樣米養百樣人，王建民、林

書豪打MLB、NBA賺到很多錢，也是他家的事，

孩子們只想做他自己。每個人都應追求自己的夢

想及理想，不必跟別人一樣。

善用減法找核心能力

自從哈佛大學的學者提出「多元智慧」研

究，認為人的智能是多元的，可分為八項，並且

每個人有他自己獨特的智慧潛能，因此建議教養

者針對孩子專長，幫助他把潛能發揮出來。這個

主張傳到台灣，卻演變成「八個潛能都要有」的

「全腦開發」，看準現代父母深怕孩子輸在起跑

點，一窩蜂打著「培育多元智能」的補習班如雨

後春筍爭相出現，造成學童在正常學習之外還要

上各種才藝班，學了一大堆卻不知專長在哪裡，

這樣能怪孩子太笨，沒有好好學習嗎？

當我們回到教育本質，幫助孩子找回學習

的主軸，或許會發現，孩子的能力不足或表現不

佳，很可能是因為學習上「加法」用了太多，與

主講／ 曾榮華(大學副教授)　整理／ 謝蕙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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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真愛家庭」講座摘錄

態度，決定教養的高度

▲ 曾榮華教授以馬斯洛需求理論作為教

養原則，讓孩子生活作息規律，能睡

飽，均衡飲食，保持情緒穩定，才能

快樂學習。



其什麼都要學，什麼都不精通也學不好，不如

好好想想，用「減法」的概念幫他拿掉多餘的負

擔，也許屬於他真正專長的核心能力就出現了。

因此我們必須接受孩子是有其獨特性，並且

要容忍他的不完美，即使是同一父母生的同胞手

足，天生個性、資質還是有很大的差異。例如我

的兒子從小寫功課就慢吞吞的，拖到上床時間還

寫不完，他妹妹卻有條不紊，一回家就把該做的

功課做完才去做別的事，完全不用人操心。

國小畢業時，兒子什麼獎都沒有，還很高

興不用上台拍照；國中第一次段考，他的數學

只考二十八分，依舊笑嘻嘻地自我安慰說：「我

不入地獄誰入地獄？考爛一點才能讓其他同學有

表現的空間。」女兒跟他完全相反，只要成績低

於九十分，她就會一直哭，使得老師打電話來問

我們，是否平時給孩子壓力太大？真令人啼笑皆

非。

兩個都是我的孩子，一樣的教養，教出來卻

天差地別。我在與孩子相處過程中，從他們身上

也學到了很多，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尊重」，接

受孩子的差異和不完美。

家家都有一本教養經

經常聽到家長抱怨，為什麼孩子不會控制情

緒？為什麼長這麼大了，出門還丟三忘四，一點

小事就要父母幫忙？為什麼孩子的行為表現常讓

人火冒三丈？連收個東西、整理書包，天天都要

父母操心？一大堆的為什麼，說明了社會上有很

多「媽寶」，他們的背後一定都有

「寶爸」和「寶媽」！

因為現在的孩子生得少，每個

人都被捧在手心呵護著，父母像直

升機一般，每天盤旋在孩子頭上飛

啊飛，片刻都不離開。有這種隨時

待命的「直升機父母」，自然就有

所謂的「媽寶」狀況出現。

當我們說，如何教養孩子？市

面上有很多教養書，觀點南轅北轍

令人疑惑。有一本《虎媽戰歌》提到，作者（虎

媽）從孩子一出生，就把一天廿四小時生活作息

全部安排好，孩子幾點鐘要做什麼、幾點鐘要上

床睡覺，皆照表操課，一直培養到孩子上哈佛大

學。大家都覺得她好厲害，如果不貪心，照她的

教養方式，把孩子培養到台大也很好了。

另外一本書《真的放手讓你飛》作者卻

傳達截然不同的教養理念。他主張開放式的教

育，給予孩子完全的自主，兩個兒女才十歲，

他就放手讓小姊弟自己結伴去自助旅行，還參

加了高空跳傘，以鍛鍊孩子的勇氣和獨立自主

的精神。很多父母看了也覺得佩服。但兩種教

養觀這麼不同，一個緊一個鬆，一個全面監

控、陪伴，一個完全放手、信任，都說得頭頭

是道，孩子也表現優秀傑出，到底要聽誰的？

其實我覺得，態度比方法重要，因為孩子

是你的，不是別人的，該怎麼教無法放諸四海

皆準，正如同沒有一個人是一模一樣的。如果

太注重方法，你會覺得奇怪，人家可以教養成

功，為什麼自己就是不行？這就像一公斤的油

和一公尺的布放在一起比，一個是重量、一個

是長度，連小朋友都知道無從比較，何況是兩

個天生氣質和稟賦完全不同的人呢？

對症下藥別操之過急

教養孩子需要全方位的關注，畢竟我們的

孩子是人，不是機器，所以我們的教養方式不

能像對待機器一般，用標準化的作業程序來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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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教授指出父母的態度和想法改變，相信孩

子、尊重孩子，孩子的人生也將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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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孩子。否則頭痛醫頭、腳痛醫

腳，把人拆解成好幾部份去整治，

怎麼會有效果呢？教養也是如此，

一定要從全人的角度，把自己聽

到、學到、想到的教養觀念整合起

來，給予孩子全人的教養。

有時父母想矯正孩子某個行為

或習慣，操之過急，便會忽略他背

後的原因，是否受到環境或某些人

事物的影響而形成。

記得兒女讀小學時，老師帶他們去惠蓀林

場戶外教學，看到滿天蝴蝶飛舞，女兒很興奮

地跟著一群同學去追蝴蝶，兒子卻躲在一旁嚇得

發抖，當下我有點生氣想罵他，把他叫過來問：

「為什麼會怕成這個樣子？」當他說，剛才有一

隻蝴蝶停在他身上，讓他很不舒服，我才發現這

讓他有了個不愉快的經驗，因此我改變主意，決

定用行為改變技術來消除這個不愉快經驗。

接下來我每個禮拜都帶他去爬山，接觸大自

然，增加他對昆蟲的認識，直到他不再害怕。現

在兒子不僅十分瞭解昆蟲生態，還能辨識哪些昆

蟲可以摸，哪些昆蟲有毒不能碰，我們也藉由爬

山培養出共同興趣，建立良好的親子關係，全家

感情連結更緊密。

我學的雖然是教育，但是在孩子面前，也只

是一般的平凡父母，想辦法把林林總總的教養觀

整合成屬於自己的東西，其間也會犯錯，碰到一

些成功或失敗的情形，自己摸索著前進。所以我

常說親職教養沒有專家，我們每個人都能成為專

家，不必跟人家比，只要自己覺得合適，孩子也

能得到成長，就是親職教養的成功。

適材適性避免水土不服

我曾經帶過一班國小三年級的小朋友，其中

有一個孩子人緣超好，一下課，就有很多人爭相

找他玩，但他的數學和語文能力很差，連簡單的

加減法都不會。這用多元智慧理論來驗證，表示

人際關係智能較強，數理語文方面理解力較弱，

如果你讓他成為他自己，朝自己擁有的智慧內涵

去發展，他可以勝任愉快，如魚得水，也可能變

成行業中的佼佼者，在自己的領域中有所成就。

「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早已成為過去

式，現在各行各業，只要你有本事、有能力，就

能成為藍海裡的特別人物。

在問題層出不窮的親子關係中，我們是不

是可以把教養的模式，從工業轉換成農業模式？

因工業化太過強調效率，一展開工作就想馬上看

到成果，我形容是「有效率沒記憶；有標準沒生

命；有科技沒人性。」一個孩子明明是金礦，是

煤礦，或是鎢礦，在工業化大量生產下，全部要

琢磨成鑽石，如果變不了鑽石，就被當作廢材忽

略掉，這樣對社會是十分危險的。應該要當他本

質是煤礦時，就讓他好好發揮煤礦的作用，本質

是金礦，就發揮金礦的價值，各有各的角色與功

能。

我們觀察農夫種田，必定會針對不同作物去

調整田地的水土，絕對不會把種稻的田拿去種玉

米；同樣的，每個孩子都是不同的獨立個體，即

使是兄弟姊妹也有差異，需調整教養態度，才能

營造適合並屬於不同孩子的生長環境，這就是農

業模式的教育，會注重「適材適性、差異化」，

以免水土不服。

父母還要會等待，也就是「給環境」，觀

察是否該澆水、施肥、除草，讓每個孩子可以在

適合的環境中，保有自己的潛質和生長步調慢慢

▲  

曾教授建議父母教養孩子，如同農夫，必

須耐心觀察、給予適合成長的環境、適性

栽培，等待孩子成長。

▲

曾教授建議父母教養孩子，如同農夫，必

須耐心觀察、給予適合成長的環境、適性

栽培，等待孩子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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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而不是今天播種，明天就要收成。最後，還

要「給經驗」，讓孩子在體驗各種不同事物中，

了解成長是需要付出努力的，如同在大自然中成

長的植物具有較強的生命韌性一般。

快樂學習原則很簡單

如前所述，我對孩子向來採取「順性」教

養，一個數學考二十八分的兒子，另一個是沒有

九十分情緒就會爆掉的女兒，成長路上雖有各式

各樣的問題，但後來分別考上台中一中和台中女

中資優班，我沒有什麼特別的秘訣，完全是靠他

們自己。但從小我們就很重視讓孩子都能睡飽、

吃好（均衡飲食）、保持情緒穩

定，自然產生快樂學習的動力。

「 睡 飽 、 吃 好 、 情 緒 穩

定」看似簡單，其實是人類最基

本的生理需求。如果經常睡不

飽、吃不營養、恐懼不安，你無

法奢望孩子能夠把其他的事情做

好。根據馬斯洛需求金字塔理

論，人在最基本的生理需求滿

足、有安全感之後，才會進一步

追求愛、自尊和歸屬感，由此產

生社會認同和自我實現的努力

動機。

因此，我們希望孩子快樂

學習，擁有高EQ，讀書專心又

能負責自主，一樣是從這裡開

始，所有的教養原則都是相通

的。但生物學家達爾文也說：

「用進廢退」，有使用的功能

會愈用愈好，沒用的就逐漸退

化，是生物特有的演化機制。

要知道，大腦的發展是全

部同一時間進行的，當孩子嘗

試某些能力時，如果太早受限

制或打斷，這部分的功能會逐

漸停滯、退化。反之如果他在

嘗試時進行順利，甚至得到獎

賞或滿足，這部分能力就會愈

來愈好。

一個三、四歲孩子第一次開口說：「媽，我

想幫你洗碗、做家事。」你要相信他做得到，還

是擔心他愈幫愈忙？我們就像田裡的農夫，播種

之後，只能耐心觀察、等待，給予合適的生長環

境，做孩子的守護者。你的態度和想法，是孩子

成長的關鍵，只要你願意開始改變，相信孩子、

尊重孩子，孩子的人生也從此不一樣。

大多數的父母都希望孩子贏在起跑點上，我

以前也這麼認為，但後來發現贏在起跑點，卻輸

在人生的終點更可惜，所以我們要支持孩子不斷

更新，發現自己的潛能，不要跟別人比，盡情揮

灑生命的熱情！

一個三、四歲孩子第一次開口說：「媽，我

想幫你洗碗、做家事。」你要相信他做得到，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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