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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講／江志正（大學教授）  整理／謝蕙蒙

親 職

教 育

好品格，贏在起跑點！
本會「真愛家庭」講座摘錄

好品格要從何而來？有一年，台大

校長在新生入學時剴切期勉新生

「四不」，即不要亂停腳踏車，不要翹

課，不要作弊或抄襲，更不要在教室周

邊喧嘩以免影響他人上課。此話一出，

引發熱烈討論，有些人很不解台大貴為

全國最高學府，學生皆是精英中的精

英，何以竟連這基本的行為規範都要校

長殷殷叮嚀？

品格教育應該從小紮根

其實，這件事緣起於一位公司小

主管寫了一封信寄給七所國立大學校

長，信上訴說他帶領不少剛出校門的年

輕人，頂著高學歷的光環，具有專業知

能，但在工作上卻不敬業、不負責任、

沒有時間觀念、缺乏團隊合作精神、身

段不夠柔軟等等。因此引發台大校長重

視，特別期勉學生確實做到這些看似很

小卻重要且早該做好的事。此事也令人

深感品格教育應從小做起才是正道。

記得三十年前，我剛從師專畢業到

台北三重任教，當年學生家境普遍不太

好，我想幫孩子創造愉悅的生活經驗，

便在拿到薪水時，自掏腰包於週末為班

上同學辦慶生會，地點就在自己的租屋

處。當天全班五十七名同學，有三十

幾人參加，許多小朋友一進門，看到桌

上擺滿汽水、糖果和蛋糕，個個難掩興

奮，忍不住大聲歡呼；當時的我較沒經

驗，也不想掃興，任由他們嬉鬧，在一

陣歡樂中突然聽到樓下傳來一聲：「上

面是哪裡來的一群沒教養的野猴子？」

讓現場氣氛為之凝結。

在初任教的第一個月，我的學生被

說成是野猴子，我永遠記得。也因此，

我深深體會到，教育就是在教「人」成

「人」。換句話說，即是要將一個人模

人樣能吃喝拉撒睡的「生物人」，教導

成為具有文化教養及素質的「文化人」

或「文明社會人」。而這也正是品格教

養的內涵與真諦。

自信樂觀比分數更重要

十餘年前天下雜誌曾做過品格專

輯，在調查中指出八、九成的師長都認

為品格教育很重要，也認為現在的孩子

需要加強品格教育。文中有一段話我印

象深刻，也覺得很重要：「多年以後留

在孩子生命裡面，決定他是否快樂幸福

的，可能不只是英文、數學、電腦，而

是在起起伏伏的人生後，能否依舊自信

樂觀；懂不懂得好好經營一個家，維

繫自己和他人的關係；能不能憑著誠

信、負責、自律和勇氣，贏得專業與成

就。」

許多父母總擔心孩子輸在起跑點，

希望他早點開始學習數學、英文及各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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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樣的才藝，但更值得思考的是，這些科目在孩子

長大出社會後其重要性會遞減，它會在通過一定測

試後被持續的學習能力取而代之；相對的，能真正

一輩子讓孩子感覺到幸福和快樂的，其實是前面所

提到的獨立、自律、自信、同理心及負責任的人生

態度。

因此我覺得，在學校中愈是可以用分數來評量

的，對孩子的未來愈不重要；反之，愈是沒有辦法

用分數去評量的東西，才是最重要的。這就是所謂

的品格，亦即是一種特質，包括了自律、同理心、

責任感及挫折容忍力等人格特質，也可統稱為一個

人的教養或修養。

孩子的品格，最主要來自師長的言教叮嚀及身

教感染，其次則為周遭環境的潛移默化影響。身處

在乾淨或和諧安寧的環境，我們自然會輕聲細語，

不好意思大聲喧嘩，連出門丟個垃圾也小心翼翼，

惟恐弄髒了美好的環境。反之，若從小生活在髒亂

的環境，天天耳濡目染，也會隨手亂丟垃圾，就無

法形成好的習慣與特質了。

整個社會就像個大染缸，對孩子的品格是向上

提升，還是向下沉淪，有著重大的影響。所以為人

父母必須言教及身教一起來，在社會則要靠大家建

立規範和制度並加以實踐，如此形成風氣，才能產

生移風易俗的力量，打造下一代的好品格。

大人重視孩子才會重視

什麼是教養？成大醫學院創辦

人黃崑巖先生在《談教養》一書中曾

說：「教養就像一陣風，風吹過來

了，你自然有感覺，這一陣風是冷

的？還是熱的？都可以很明顯感受

到。」這陣風，就是人與人互動之間

的感受，從中可以清楚體會這個人是

否有教養？是否有氣質？是否有禮貌？這是一種自

然形成的特質，即使虛偽作假也撐不了多久，很容

易被看破的。

我相信，如果大人重視，小孩子也會認真去

做好。十餘年前，我在中師附小兼任校長時，只要

沒出差或開會，幾乎每天一早都會站在校門口，歡

迎小朋友來到並跟學生們問早。當我說：「小朋友

早！」時，偶而會有學生楞住，不知所措，於是我

便趁機提醒：「在日常生活中，人與人碰面時一定

要相互打招呼、互相問候，這是最基本的禮貌。」

小朋友聽了馬上說：「校長早。」但態度及語氣過

於隨便，我忍不住再次叮嚀：「打招呼問候時，

眼睛一定要看著對方，面帶微笑，稍微點頭，才

能讓對方感受到你的誠意與尊重。來，我們再做一

次。」小一的孩子立即重做，且做得很好；但高年

級的孩子卻會表現不耐煩或面露不悅。由此可見品

格及教養，一定要趁早開始培養，如果不把握關鍵

時期使之內化成人格的一部分，長大以後就難以調

教了。

有時，在校門口看到邊走邊吃或服裝儀容不整

的孩子，我就會把他們留住，請他們先把食物吃完

或衣帽整理好再進入校園。小至帽子戴歪、衣領未

翻好、上衣未紮進去、釦子沒扣好或鞋帶鬆了等，

我也都一一指正並請求做好。一段時日後，我發覺

▲  本會成立後即開風氣之先辦理親職講

座，推廣親職教育，因為影響一個父母

即影響整個家庭。



出空隙的時間去做。」「很好，你注意

到瓶中有空隙，且因為這門課是時間管

理，你的回答很棒，但我還想傳達一個

比這個更重要的觀念！」

老師接著說：「剛剛我先放大顆的

鵝卵石，瓶中才會有空隙裝得下碎石和

細沙，如果先放碎石和細沙，瓶中就沒

有任何空隙可再裝鵝卵石了。因此，我

們在人生中的種種追求，就像碎石、細沙和鵝卵

石一樣，要先清楚自己最重視的是什麼，先裝鵝

卵石或細沙不能本末倒置。如果先放了最不重要

的沙子，之後反而裝不下最重要的鵝卵石，那就

相當可惜。」

就像我之前說的，孩子的品格、品行、習慣

和價值觀，若在早年沒有養成，後來就擺不進去

了，培養起來倍加辛苦！

父母的角色無人可取代

我們都希望孩子有一個美好的未來，可是

要怎麼界定什麼是「美好」？什麼是孩子的「未

來」？要精準的回答的確不容易，但唯一可肯定

的是，孩子的美好未來就在你和孩子的手上，你

們現在共同在做的事，所經歷的一切，都會成為

孩子的未來且在明天收割成果。

記得女兒讀幼稚園時，有一次我去參加教

學觀摩及親師會，聽到幾位家長為了選老師的事

起了爭執，一位不認同的家長說：「孩子到學校

就是要培養適應力，你替他挑老師，會讓他變成

溫室的花朵！」想選老師的家長則回說：「小孩

子學習，一開始就要打好基礎，以免以後補不

回來，至於適應力，等他長大再慢慢培養就好

了。」

我覺得與其花心思挑老師，倒不如思考將自

己變成更棒的父母。因為很多父母都忽略了，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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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小朋友在校門外遠遠看到我，就會趕緊扶正

衣冠，進而在上學前就自我檢視並整理好服裝儀

容再出門。我想這就是「大人重視，孩子就會重

視」的效應。

及早釐清人生的價值觀

為人父母者捫心自問，是否真的重視孩子

的品德？相信幾乎所有的人都會肯定的說：「重

視。」假如父母手上有阿拉丁神燈可以為孩子許

願，相信也會毫不猶豫的對精靈說，最大心願就

是給孩子健康、快樂、幸福及好品格。可是在現

實生活中，大家最關心的還是孩子的成績、升學

及補習，顯然理想與實際生活的行動還是有落差

的。

有位老師在上「時間管理」課時，拿出了一

個透明的空瓶子，然後裝入鵝卵石，當裝滿到瓶

口後問學生：「裝滿了嗎？還可以再裝東西進去

嗎？」學生說可以，因為瓶中還有很多空隙。因

此老師又填入了碎石子和細沙，直到把小空隙都

填滿了，再問：「請問裝滿了嗎？是否還可以再

裝東西進去？」同學們還是說可以，老師便舀了

一大瓢水注入瓶中直到滿溢為止。做完了這些動

作，老師問：「我剛剛做的這些事，你們知道我

想表達的意思嗎？」

有位同學說：「老師想要告訴我們，人生

在世不管多忙，只要有心做一件事，一定可以抽

▲  孩子的人格及價值觀在家庭薰陶、孕育而成，建立和

諧家庭是培養身心健全孩子重要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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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老師，頂多只能陪孩子一兩年，孩子每日在學

校也不過七小時，大多數時間仍是在家裡，跟父母

在一起的時間最長、最久，假如他也興起一個念頭

「我想換一個爸爸」「我想挑一個媽媽」可以嗎？

當然是不行的。

所以父母在孩子成長過程中，比一個好老師更

重要，而且是不能替換，無人可取代的。在這過程

中，父母如能真心付出且陪伴支持，點點滴滴都能

成為親子的享受，也能發揮親職功能並正向引導孩

子成長。

陪伴孩子也是一種享受

人的一輩子只有一次童年，我們的童年已經

過完了，但是為人父母，可以讓你多過兩、三個童

年，因為你可以從陪伴孩子的過程中，再次享受那

種感覺。對孩子來說，那種與你在一起的體驗，也

是很可貴的！

兒子剛上國中時，第一次月考數學考得不理

想，我太太因為關心而顯得焦急，很急切的問：

「兒子啊！你的數學怎麼只有六十九分？你上課

有沒有專心聽？聽了到底懂不懂？不懂有沒有問？

⋯」我在旁邊聽了都感到有點壓力，更何況是當事

人。事後我對太太說：「孩子如果可以考九十六

分，應該不會故意只考六十九分，因此，有可能他

已經盡力了。我們關心孩子，應設法瞭解他的困

難，幫助他及支持他，會比給他壓力更重要！」

孩子在考試成績上要能提升躍進，可能須花一

段時間來努力才能達成，但是如果孩子心緒不佳，

念頭一轉，想考零分或最後一名卻是可以馬上做得

到，而這一切的關鍵在於心理感受與態度。因此，

父母的陪伴、支持宜深入孩子心中，處理孩子問題

時也要扮演心理師的角色，給予正向引導，才能幫

助他能正向的達到目標。

看到太太面對孩子成績不佳，一臉急切的表

情，突然想起兒子剛出生時，太太在哺乳室抱著他

餵奶，臉上露出單純滿足的笑容，那畫面我到今天

還印象深刻。所以，當我們在陪伴孩子過程中，若

是遭遇了什麼不順心的事情，或是覺得孩子表現不

如預期，可以回想初為人父或人母時，也許所抱持

的只是企求一世平安、健康成長而已。唯有重拾這

單純滿足的心情，把過程中種種不順回歸本質，才

能將陪伴當成一種享受，更正向地協助孩子發展。

真心接納永遠沒有條件

我們對待孩子的方式，很容易影響他以後怎麼

去看這個世界。因此，我們是否真心的、無條件接

納孩子，不拿他和別人比較，不過度干涉他，能夠

承認他就是他，他是一個獨立的個體，能夠從他的

角度去思考，這些對孩子來說都是非常重要的。

尤其在這個價值紛亂、多元的社會當中，我

們需要好好思考，留給孩子好品格，比千萬家財更

能帶給他幸福的人生。即使你是一名不起眼的基層

工作者，只要好好工作，把認真、踏實、勤奮的工

作態度傳承給孩子，就能內化成他本身的能量及特

質，散發出更大的生命價值！

照亮心靈講座 中區場次

地點：彰化縣文化局1樓演講廳 (彰化市中山路二段500號)

主辦：泰山文化基金會、彰化縣文化局
             

時間：104年10月17日（六）下午2:30-4:30

講題：從毒理化學談飲食安全
講師：吳家誠（台灣師範大學化學系教授）

時間：104年10月31日（六）下午2:30-4:30

講題：避毒保安康
講師：譚敦慈（長庚醫院臨床毒物科護理師）

時間：104年11月14日（六）下午2:30-4:30

講題：教育的幸福處方
講師：游乾桂（心理專業講師、作家)

時間：104年11月28日（六）下午2:30-4:30

講題：親子聊天術──聊出好教養 
講師：陳安儀（親職作家、資深媒體人）

親 職

教 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