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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從不認為高中以下的孩子學習普通程

度的知識有多辛苦。但在「歡樂學

習」的理論之下，孩子對於本來並不覺得苦

的事也不喜歡做了。再加上他們懂得，或更

有機會以「沒有興趣」或「我知道我不行」

為藉口逃避該學的事，以致把大量的時間都

用於情緒的糾纏，而不是別無他想，迎向自

己的功課（也就是眼前的責任）；於是，孩

子無知的賴皮與父母的憂心，使學習的花樣

變新，相對的更減少學習的踏實與自然。

別為做不到找理由

這些年我帶過不少孩子，看著越來越多

小朋友因為「歡樂學習」的理論而降低自己

的能力，心裡是很難受的。我但願，他們像

我或我的孩子小時候那樣，很自然地經過幾

年努力，擁有一個社會人所必備的普通常識

與能力。

記得有一次在課堂上，一個喜歡廚藝、

手作，卻從來不肯用心於文字、知識性功課

的孩子走來，跟我說：「Bubu老師，那首詩

我記不起來。我記憶力不好，我媽媽也這樣

說我的。」當時，大家正分組忙著，有的做

菜，有的讀書。

我在講過書後，正探看各組進度。聽

完孩子這段話，想都不想（不想，是因為看

多了）就回答她說：「不！你記憶力一定很

好，因為，你從來沒有忘記過自己『記憶力

不好』這件事。」她愣了一下，一時無話可

說，只好乖乖回去讀自己該讀的內容，不再

想辦法找藉口看其他組同學在做什麼事。那

一天，她頭一次把該在課堂上記住的功課完

成了，因為她沒有分心。

孩子自有堅強之道

有句話說：「孩子一如你的胃，不需

要過度餵養。」每個教導者都有自己對「餵

養」的詮釋。我很幸運，從沒有離開過對孩

子的親身照顧，所以才得以享受小朋友同在

一起所呈現與激發的可愛，和他們與任何友

伴都能發展互助的人心本善。

我從孩子身上得到的結論是：孩子並

不需要成人敷衍的討好，他們有自己的堅強

之道；但在身邊指導的成人，要全意，要盡

心，要了解；而了解，一如我教孩子們畫、

寫、下廚、清理⋯⋯，一切的一切，就是靜

心觀察，對時間的珍惜，和惜物愛人的綜合

敏銳。

我越來越覺得，太早就以安慰或鼓勵為

精神糧食，或總能因任性而擁有選擇或決定

權的孩子，未必特別幸福；因為，他們身邊

的成人，不一定有能力擔保他一生的幸福與

順遂。

所以，我自許要更努力，讓孩子在真正

的生活環境中，忘我的、自然的面對自己該

面對的學習課題。

文／蔡穎卿（生活課程指導老師、作家）

用功代表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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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
次讀書會，正討論到「人常常自以為

是」時，一位媽媽有點激動的說：

「我對待孩子就是如此！」

不放手就消極抵抗

原來她一直以成績來要求孩子。每當

孩子有意見，她就回說：「我是為你好！」

結果孩子成績節節退步；有一天，老師甚至

跟孩子說了重話：「你真的要報名參加考

試嗎？報名費很貴耶！不要浪費父母的錢

了。」後來，孩子勉強讀了二專。

最後一學期老師通知家長說：「孩子可

能畢不了業。」此時，媽媽終於體悟到：這

孩子能力並不差，但多年來一直以自我放逐

在反抗她的權威。於是，跟孩子好好談了之

後，決定讓他走自己想走的路，結果是：去

年孩子研究所畢業了。

畢業時，孩子跟她說：「如果能早一點

讓他有自己學習的空間，這條路就不會走的

這麼辛苦。」說完後兩人相擁大哭。

這位媽媽分享完，當場一位成員回饋道：

「謝謝妳如此真切的分享！這對我是很好的提

醒，我有兩個孩子，我對待他們的方式也是：

『聽我的就對了！』我聽不進去他們的聲音，

似乎也正走上妳和孩子過去的路⋯⋯」

父母對子女的要求或期待都本於「善的

出發」，因為自認是「為他好」，所以，所

有與自己不同的聲音都斥為異端。同時，也

忽略了學習的主體是「孩子」，以致當孩子

的聲音得不到父母應有的重視時，他只能消

極的抵抗，更嚴重的就可能以「放棄學習」

來平衡內在的不

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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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是父母的寶貝，沒有父母樂見孩

子放棄自己，因此，在要求孩子的同時，

是否可以攬鏡自照，看看自己當下「自

以為是」的樣子；而當孩子有不同的聲音

時，是否也能暫時擱置自己「優勢的看

法」，將喋喋不休的雙唇緊閉，打開耳朵

與心門，耐心的聽聽孩子的委屈與想法。

也許就是一場真誠的對話，將親子間的

距離拉近，將彼此僵化的關係，注入了溫暖

的關懷。

孩子的「存在價值」需要被看見，孩子

的「興趣與需求」需要被適度滿足，這是身

為人的基本權利和尊嚴；孩子不是父母的產

品，父母不用一直扮演製造商，能給孩子發

展的空間，不只父母輕鬆，孩子也能在發展

中成就自己。

如果不想因「自以為是」而在無心之中

誤了孩子學習之路，就請張開心眼，與孩子

真情的對話，還給孩子一個有尊嚴、做自己

的學習人生。

天下沒有不是的父母，只有「不自覺」

的父母；讀書會的對話提供一個安全自在的

交流機會，往往在彼此真誠分享中，因信任

而敞開心門，聽到別人的經驗，自然會有所

反思，引發自我對話，自我覺照油然而生，

一旦有所自覺，成長就啟程了！

(摘自《共讀美好的對話》香海文化出版)

文／方隆彰（人文教育工作者）

打開自覺之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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