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雖
說「家家有本難念的經」，但家長們

應該都希望把子女教養成獨立自主，

快樂生活，樂在學習與服務的人。但是，常

見家長有很多的作法，卻是反其道而行，達

不到目的且逾越了界線，例如：

一、 希望孩子可以學會說話，卻急著打斷

他的話：

孩子在兩歲左右，開始會說出比較有意

義而完整的話，你是會耐著性子，聽孩子慢

慢說完？還是仗著對孩子的了解，急著幫孩

子把話說完？

給孩子一些時間，讓他把話說出來，說

完整，這些耐著性子的等待與尊重，會在日

積月累中，看到成效。當孩子說

的太慢，或是不完整時，父母可

以引導或提問，但是不要搶著說完

孩子的話，有些性子急的孩子，可以

會造成結巴或口吃，而有些性子慢的

孩子卻可能變得不

敢說話甚至放棄表

達。

不管面對哪一

個階段的孩子，都

記得要讓孩子可以

把話說完，這是對

孩 子 最 基 本 的 尊

重。特別是孩子到

了 青 春 期 時 ， 如

果你習慣打斷孩子

的話而不聽他說，孩子會開始沉默而不搭理

你。

二、 希望孩子做家事，卻搶著做孩子可以

做的事：

孩子開始學做事，一定慢，也常常會出

錯或是弄髒環境，這些都是催生孩子有成熟

能力的陣痛期。如果父母忍受不住，把孩子

該做而能做的事，搶過來做，那孩子不但沒

辦法把事情做的更好，甚至會覺得反正也做

不好，而失去學習的動機與能力。

給孩子分配的事，就讓孩子自己完成。

如果他做的不夠理想，只要跟

他說可以怎麼改進，會讓事情

做得更好，而不要幫他做，這

樣孩子才可以真的融入家庭一

起運作的生活。

父母的越俎代庖，其實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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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惜孩子的意見與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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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孩子能力的剝削。所謂的家人，就是一起

生活，交流情感與能力而達到互助合作。

三、 希望孩子能有主見，卻不尊重他的想

法：

當孩子開始會說話，就開始會有自己的

意見與想法。比方說想怎樣穿搭衣服？想參

加什麼社團？想如何利用下課後的時間？其

實，都可以聽聽他們的想法與安排，如果可

行，就尊重孩子的安排與選擇，這樣孩子也

會願意負起責任。

至於讓孩子學才藝，最好是孩子自己主

動願意，面對自己願意學的才藝，孩子才可

以忍受過程中的枯燥或反覆練習，而不會輕

言放棄。

四、 希望孩子學會負責，卻把孩子的責任

攬在身上：

現代社會的競爭大，生活壓力也大，父母

的工作很忙碌，面對孩子時，最缺乏的就是耐

心。但是，成長中的孩子，最需要父母給的，

除了愛，就是耐心。

在孩子成長的過程中，孩子能做的事，

就該放手讓他自己做。他自己吃飯，即便吃了

一桌一地一臉都是食物渣，也該讓他練習自己

吃。他對衣褲的配色衝突怪異，也該尊重他的

意見。這些，都是孩子在發展自己的行為與思

考能力。

孩子在學校念書，不是只要讀書就好，

他還要會照顧好自己的身體狀況，整理好自

己的書包，準備好該帶的學用品，而且，遵

守校規、班規和同學們和睦相處。

有些孩子到了國中，連書包都還是父母

在幫忙整理；學用品沒帶，還要父母幫忙求

情；上課時不遵守規矩，家長還責怪老師。

這些怪現象，都是父母「越俎代庖」的溺愛

行為。

愛孩子就不要阻礙他成長。在小學階

段，就帶領孩子一起看功課表整理書包。在

中年級就應該放手，讓孩子自己整理書包，

他忘了帶到該用的東西，就讓他自己去面

對。從小犯些錯、犯些迷糊，都很好修正與

彌補。只要孩子學會對自己負責，他才不會

在長大後犯更大的迷糊或過錯。

溫室的花朵必須勇敢獨立

成長不是變魔術，孩子不會如吹氣球

般，一吹氣，就長大成人。孩子每一次出現

的反對意見，其實都是在建構自己的思路與

想法。教養孩子，真的希望他有一天可以獨

立自主，就要尊重他是一個獨立的個人。

尊重孩子的意見，尊重孩子有照顧人的

行為能力，孩子才不會只長年紀，而沒增長

能力。

放手讓孩子成長，是在日常的生活中，

就要讓孩子訓練做事與口語表達，他才會慢

慢的成長為他自己，一個有獨立思考與行為

能力的個體。

孩子愈大，向外界探索的範圍也愈遼

闊。我的孩子在國中時，兩兄弟去同樣是兩

兄弟的同學家跨年烤肉；隔年跨年夜，讀高

一和國二的兒子們，分別跟同學約好要去縣

政府前跨年，雖然遇上超級寒流，我也曾經

想讓他們待在家裡，但還是尊重他們的意

願，相信他們會照顧好自己，讓他們穿好禦

寒衣物、帶上手機，參加跨年晚會。

孩子放出去，有時候父母心中難免七上

八下的上演小劇場，但很多都是徒勞的假

想，很多我們擔心的事其實都不會發生。只

要把該教、該做、該學會的能力，變成孩子

的自信與應變機智，我們才不需要過度的牽

掛與擔心，畢竟，世界不是溫室，而孩子要

學會評估風險和承擔責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