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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圖書作者與內容簡介： 

父母在面對孩子的頂撞時，常常會一時間失去理智，忘了自己為人父母的身份，

破口而出一些無心傷害孩子的話，造成親子關係的破裂與隔閡，這本書舉以實

例，配合作者曾任幼兒園及國小教師、教育研究士等經驗，教父母如何正確面

對孩子的反應，讓孩子不在責罵聲中長大，不僅使父母沒有抓狂的機會，也讓

孩子身心能正常發展。 

 

 

二、內容摘錄： 

責備的目的不只是要糾正孩子的錯誤、要孩子聽話而已，責備方法的適當與否，

將會影響孩子日後的成長。 （p.15） 

 

責備孩子時，絕不能隨著情緒起伏而動氣。 （p.42） 

 

持續的好奇、求知才是努力的力量來源。 （p.91） 

 

生活的原則是，在眾人的意見中，自己仍有獨立的見解。 （p.109） 

 

不要去強迫孩子用功，但是，如果孩子正在用功時，父母絕不能去阻礙他。

（p.129） 

 

 

三、我的觀點： 

沒有人一出生就知道是非對錯，因此，父母的教育就顯得無比重要。家庭教育

會影響著孩子的一生，用對的教育方式教導孩子，無疑是孩子成長道路上的一

大助力。東方人的思想大多是孩子錯了就是要罵、要打，這樣他們才會知道自

己錯了。可事實真的如此嗎？其實不然。在教育孩子時，父母應該思考「如何

引導他」、「如何讓他知道錯在哪裡」而非一味的指責孩子。 

 



小時候，喜歡穿著漂亮的小裙子感覺自己是個公主般好看。某天，我習慣性的

以豪放坐姿坐在沙發上看著電視等待爸爸下班。沒想到，爸爸一進家門看見我，

就馬上拿皮帶打我，鮮少被父母罵的我，人生中第一次被打（也是最後一次）

竟然沒有原因？當時的自己很是驚訝與害怕，不知道自己為何被打，不知道自

己哪裡做錯。隨後，爸爸大聲的罵道：「穿裙子腳張那麼開幹嘛？不會合起來

嗎？」這時，我才知道穿裙子要注意坐姿，但我卻不知道「為什麼」要注意坐

姿，只有一個想法：以後坐下腳要合起來，才不會被打、被罵。 

 

由我本身的經驗來看，打罵孩子從而讓孩子改正，原因絕對不是因為他們知道

「為什麼」不能這麼做，他們不知道自己的做法錯在哪，只知道這樣做會被父

母打罵。之所以會改正行為完全是出自於「恐懼」而非「了解」，可這樣一來，

豈不是跟父母的教育之道背道而馳了嗎？教育的重點在於讓孩子知道「錯在

哪」、「為什麼錯」，而非「害怕被罰」而不去做。 

 

教育孩子最重要的是理解，必須先理解孩子的想法、孩子的觀點，才能真正的

了解孩子犯錯的最根本原因。或許是因為他用錯方法導致結果錯誤，或許是一

開始的觀點就不對，又或者其實只是自己誤會了孩子。總而言之，要解決問題

的根本，就是要先理解問題發生的過程。或許在你動怒前可以先靜下心來問問

孩子：「你為什麼要這麼做呢？」讓孩子感受到我們是在「討論」而不是在

「挨罵」，從而可以降低因為爭執而產生的不必要的親子隔閡。 

 

教育的方式並非只有打罵，其實，「引導」孩子也是一種教育方式。在孩子遇

到困難時適當的給一點提示就好，剩下的讓他自己去想辦法解決，如此一來，

在未來遇到大問題時，孩子也能擁有自己處理的能力。當然，當孩子犯錯時，

也可以引導他去發現自己的錯誤，讓他有自我檢視的能力。有時候，讓孩子自

己去發掘、探索，並不是件壞事，反而可以培養孩子的自主性以及思考能力。 

 

現代父母很注重所謂的多才多藝，從而會無意識的逼迫孩子去學各項技能，卻

忘了學的人是孩子，要學什麼也應當是由孩子自己決定。所以，當孩子們到了

可以學習才藝的階段時，不妨找個時間和孩子坐下來談一談，問問他的想法。

如果孩子實在是不知道也不確定自己的興趣時，家長也可以試著從日常生活中

觀察，從平常的舉動中發掘小孩對於事物的興趣及好奇度，再以此作為評判，

帶領孩子去接觸這個領域，培養自己的一技之長。 

 

我有個朋友本身是混血兒，父母的教育方式比較偏向於西方，讓孩子自由的選

擇自己想要做的事、不想做的事。甚至申請了在家自學，不讓孩子把時間與精

力浪費在不感興趣的學科上，空出更多時間去發展自己的興趣愛好。而他現在

已經是同齡層中的佼佼者了，不僅會改裝跑車、專業攝影，更是被各大經紀公

司爭相邀請的舞者。當然，這並不是在提倡自學，只是想告訴父母：與其強迫

孩子去學自己不喜歡的，不如讓他去探索自己的專長在何處。 

 

雖說教育孩子不可以習慣使用打罵的方式，但同樣地，也不能太過溫和，讓孩

子不受控。當自己與孩子認真溝通過後，效果屬實不佳時，可以以較為嚴厲的

語氣告訴孩子這件事情的嚴重性，但是切記不可口出惡言，畢竟無論在什麼情



況下，傷害孩子的自尊心總歸是不好的。 

 

相較於責備，鼓勵式教育還是相對好的，讓孩子在學習的過程中一點一點累積，

等到有成果時，適當的給予鼓勵，是可以增加孩子的自信心的。而一有自信心，

就會更加願意去嘗試、面對下一個關卡，從而形成一個良性循環。 

 

我認為家庭教育對一個人一生的影響力是最大的，家長正確的教育觀念會讓孩

子有更多的能力，引導孩子去思考可以增強孩子的求知慾還有思考能力、和孩

子溝通觀念可以讓孩子感受到自己和父母是平等的、不去破壞孩子對世界的一

切幻想可以讓他保有豐富的想像力......好的教育帶來的絕對不止這些能力。所以，

絕對不要認為教育孩子是一件可以隨便的事。當然，教育最重要的是引導，而

非強迫。引導孩子自己去想、自己去做，適當的提點、陪伴就是最好的，當孩

子偏離軌道時，即時的將他拉回來，如此便好。 

 

 

四、討論議題： 

在責備與鼓勵之間，要如何做平衡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