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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in a child in the way he should go, and when he is old he will not turn from it.

教養孩童，使他走當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離。

2018.03  486

「教養不難」――這顆思想的種籽，於我，栽植於何時？

我想是來自長女出生時，身邊那一套套繪本所給予的想像――對未來的想像。

我是新手母親，她是我的初生孩子，當我懷抱稚女，指尖滑過一行行的字，輕輕

柔柔唸著短句，她領受、我領悟，在那些時刻裡，我們有足夠的時間累積對未來生活

的信心。

許多我們愛不釋手的繪本，如今想來，都是因為它們不僅供應新手爸媽對教養的

豐富想像，在懵懂幼兒的心靈更定錨著對生活好奇的探索，讓父母與孩子均具情緒穩

定的支持力量。

《第一次上街買東西》――每每唸到這書名時，留存在我們腦海裡的溫柔畫面，

是那親切情節裡，充滿著生活中細膩的情趣，烘托出小小孩的心理變化，分外顯得動

人與惹人愛憐，讓我在面對人生必經的各種「第一次」，有著更多的勇敢、自信和快

樂。

《爸爸走丟了》――在人群中走丟了，對孩子來說，心理一定很驚慌。但作者一

反常態來描繪此情境，巧妙翻轉認知，以孩子立場創作――「是」爸爸走丟了，該如

何尋回爸爸呢？這本圖畫書，幫孩子驅除走失的恐懼感，也引導孩子宛如偵探，在可

運用的記憶庫裡按圖索驥，因為是主動出擊，害怕的情緒在行動中反而可以變得穩

定。

《上學途中》――這是一本充滿童稚想像的繪本。隻身上學的路途，成為到原野

探險的歷程，舉目可見的景物，化身為曠野中各樣的野生動物，活潑的幻想力，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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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養，不是

教養不是「以愛為名」的無盡擔憂，而是「要怎麼收穫，先那麼栽」的希望工程。

「以愛為名」的無盡擔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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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到驚奇又有趣。同時，孩子們在沒有成年

人監督的情況下在外玩耍，儘管有風險，但

卻是學習控制憤怒和恐懼等強烈情緒的方

法，依我童年經驗，更是擊掌附和這本書對

父母與小孩細膩的雙向安撫。

略舉三本，可以知道，孩子與我的精神

裝備是同步進行的，生活如此，課業的學

習，我的心理建設更早於此。

我因大學期間自籌生活費，所以有家教

的經驗，猶記大學畢業的我曾在教授一位國

二生數學時，發現課本內容已是我高中所學

程度，那時便想，如此這般，等我自己有孩

子，我的所學究竟能幫助孩子到何時？在我

學習過程，我的父母有在這領域為我下過指

導棋嗎？印象中，「念書是自己的事，學習

要自己努力」是家規。當然，也因我自己沒

有補習的經驗，所以知道學習不是件一定要

倚靠「補」方能周全的事，理解好的成績要

從大眼著手，而不是次次考試的錙銖必較。

高中時，信了主後，更年年體會「安息」對

我們不單是宗教意義，更是生活裡的智慧，

是在鬆緊、急緩之間，必要的「停歇」。所

以，孩子放學後沒有補習，回到家好好休

息，好好轉換，好好生活，也是他們的成長

經驗。

有繪本的領受與家教的體悟，對於逐步

「放手」讓孩子成長，我的認知清晰，心情

穩定――放手，需要勇敢，但無需憂慮。

近來常聽得「直升機父母」這個詞，形

容的是那些每分每秒都懸在孩子頭頂，督促

他們在學業和才藝上不斷進步的父母，但其

實這個詞的適用範圍遠遠不止於此。曾聽過

一個十歲男孩對於父母不允許他騎單車（怕

會跌倒受傷），不許他自己用餐刀

切碎盤中肉食（媽媽認為我肯定會

切到手指頭），更不許參加運動之

類的活動等等而感覺壓力極大且倍

受挫折，他懇求道：「我想要的，

不過是自己的事情自己做而已。」

曾讀過一篇文章中說到，加州

大學洛杉磯分校的一項研究發現，

美國兒童大約90％的閑暇時間是在

家中度過的，常常是在電視機前，

或者是在玩電子遊戲。即使在孩子

們活動的時候，他們也會受到成年

人的密切關注，無論是在學校、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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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午後出門活動時，或者是在車中從

甲地移動到乙地時。這景象，非美國所

獨有。

「我想要的，不過是自己的事情自己

做而已。」仔細回想，如果我們現在能

承擔什麼？不正是小時候，父母願意放

手讓我們嘗試些什麼？那時候自己步行

上學，在戶外跟朋友玩耍，旁邊沒有成

年人的監管。世界不是完美的――從來

就不是，但過去長輩相信孩子們自己能

行，相信他們可以從中學會隨機應變，

而如今許多焦慮的父母傳達給子女們的

信息卻是：「我愛你，但我不信任你。

我不相信你像我一樣能幹。」

我喜歡孔子的「吾少也賤，故多能

鄙事。」它與聖經上「人在幼年負軛，

這原是好的。」這段話有異曲同工之

妙，能把自己的角色做好，不是透過大

量的閱讀或追求好的成績與學歷就掛保

證得到「能幹」的實力，而是透過大量

地實作與不怕出力、盡責任。很多成年

後的生活能力，是父母不能代勞的，也

無法用錢買得，因為當孩子能夠「自己

的事情自己做」的經驗值累積得夠多，

處理事情的工序熟練，那面對困難的勇

氣與自信，就會同步加值，這些不是高

喊「要幸福喲！」就會如魔術般降臨。

在凡事速成的社會，父母因為怕孩子浪

費時間在摸索，無形中，強制奪去孩子

思考的機會、實際去做去執行的機會，

因而也剝奪了他們自我成長、累積經驗的機

會，更重要的，也可能間接的剝奪了孩子面

對失敗的機會以及重新站起的能力。

帶著孩子好好生活，讓孩子從分擔家務

開始，除了幫助他不脫離家庭互動的軌道

外，也幫助他面對一個永遠的事實――人人

需要一種平衡的生活，不能因為用功讀書，

其他事情就由別人代勞。無論什麼事，如果

要讓孩子能真正享受學習，給他太容易、安

逸的環境並不是一個好的方法，而是幫助他

能在困境中學會如何面對、克服挫折，幫助

他去體會如何在枯燥無味的挫折後，找到其

中的成就感與興趣。現今喜以「熱鬧」來餵

養孩子的風氣，繪本《好無聊喔！》讀之令

人莞爾。不親近生活瑣事的人，會失去對生

活的情感，也會減損體會快樂的能力。  

印度有一句諺語，孩子小的時候給他扎

根，長大之後給他一雙翅膀。這豈不是教養

最美的遠景？教養不是「以愛為名」的無盡

擔憂，而是「要怎麼收穫，先那麼栽」的希

望工程。

記得幾年前，在一次研習會與大學契友 

（今之傳道者） 相遇，他笑說：「ｘｘ，

你女兒比你優秀太多了！」聽似挖苦，但我

所想卻是――青出於藍而勝於藍，這不正是

家庭的希望、教會的希望嗎？讓孩子勝過自

己，何苦之有？求之不得啊！

我喜歡她們小時在我懷抱的感覺，成年

後，看她們在自己的小家庭得心應手、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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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有序，我很高興這二十多年、在社會輕思

考、縱空談、熱流行的氛圍裡，受經上這段

話常常的提醒：「你們得救在乎歸回安息；

你們得力在乎平靜安穩；你們竟自不肯。

你們卻說：『不然，我們要騎馬奔走』。

所以你們必然奔走；又說：『我們要騎飛快

的牲口』。所以追趕你們的，也必飛快」

（賽三十15-16）。神如磐石穩居我心，我

總能感覺到祂一直將另一種可能的路徑指給

我看，如今，我之於孩子，角色已來到他們 

「無需倚賴的人」；孩子之於我，也從人生

之旅的副駕駛變成了正駕駛，這希望工程的

獎賞，此刻已得，作為母親，我是心滿意足

的！只因教養的路程上，有主的話語引導，

下
期

主
題
預
告

   

「我將平安賜給你，這平安非世界所能給」（約

十四27）。主耶穌應許會將「平安」賜給我

們，但似乎聽起來並不是我們一般所認知的

平安。該怎麼做，才能得著呢？主賜我

「真」平安，這平安意味著什麼呢？

「真」平安容易得著嗎？下期主題將

與大家一同分享……。     

有許多例子可供校正，體會了其中的訣竅，

知道――教養不難，愛而不羈。

看著孩子能自在飛翔，而自己也能在空

巢後，重拾生活與心情的餘裕，這是我的人

生，不帶憂慮。                                           

靠
主
得
平
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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