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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絡簿要放進書包前，小傑忍不住想看看究竟父親寫些什麼。

等爸爸完全關上房門之後，他迫不及待打開簿子，仔細閱讀其內容。

「哇！爸爸真的這樣覺得啊？」他心裡納悶著。小傑愣了好幾秒，一時反應不過來。

「啊！不對！」他突然覺得這怎麼好意思拿回去給老師看？唉！應該振作起來，好好

發揮自己的潛力才對！

隔天老師閱讀家長的留言後，雖不以為然，但也沒再說什麼……

許多年後，這個孩子到了美國深造，目前研究所已畢，進入社會工作。

大家是否好奇，究竟這位父親當年在聯絡簿上寫什麼？

「兒子，爸爸以你為傲！這次考試進步很多，原本才十幾分，現在四十幾分了！

加油，繼續努力，爸爸支持你！」

願我的嘴發出讚美的話，因為祢將律例教訓我。 

May my lips overflow with praise, for you teach me your decrees.

讚美的藝術(下)

小傑這次在學校考試又不及格了。

老師氣呼呼的把成績寫在家長聯絡簿上，希望家

長能好好教訓小傑一番。畢竟，考出這種成績，真是

令人有夠汗顏！

小傑不論怎麼努力，總是對讀書無趣，加上老師又

如此負面，他簡直更不屑。

回到家，他尷尬地將聯絡簿交給最愛他的爸爸，一

句話也不說，迅速回房間閃避。

父親看了看聯絡簿上的成績以及老師的評語，嘴角

一翹，靈機一動，寫了簡短回應老師的話，隨後敲了

兒子房間的門：

「來，爸爸寫好了，明天交給老師喔。」

奇怪，父親怎麼口氣這麼溫和？為什麼沒有說教？

打一針強心劑
文／NZ小恩  圖／Amigo

適時讚美他人，有絕對正面強化的功能，使當事者在得到肯定後，更想朝這方向邁進。

▲

適
度
的
讚
美
，
必
然
提
升
他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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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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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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讚美與鼓勵，除非精神狀況異常，是每個

人在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心理學的研究，發現

人類對讚美有明顯的反應，並且適度的讚美，

必然提升他人的自信。甚至有些心理學的理論

說到，人的一生，有一大部分是在努力贏得來

自其他人的讚美。我們想想，小孩子出生至就

學，從學習走路到吃東西，需要多少父母親的

讚美？學琴的學生在演出完畢，不論好壞，是

否需要來自老師的肯定？行動不便的老人家，

或在做復健的年長者，是否需要來自醫護人員

或兒女們的鼓勵？別說是人類了，連我們自家

的寵物，都需要主人的讚美！

不同的強心劑

讚美有很多種，因此成就不同的效果。比

方剛才小傑的例子，爸爸給予的鼓勵，用意除

了讓兒子自省之外，還點醒他的榮譽心（這樣

的成績還讓爸爸誇讚，真是不好意思！），以

及告訴他要加油，爸爸愛他，願意接受他。同

時這樣的讚美也告知老師一個重要的訊息：千

萬勿用負面式的教學來打擊孩子的自信。小傑

父親簡單幾句的讚美，在短時間完全達到雙重

效果。

讚美的另一個目的，就是追求進步。針對

孩子而言，要讓他們更上一層樓，平時做為父

母親的就必須有足夠的本錢。小傑因平常就能

感受父親的愛，知道爸爸可以站在他的立場，

故此，父親的鼓勵才有真正的影響。若非平時

爸爸關心他，一樣這些鼓勵的言詞，說不定還

只有反效果而已。二月份《聖靈》月刊裡〈溝

通的藝術〉，其中一段「平時善於適時讚美子

女的優點」提到「因為經常讚美子女，子女能

夠領會到父母的『真愛』，在與父母有歧見

時，比較能承認自己的過失，就算父母親有誤

會或偏見，也比較能體會父母的軟弱而降低對

立的姿態。」如此，父母親出於愛心給予的讚

美與鼓勵，可以成為「讓孩子成長進步」，及

「促進親子關係」的強心劑。

當然，並非所有的讚美都出於真心。進入

社會後，許多社會人士，為了要達成某些目

的，就會在開口說出需求前，講些讚美的話：

「唉呀，近來你變年輕很多喔！」、「像

你這樣有才華的人，不會跟平凡人計較啦！」

「你這個朋友最棒啦，因為你心腸最好」等

等，來提升達成目的的機率。說不定是對方想

借錢？說不定想請你幫個不可幫的忙？或是請

你在某件公事上給他放水？總之，諸如此類

的讚美，並非出於真誠，而是「達成目的」及

「給對方上麻醉劑」的強心劑。

讚美也是人與人之間溝通很重要的一門課

程。比方在教育學生，或是與員工說話，若希望

他們於某處改善，通常是先褒獎再進入本題：

「不錯喔，近來你們上課都很準時，老師

很高興！」先除去學生內心的防衛，再繼續：

「不過，如果上課的時候大家可以舉手發問，

會比直接發問有秩序。」

相同的，老闆與員工溝通也一樣：

「謝謝大家的辛勞，你們真是我的好幫

手，很高興看到工程有按照計畫來」，之後再

說明希望大家可以在哪些方面下更多功夫。如

此，相信聽者會更樂意接受。這類的讚美是帶

有建設，是「肯定對方」及「點出讓其進步之

處」的強心劑。

由此可見，讚美的效果，除了所用的言詞之

外，也在於讚美者與受讚美者的關係。為人父

母，若平時與孩子建立良好的親子關係，適時

讚美兒女，效果一定最佳；相同的，師生關係、

雇主與員工的關係、夫妻關係、教會同工……

等等，也是一樣的道理。小傑的父親若平時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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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的優越感，降低不想再努力的可能性，以及

往後對失敗的恐懼；而誇讚學生的努力，有正

面強化的效果「以後我要更努力！」

與人之間

1.同儕之間，或是晚輩與長輩之間，也需要讚

美來做潤滑劑。《聖經》雖然提到「憑愛心

說誠實話」（弗四15），但在這原則內，仍

有技巧可學。一件事情若已發生成為不能改

變的事實（或暫時性的事實），就可以這個

「事實」來往好處鼓勵對方。比方說，母親

燙了頭髮回來，雖然不是很理想，當問及我

們的看法時，可以親切地說「有時候髮型做

個改變也蠻新鮮的」或是「多嘗試不一樣的

髮型也不錯呀，可以知道我們比較適合哪種

style。反正，頭髮很快就長回來了」，這

樣可以讓母親心情較好之外，也沒有違反說

「誠實話」的原則。

2.有回一個做孫子的問起阿嬤：「妳的眾女婿

中，哪個對您最好？」，阿嬤不二話的回

答，「當然是你爸爸啊！」孫子想了想，有

嗎？他好像還有可以進步的空間喔。「阿

嬤，為什麼呢？」孫子好奇繼續發問。

之後，阿嬤述說這個女婿如何在許多方面

對她好。雖然都不是什麼大不了，但句句屬實。

孫子當晚轉告父親外婆說了些什麼讚美的

話，沒想到孩子的父親喜形於色，往後對岳母

大人更是照顧有加！

由此看出，適時讚美他人，有絕對正面強

化的功能（positive　reinforcement），使

當事者在得到肯定後，更想朝這方向邁進。

3.讚美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則，就是對於不配得

讚美的事，不施予讚美，而在這情況下，可

另找其他配得讚美的事實來鼓勵，做為給前

者的彌補。中國人於某些場合較會心口不一

讚美他人，而西方人對於讚美倒是很有原則

願我的嘴發出讚美的話，因為祢將律例教訓我。 

May my lips overflow with praise, for you teach me your decrees.

他只是嚴苛的管教，而這時突然給予讚美，小

傑會否感到奇怪？（是否爸爸在諷刺我？他會

不會傷害我？）因此，經營兩者的關係，是在學

習讚美的藝術之前，必須先有的基本工夫，也

是讓讚美發揮最大功效的唯一途徑。

讚美的藝術

小孩

1.教育心理學建議，若父母要誇讚小孩，要

讚美他所做出的舉動（action），以及他的

內在動機（attribution）。例如小孩分了

一顆糖果給同學，我們可以讚美他說，「你

這個舉動很好（actio n），因為妳有愛心

（attribution）」。當然，順便一提，要責備

孩子的時候，應更正他的舉動（action），

而不是責備他這個人（attribution）。例

如，小孩搶了同學的糖果，我們可以說，「這

個用搶的動作是錯的，人家會難過」，而非

「你這個孩子真壞」（attribution）。

2.小孩若於學習方面有進步，作為父母或老師

的，應讚美這個孩子所成就的進步，而非拿

其他孩子做為比較來讚美他。例如上次考試

80分，這次85分，就可以肯定孩子的進步，

而不是拿某某同學才幾分，來建立孩子的自

信；小傑父親給予的鼓勵就是個好例子。同

時也灌輸小孩一個重要的觀念，平時要記得

靠神，唯有神賜人聰明智慧，因此自己若有

進步或有表現不錯之處，都不可忘記感謝

神，歸榮耀予神（出三一3；雅一5）。

學生

用不同的方式讚美學生，可達到不同之效

果。但研究報告發現，最好的鼓勵方式，莫過

於誇讚學生所付出的努力（effort），而非學

生的能力（ability）。每個學生都是獨特的

個體，能力各自不同，這是無法改變的先天條

件；但所付出的後天努力，是可以控制及調整

的。不誇讚學生的先天能力，可以避免其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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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肋骨在哪裡

感情世界，為青少年所

憧憬；婚姻生活，是交往中

男女的期待。然而，男女之

間的情事，往往最易讓人跌

倒。相處時，甜甜蜜蜜；分

手時，椎心難受。相愛時，

無怨無悔地付出；分手時，

覆水難收。交往中，如何保

持婚前聖潔？如何不讓結束

的感情傷害自己？歡迎提筆

訴說您選修的愛情學分。

（詳文請參一月份《聖靈》月刊〈錯把馮京當

馬涼〉）。例如朋友的鋼琴演出不是很好，但

在台上其他方面都表現不錯，可以鼓勵他「你

穿的禮服很得體，我很喜歡」，或是「我欣賞

你的台風，很大方」等等。

4.在教會裡，若同靈在某方面有恩賜，可以誠心

鼓勵他人，但最後務必加一句「感謝主」來彼

此提醒這一切都是由神所賜。例如：「X弟兄，

你翻譯真的很不錯，造就很多人，感謝主！」

千萬別讓讚美的話無意間轉型成為個人崇拜，

或是拿其他同靈來比較而使其產生驕傲的心。

夫妻之間

1.經營婚姻，建立彼此互動的良性循環，首先

要從表達方面做起。中國人較於保守，不善

於如西方人放開心胸讚美配偶。其實從生

活中的小細節，就可以讓對方知道，你非

常欣賞以及感謝他於某方面所付出的努力

（appreciation）。例如先生在客廳忙了一陣

子之後，做妻子的可以讚美：「我很喜歡你這

樣重新擺飾這座沙發，老公真棒喔！」

相信這樣的讚美，絕對只有好沒有壞，不僅不

會讓對方產生驕傲的心，還會有正面強化的功能！

2.既然是夫妻，受誇讚的那方，就不可能因配偶

的鼓勵而變成目中無人。既然是這樣，就可以

常常讓對方知道，在你的眼裡，他（她）永遠

是最好的（歌五10）。

3.一個不常烹飪的妻子，有天做了兩道菜。先生回

到家，看到其妻忙於下廚，就抱住她誇讚她，並

且吃得津津有味，十分捧場。這位太太被先生這

麼一讚美，心情愉悅非凡，心想以後一定要再為

這個家付出更多，並且更樂於為家人烹飪。

夫妻之間也可以使用正面強化的技巧。因為

正面的誇讚，勝於負面的批評，而且可以達到促

進夫妻感情以及鼓勵對方的雙重效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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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接受讚美
文／楊謙柔  圖／Amigo

一個能夠自我肯定的人，一定會坦然接受別人的讚美。

古有明訓：「滿招損、謙受益」要我們不

可自誇、自滿，所以當別人稱讚我們的

時候，我們總是不好意思地說：「哪裡、哪

裡？」、「你亂講」，嚴詞駁斥對方的讚美，

弄得場面有些尷尬，實在很失禮。

直說「哪裡、哪裡？」的人，原本要表達

謙虛之意，然而卻容易讓人誤解為「有眼不識

泰山」，找不到真正值得稱讚的地方，直嚷嚷

「在哪兒在哪兒？」或說：「你亂講」而駁斥

對方，可讓真心讚美你之人，情何以堪。

一個能夠自我肯定的人，一定會坦然接受

別人的讚美。我們不必先預設立場，猜忌對方

是否別有居心灌下迷湯，只要以平常心看待，

懇切的謝謝對方的讚美，享受讚美。

英語會話練習對白中，“You are too 

kind.”或是“You are very kind.”未嘗不

是一個很好的回應方式。意思是說，「你真

好！」或是「你對我真仁慈！」另外，我們也可

以大方的說聲「謝謝！」、「過獎了」、「請多多

指教！」、「我的榮幸」、「謝謝你的讚美與鼓

勵」等。肯定對方給自己的讚美，也讓彼此談

話不因禮貌性的讚美而產生場面尷尬。

我們除了學習讚美別人的功課外，也當學

習如何接受讚美。因為，兩者是一體的兩面，

都是基於彼此相愛的心。藉著彼此發現優點而

讚美，使彼此的關係更融洽，化解之間的隔閡

與芥蒂。因為，「愛能遮掩一切的罪過」（彼

前四8）。

結論

《箴言》說：「一句話說得合宜，就如金蘋

果在銀網子裡。」（箴二五11），不僅是用於平

時對人說話要得體，也更是用於給予建設性的讚

美：適時，並且說對話。

在這當中，不論是教育孩子、教導學生，或

是經營平常的人際關係，我們不忘記憑愛心說誠

實話為讚美的原則，並且態度溫和、誠懇、面帶

微笑。在教會內，不忘記「感謝神」為鼓勵同靈

的唯一目的。

要讓讚美發揮它最大的功效，就要建立與周

遭人良好的關係，包括親子、師生、夫妻、僱主

員工、同儕之間……等等，並且想清楚「讚美」

對方之後可能的後果。畢竟若正確使用強心劑，

效果絕對是好的，反之，方向或原則拿捏有偏，

就免不了事後產生的副作用。盼望我們大家都向

神求智慧，在讚美的事上處處得體，造就周圍的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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讚美的藝術(下)

願我的嘴發出讚美的話，因為祢將律例教訓我。 

May my lips overflow with praise, for you teach me your decre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