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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教養技巧 

3.6.1 小孩子糾紛家長咪插手? 

    這階段的小朋友開始脫離襁褓期，嘗試在安全和熟悉的環境裹，與不同性

格的小朋友相處，互相學習、練習社交技巧及應付困難‧既然孩子能夠處理和其

他小朋友的爭執，回復和諧相處，我建議媽媽讓孩子先自己解決，在不能平息時，

才以中間人角色分開他們。 
教導自我保護技巧 
    媽媽的角色由貼身照料、貼身指導，轉以較寬鬆的手法從旁觀察他和其他小

朋友相處的情況，然後再針對性地教導他應對技巧：1.譬如教導他基本玩樂守

則，會弄傷弄痛小朋友的玩意便是「不好」，要說「No」或「不要」來拒絕；在

玩樂時發現弄痛對方，也要停下來通知大人幫忙，從中也學會如何保護自己。 
2.教導選擇朋友：鼓勵孩子保持好行為，多跟和氣、善良的小朋友玩。 
親身經歷有助成長 
    幼稚園是孩子世界的社會雛型，碰上孩子被作弄的事件，在不涉安危下，家

長可以密切留意而不直接插手，給孩子自己處理的機會，媽媽可以根據孩子的表

現，了解他的感受，指導他正確的處理方法，從而也能教導他學習同理心。這孩

子目下可能吃了小虧，但從經歷中學習處理方法，比說大道理有效得多。 
 
明報     2009 年 11 月 15 日 
 

3.6.2  好勝輸不起建自信 學抗逆 

     兒子 4 歲半，每次和小朋友玩遊戲後，如果有什麼不順心，例如他輸了，

便立刻大發脾氣說不喜歡某某，以後不再參加或不上學了。 
     當孩子發脾氣，媽媽不必急於叫停或授以大道理，可以溫柔地表示明白輸

了的確有回失望，讓他知道媽媽理解他的難受。孩子對輸嬴如此在意，也可能源

自「嬴」＝「好」的概念，所以媽媽不必強調下次輸贏，應強調下次做好一些就

是進步，把「好」的概念拉闊，包括學習新技巧、進步，讓孩子明白目標和努力

的關係，且比一場遊戲輸贏更重要。 
     日常生活中，媽媽可以在幾方面入手調整孩子認知： 
1.看故事書 學好品德 
2.同輩為側 各有強項 
  讓他明白人人能力不同，各有強項，不一定每項都強，鼓勵他找自己的興趣，

努力做好就是出色。 
3.一兩興趣 定立目標 
  嘗試找一兩項興趣，讓他有目標地努力爭取，做出小成績，相對其他做得沒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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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好的，也容易接受。 

看管家務 做小風紀 

    如果孩子比較執著，可以引導他善用自己清楚規則的強項，負責看管一兩項

家務，這些小訓練都有助他學習社交技巧，減少負面行為。 
 
明報   2009 年 11 月 22 日 
 

3.6.3  睡眠質素好 孩子都變精靈寶寶 
打造良好睡眠質素：睡牀要布置舒適 

午睡時間有節制：一小時午睡對他們已足夠，而且晚餐前盡量不要睡覺。 

掌握起牀時間：避免當孩子在深層睡眠（通常在做夢）時喚醒他們，否則

會令他們感到不適，如身肌肉繃緊、心跳加速。 

增加安全感：可為他們添置一些「安慰品」，如喜歡的卡通人物牀上用品，

讓他們覺得睡覺是開心的事。 

劃分睡房區域：房間分開「遊戲區」及「睡眠區」（牀），培養上牀便要睡

覺的習慣。 
兒童所需睡眠時間 
半歲前 十五至二十小時 
一歲 十五至十六小時 
二至三歲 十二至十四小時 
四至六歲 十一至十二小時 
七歲及以上 九至十小時 
 
星島日報    2009 年 8 月 14 日 
 

3.6.4 精神奕奕 準時上學去 

遊戲方法訓練孩子起牀 
解決方法：開學前與子女說明上學是一種責任及聊天時提及上學是很開心的事，

令他們看到上學的樂趣，從而期待上學，利用遊戲叫孩子起牀，如用搔癢方法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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醒孩子或摸摸臉頰，千萬不要喋喋不休，以免他們作出反抗。也可以請子女早上

幫忙一些簡單家務，如分派早餐杯碟，培養責任感，之後小朋友可能會覺得自己

有任務在身，而自動提早起牀。 

讓小孩子對上學有興趣 
解決方法：定長一定要以身作則，到了晚上某個時間，大家就停止活動，準備睡

覺，教導子女作息正常的習慣。入學前，父母可於暑假帶小朋友到學校附近看看，

助他們熟習環境，並預先跟孩子描述學校環境。 

與孩子定起牀規則 
解決方法：跟孩子訂立一些起牀規則或約定，如未能送上學，也要目送孩子出門，

令他們感受到受關心，家長要經常跟子女聊天，了解子女於學校遇到的問題，讓

他們不會懼怕上學。 

開學前多溝通鼓勵 
解決方法：開學前令子女可預計到上學的環境，事先多溝通及鼓勵，為他們選擇

喜歡的文具，讓他們感到上學是一件開心的事，父母緊記不要對子女學業要求過

高，放學後主動跟他們輕鬆討論上學發生的事。 
 
星島日報    2009 年 8 月 14 日 
 

3.6.5 歲半唔願講 一味手指指 
    香港兒童一般在 12 至 14 個月大開始學習說話，會運用單詞。孩子到了 18
個月大還未懂得運用其他詞彙或不肯學習，的確是出現一點滯後情況。 
    既然大人明白他的需要，又能滿足他，孩子便沒有動機「說」得更清楚，這

情況常見於平時家人護備至的孩子身上。 

延遲回應 誘導說話 

   家長要花點心思，讓他用多些詞彙，家長不應立刻拿給他，要指着朱古力說：

「朱古力」或「力力」，他肯跟着你說，才拿出來給他；拿出來時，也要用單詞

形容動作，如「開」、「畀」等；下一次，便要他多說一點，才可吃得到，漸漸增

加孩子的詞彙和口語表達能力，建立以說話表達意見的習慣。家中大人也要行動

一致，才能使訓練見效。 
   若至 2 歲仍未見改善，就應接受語言能力評估，由語言治療師設計合適療程，

幫助孩子有系統地建立說話習慣，掌握物件、人物和動詞等不同類別的詞語及配

搭，爸媽也要一同練習，達到掌握語言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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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   2009 年 7 月 5 日 
 

3.6.6 過度的愛會折斷孩子的翅膀 
    中招理化生實驗操作考試，考場上，學生們笨拙圬做試驗，聽到的依然是玻

璃器皿碰撞聲和各種器材掉在試驗台上的咚咚聲。可如今讓我看到的是，大腦聰

明，動手能力差。 
    學生動手能力差，最基本的自保意識更差。孩子一出生，就受萬般的寵愛。

爺爺奶奶抱，姥爺姥姥護，父母更是視為珍寶。當孩子學爬行的時候，卻因為怕

髒不讓孩子在地上爬行，讓孩子失去了自保的本能。現在的孩子，只要摔倒就是

頭先着地，而不是用手支撐，很平常的摔倒，就起很大的紫包。 
    這些年來，生活水平提高了，吃過苦的家長們唯恐孩子們受苦，玩具買了一

大堆，認為這樣可以開發智力，寧可自己受累，也不愿讓孩子們干一點力所能及

的活。到了上學的年齡，家長更是輪流接送，遇上下雨下雪天，那就更不得了了，

家長頂風冒雨簇擁在學校門口。 
    家長的愛如同溫室，在溫室中成長的孩子，如同溫室中的花朵，雖鮮艷美麗，

卻經不起風吹雨打。對孩子適度地放手，也許是對孩子真愛的最佳選擇，莫用愛

折斷孩子的翅膀。 
 
北京青年報   2009 年 5 月 7 日 
 

3.6.7  大自然教育法—海豚博士 
 洪家耀可算是全職爸爸，主力做鯨豚的研究，他希望兒子能擁有海豚的適應

能力，而那種適應力，亦不單純指在知識上的裝備，「現在的人太着重知識，忽

略待人處事的技巧，根本難以在社會立足。」 
 
保護環境 感性主導 
 多讓兒童接觸大自然，洪家耀覺得可培養他們欣賞及尊重自然環境，對大自

然有一份敬畏的心，「很多人覺得大自然可以操控，那是價值觀問題，令我們破

壞環境，覺得社會需要發展，金錢重要過很多東西。」事實上，當接觸過大自然

之美，有一份感觸，便不會隨意破壞。 
 從自然界的萬物，亦可訓練兒童的觀察力，不單要讓他看，亦要跟他說，說

的不是植物、動物名稱，而是灌輸愛護大自然的心。跟他說：雀雀自由自在飛，

已經很足夠。 
 
香港經濟日報  2009 年 5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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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8  什麼讓父母和孩子成了陌生人 
因為不了解孩子的內心世界，家長做了許多傷害孩子的事 
 一個媽媽看到孩子正蹲在馬路邊上用小棍撥弄螞蟻。媽媽對孩子說：“幹什

麼呢？盡幹一些沒用的事。”當孩子蹲在垃圾桶旁凝神觀察的時候、當孩子努力

把沙坑灌滿水的時候、當孩子把電燈開關反覆按動幾十次的時候、當孩子在雪白

的墻壁上塗鴉的時候、當孩子試圖向電源插座插入一根牙籤的時候、當我們孩子

迷戀網絡的時候、當孩子過早陷入兩性感情的時候……我們家長都幹了什麼？我

們不是幫助孩子一起探索他未知的世界，不是了解孩子這樣做的原因是什麼，給

孩子提供有效的建議和指導，而是斷然呵斥孩子 “不許亂動！”“不許亂摸！”“你

給我老實點！”“不許上網！”“不許戀愛！” 
 家長們總是想方設法避免孩子犯錯誤，我們不允許孩子走彎路，我們給孩子

灌輸大量的知識，我們擔心孩子輸在起跑線上，但是，家長們所做的一切是孩子

需要的嗎？我們考慮過孩子的承受能力嗎？我們注意到孩子智力和心理的協調

發展嗎？孩子有犯錯誤走彎路的權利，孩子就是在不斷地犯錯誤中積累成功、在

走彎路過程中獲得經驗。 
 孩子更需要的是物質生活之外的爸爸媽媽的關心、理解和尊重，這才是他們

的內心深處真正所需要的。 
 正視孩子間的差異，從內心深處真正接納自己的孩子。 
 “換個眼光看孩子，善於發現孩子的閃光點，對孩子多鼓勵少責備，讓孩子

始終充滿自信。”多用耳朵少用嘴，用心聽孩子說話，避免對孩子的無謂嘮叨。 
 父母不要替孩子包辦一切，孩子的行為必須要孩子自己負責，孩子只有學會

了對自己的事情負責，才能逐漸地發展到對家庭、對父母、對社會負責。 
 
北京青年報  2009 年 5 月 30 日 
 

3.6.9  如廁訓練小貼士 
訓練時： 
1.解釋程序 
先對小朋友解釋如廁的程序，包括向爸媽示意需要上廁所、走近便盆或廁所，然

後脫下褲子坐在便盆或兒童廁板上，排便後，揩抹乾淨，再穿上褲子，然後洗手。 
2.仔細觀察 
當觀察到小朋友有尿急迹象時，家長可以輕鬆的態度鼓勵小朋友跟着程序坐在便

盆上。 
3.從容不迫 
如果小朋友拒絕或害怕上廁所，不用強迫他們，可下次再嘗試，以免他們更害怕

如廁。 



 

                                           24

4.陪伴左右 
開始訓練時，家長可陪伴孩子，其間可跟他們談天、講故事，有需要時給予協助。 
 
訓練後 
1.做到有獎 
如果小朋友能在便盆內大小便，就要加以稱讚和鼓勵，例如獎勵他一些零食。若

他們坐上幾分鐘後仍未能成功，家長也要稱讚孩子能坐在便盆上一段時間，然後

讓他暫時離開。 
2.失敗重溫 
若小朋友控制大小便失敗，家長應以平和的態度替他們清理，然後跟他們重溫如

廁的程序。 
 
明報  2009 年 9 月 8 日 
 

3.6.10  讓寶寶盡早適應幼兒園生活 
 我想要讓寶寶的過渡期盡量短一些，應從兩個方面加以注意：一個是心理方

面；另一個就是生理（也就是身體）方面。 
 首先在寶寶還未進入幼兒園時要做一些準備，比如經常帶寶寶到幼兒園參

觀，參加幼兒園組織的一些親子活動，有些家長還會帶孩子先上“親子班”，讓寶

寶逐漸對幼兒園有一種親切感，並產生入園的向往。另外要培養孩子初步的生活

自理能力和良好的習慣，例如要學會自己吃飯、入睡、穿脫衣、穿脫鞋、上厠所

等；要能夠認識自己的物品，學會分開自己與他人的物品，如鞋、衣服、帽子、

襪子等；再有很重要的一點就是要學會一些語言，比如會說出：想小便、想大便、

渴了、餓了等等，能將自己的這些要求向老師表達出來。 
 寶寶進入了幼兒園以後，從心理上需要注意些什麼呢？您也要有信心；他會

逐步適應幼兒園的生活，送孩子上幼兒園要做到持之以恆。 
 寶寶上幼兒園以後受感染的機率會比在家裹多，通常都會生病，這是不可避

免的。我們可以在寶寶回家後，給寶寶準備一些新鮮的水果，如果擔心寶寶在幼

兒園吃不飽，可以讓寶寶多進食一些蔬菜，吃一些清淡的飲食，補助充一些維生

素和微量元素，適當地喝一些溫開水，這樣也會減少反覆生病的機會。另外要養

成早睡的習慣，不要回到家裡玩兒得太瘋、太累，以免影響第二天上幼兒園。 
 
北京青年報  2009 年 9 月 17 日 
 

3.6.11  「完美」是一種心靈傷害 
   兒子三歲的時候，我特別重視他的早期教育，期望將兒子塑造成一個「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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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寶貝兒。 
   我發現兒子有在圖紙上塗鴉的習慣，於是開始教兒子學畫畫，我興奮地買回

一沓畫紙。起初我擔心兒子塗得不夠整潔，就找來一些「範本」讓他參照。 
   一天，不班後我看見正在畫畫的兒子。於是，悄悄地靠近他想探個「究竟」，

不料兒子猛地站起來，緊緊拽住畫紙藏到身後，瞪大雙眼瞅著我，低下頭小聲地

說：「媽媽，今天，這個小袋鼠塗得不好，不小心塗到線外了，小袋鼠的肚子有

點變形了!」那眼神，生怕我批評，好像做錯了甚麼似的。 
   頓時，我的心一陣抽搐。我連忙抱了抱他，笑著對他說「寶貝，你畫得很好。

雖然有點畫出界，不過，袋鼠媽媽不是有個吊袋嗎?」他點了點頭，可依然不肯

把畫紙拿給我看。 
   「寶貝，畫出界限沒有關系，袋鼠的肚子有大有少，以後想怎麼畫就怎麼晝。」

我再次鼓勵他。 
   「真的嗎?」兒子臉上露出一絲驚喜的表情。 
   「哦，以後可以畫爸爸和媽媽，還可以畫很多小朋友啦!......」兒子歡呼得跳

起來! 
    看著兒子雀躍的神情，我仔細回味這個畫畫的細節：小小兒子就認為做好一

件事情的准則-----有「範本」和「界限」。兒子在這種操之過急的教育下，變得

「中規中矩」，從而在繪畫的過程中，顯得畏首畏尾，不敢出頭...... 
    突然，我覺得人有時過得并不快樂，大多是刻意地追求這種所謂的「完美」。

從這以後，我改變了這種要將兒子塑造成一個「完美」寶貝兒的期望，因為我要

給他一個寛闊的世界，掙脫這種「刻意完美」的禁錮，從而擁有健康的心靈，自

由自在地生活。 
 
北京青年報  2009 年 11 月 12 日 
 

3.6.12  呷醋小姊妹 扮弟弟哭鬧 
2 歲的女兒本來頗獨立，甚少「扭抱」，但自從弟弟出生後，卻變得非常黐

身，有時甚至模仿弟弟哭鬧的聲音和模樣。她是否呷醋呢？我應該怎麼做才能令

她知道父母同樣愛惜她呢？ 
 
有樣學樣 吸引注意 
 即使爸媽在弟弟出生前作出預告，但２歲的人兒，實在不可能想像到現實中

弟妹出生有什麼意義，也不可能有心理準備弟妹會佔去爸媽部分的注意力。既然

弟弟哭鬧能吸引大人的注意，大人又一天到晚黏在弟弟附近，她有樣學樣，無非

是希望得到注意。 
 其實弟弟回家時，爸媽應安排以弟弟的名義送一份禮物給小姊姊，正式介紹

他們認識，不時告訴小姊姊弟弟的情況，讓她覺得「弟弟，我也有份」，建立兩



 

                                           26

姊弟的關係。 
 
分配時間 單獨陪伴 
 爸媽亦要在時間和注意力上調整分配，撥出時間單獨和小姊姊活動，父母留

心孩子的情況，適切而及時回應他們的行為反應，可以減低姊弟爭寵的機會，增

強家庭和諧。 
 
明報  2009 年 7 月 19 日 
 

3.6.13  呼喚不回應 恐有自閉症 
   社交溝通行為 三方面觀察 
   自閉症的小朋友在社交、溝通和行為三方面會出現不同程度的困難，家長可

以參考以下一些徵狀： 
社交方面： 
1. 對別人的呼喚或逗趣沒反應：9 個月以上的幼兒，聽到有人在背後呼喚他的名

字，卻不會回頭張望； 
2. 較喜歡獨個兒玩耍，不理會旁人或其他小朋友； 
3. 缺乏眼神接觸，會迴避與人對望； 
4. 模仿力低，約 1 歲大仍不懂揮手招呼或道別。 
溝通方面： 
1. 約 16 個月大仍未能說出單字； 
2. 不能專注於單一事情上； 
3. 語言表達能力薄弱，偏向運用尖叫或拉父母的手到想要的東西或食物處表達    
   意願 
行為方面： 
1. 興趣狹隘，性格固執； 
2. 不正確或不尋常地玩玩具，如玩玩具車只愛轉動車輪或不斷開關車門，而沒

興趣前後滑動； 
3. 無意識地重複某些動作，如搖擺身體、自轉等。 
  若爸媽察覺孩子有以一些常見徵狀，建議盡快為她安排一次自閉症的全面評   
  估，及早識別及介入，對治療成效極為重。 
 
明報  2009 年 12 月 06 日 
 

3.6.14  孩子多「鬼主意」自創遊戲突破限制 
 在金融海嘨之下，不少家庭為求削減開支，唯有減少子女購買玩具的消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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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反而可以把握時機，持開放的態度，觀察子女的長處及喜好，引導子女就地

取材，自創遊戲。 
 「不少外國研究指出，最富啟發性的玩具是孩子以創意，把一般的用品『變

身』出來的玩意，因為在製作過程中，他們必須要經過大量分析。」 
 「家長首先要嘗試放下只有『玩具』才是玩具的心態，鼓勵孩子提出新鮮的

玩樂方法。」不少家長常覺得孩子在公園拾落葉，在家玩耳夾、食物包裝等非常

骯髒，但當子女懂得運用想像力，就地取材去創造新遊戲，正是訓練他們創意的

機會，家長不宜扼殺。 
 他們應該把握機會，觀察孩子的興趣和長處，再融入孩子的自創遊戲中，加

以培育。 
 家中高年級子女愛冒險，喜歡挑戰難度，家長可以嘗試帶他們到郊野，提出

利用小小的斜波玩滑草遊戲，並提議子女以升級形式進行。孩子亦從中學會克服

環境的限制，提升解難能力。 
 「即使小小的公園，父母和孩子也可以利用公園的設施，改變玩法，又可到

平台花園觀察植物，研究小昆蟲。」 
 
星島日報 2009 年 5 月 14 日 
 

3.6.15  捉手說道理 征服打人王 
兒子十七個月大，每當未能達到他的要求，就會動手打人，應怎樣改善他這樣的

行為呢？ 
 孩子的行為和表達方法，其實對他來說並沒有對與錯，他只知道自己做什

麼，便可得到想要的東西。 
1.絕不遷就 
不能為息事寧人而遷就他，讓他用不正確的方法得到想要的東西 
2.堅定說 No 
輕輕握住他的手，停止打人的動作，平穩地說：「No」或「不行」 
3.簡單說教 
用簡單的方法教道理，輕輕拍他的手，一邊說：「痛」、「痛」；然後搖手說：「No」 
4.正確行為 
教他指着想要的東西，然後伸手說：「畀」、「畀」。 
5.成功經驗 
孩子按指示做對了，便能得到想要的東西。 
 
手法一致 持之以恆 
 幼兒的行為出了問題，一般都可以用這方法改善，最重要是家長持之以恆，

特別注意保持處理事件的手法一致，才能達到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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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 20009 年 5 月 10 日 
 

3.6.16  自小祖母湊 唔聽阿媽教 
最近我失業，決定全職照顧兒子，便把他接回家中。他似乎不大聽我的管教，但

每次見到祖母都很開心。有何方法拉近我們之間的距離？ 
 孩子跟自小照顧他的祖母較為親近，是自然不過的事，媽媽毋須介懷，只要

付出時間和耐性，多與兒子相處，一樣可以培養出親密感情。 
 
包容諒解 觀察細節 
 建議媽媽從觀察祖孫倆的相處細節和生活習慣入手。媽媽與祖母的處事方法

不同，相差愈大，兒子要重新適應的時間也愈長，媽媽要有克服困難的心理預備，

予以包容，切勿打罵苛責。 
 媽媽的觀察必須注意具體細節，從飲食、衛生、玩樂到哄睡，深入了解。 
 
吃喝玩樂 逐步調整 
 根據這些資料，媽媽可研究哪些方面可加以配合和調整。父母需要兒子改變

的習慣，也不能要求一蹴而就，應分優先次序逐步改變，規矩要明確，並列出獎

勵條件。按照計劃逐步改變，便可減少彼此的摩擦。 
 
明報 2009 年 7 月 26 日 
 

3.6.17  耳臉破損 尋抓癢原因 
 BB 常用手抓臉及耳朵，甚至抓至流血。我們不想替他戴手套，聽說這會妨

礙手指的發展，真的嗎？ 
    戴手套本身沒大問題，因為手套內有足夠空間讓手指活動。為防止寶寶抓損

自己，給他戴手套一陣子可能是較好的選擇。 
 為什麼寶寶要抓臉及耳朵，還要抓至流血？這些不可能是完全沒意識的動

作，家長必須查找寶寶抓癢的原因。 
 
疑兇：口水 汗水 洗衣粉 
１、皮膚有否異樣：太濕黏着不舒服，偏乾又會緊繃痕癢，是否粗糙？有沒有斑

點？ 
２、除臉和耳朵外，會不會抓別的部位？ 
３、抓面頰和耳朵，可能因為進食或睡覺時沾上口水或汗水，未能及時清潔，令

他感到不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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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有沒有替寶寶修剪指甲？抓傷了的部位也會發癢，造成惡性循環。 
５、寶寶用的浴液、香梘有沒有含過量香精？用完梘液後，有沒有徹底洗淨？ 
６、寶寶的衣物、被褥等物料會否導致過敏？洗衣粉的化學成分有否含致敏物？ 
 
選無香味純棉用品 
 選用無香味、純棉嬰兒專用品，避免刺激皮膚。替寶寶洗面洗澡後，要抹乾

才塗潤膚露，並經常替他抹掉口水和汗水。 
 若非上述各項原因，而寶寶情況未見改善，又或抓傷自己也沒有哭鬧等反

應，應往見醫生作詳細檢查，找出原因。 
 
明報 2009 年 5 月 31 日 
 

3.6.18 兒子否認偷簿 應否相信他？ 
先信任後教導 
 我會選擇先相信孩子，因為家長是孩子的依靠，若家長一知道事情，便馬上

站在對立的位置上，正如媽媽所說，這會先傷了孩子的心，當親子關係不好時，

想教導孩子就更難了。 
 我們說「相信」孩子，並非就了事；身為父母，教導、培養孩子有正確的是

非觀念、分辨對錯是不可假手於人的責任。因此，我們有必要理解孩子在不同情

況下對「拿走別人東西」的認知，知道事情的後果和正確處理的方法。 
 
從失主角度思考 
 媽媽應知孩子好好談一下，可以用同理心的例如入手：「上次去公園玩車仔，

後來丟失了，真的很不開心。」讓他想想遺失東西時的失望，明白其他學生失去

了東西，一樣會很不開心。 
 然後轉入假設情況：「如果有小朋友經過公園，剛巧拾到我們的車子，你覺

得他應該怎樣做呢？」讓他發生他能想到的解決方法，觀察他的反應，然後參照

現實可行的方法，例如交給公園辦事處或管理員幫忙找失主。 
 再假設「如果有小朋友一時情急認錯了，以為那是自己的車子拿了回家，又

該怎麼辦呢？」觀察他的反應，讓他說出解決方法然後引導正確方法…… 
 小朋友在成長階段應着重引導他們建立正確處事的概念，不單要打好基礎，

還要活用身旁事例以作鞏固，那樣才能確保孩子不會走歪路。 
 
香港經濟日報  2009 年 5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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