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家長學園─家長篇 

1.1 父母心聲 

1.1.1 陌生的爸爸 
不少父親需要長時間工作和經常外出公幹，令孩子覺得爸爸很陌生。若爸爸

想打破與孩子之間的隔膜，就要注意以下點。 
 
不擅表達難打破隔膜 

不少爸爸即使能夠抽出時間和孩子在一起，也會有點手足無措的感覺。自覺

小孩子的玩具自己没興趣又不大懂，性格上又不大習慣熱情的親親抱抱；說故事

時就只會平鋪直敘地照讀，没有媽媽說的好聽；難得陪陪孩子温習默書，也有時

因為太疲倦而忍不住打瞌睡，反令孩子感到爸爸只是敷衍了事，根本不重視自

己，令關係更疏離。 
 
由大家感興趣話題開始 

其實要令親子關係變得更親密，爸爸不一定要勉強自己做一些自覺没有興

趣，或者力有不逮的事情。因為５至６歲的孩子已能夠感起，還是出於歉疚的交

差。如果爸爸自己也不能真正享受和孩子在一起的時間，願意抽出時間和孩子在

一起的興趣，也會自然而然地降低。所以親子之間的相處，最好可以是由一些大

家都感興趣的話題和活動開始。 
 
談工作見聞擴孩子視野 

在一些傳統男主外，女主內的家庭中，爸爸往往是孩子認識社會和世界的橋

樑。 
爸爸不妨找一些工作上輕鬆的話題和孩子談談，擴展孩子的視野。例如最近

到哪一個國家公幹，坐飛機坐了多久等，讓孩子知道一些聞所未聞的事情，不單

會令孩子感到新鮮有趣，也會令孩子感到爸爸重視自己，分享到爸爸的世界。 
 
憂慮不要讓孩子知道 

但爸爸卻要注意不要把工作上的不快樂和憂慮帶給孩子。５至６歲的孩子需

要的是一個安全温暖的成長環境，感覺到爸爸是一個可依靠可信頼的人。在不少

孩子心目中，最愛的人就是父母，看見他們不快樂，會天真地想辦法照顧父母，

為他們分憂。但長期地負擔著一些自己還未能承受的壓力，其實會影響孩子的心

理成長。所以爸爸最好不要讓孩子擔心自己的情緒和困擾。 
 
耐心聆聽勿多教訓 



 爸爸也要珍惜孩子主動走來向自己說話的時間，好好地聆聽和解答孩子的問

題。有些爸爸每聽見孩子的想法和自己的不同，便感到要把握時間，急不及待地

把自己的處事原則和對孩子的期望努力灌輸。但如此只會令溝通變成教訓，下一

次孩子有不同的想法時也不敢和爸爸商量。 
 
勿以物質來作補償 
有些爸爸會以禮物來作自己缺乏時間陪伴孩子的補償，甚至以自己能夠滿足孩子

的物質要求為榮。雖然許多小朋友都有不少物質的要求和慾望，但真正能令孩子

心理健康地成長，其實仍然是一種持久而穩定，感到自己被理解、關心和愛護的

感覺。即使物質可能會增加生活情趣，但卻絶不能取代父愛。 
 
學前教育 第三十三期 2004 年 9 月 
 

1.1.2 應否事事為孩子計劃將來 
  現代家庭傾向奉行小家庭主義，生孩子一般不超過兩個，而獨子女家庭更是越

趨普遍。孩子數量的減少，使得父母把過多的關心與愛放在孩子身上。 
 
操控孩子的將來 
  基於傳統「望子成龍」、「望女成鳳」的心態，家長一方面傾向全力為子女提供

優越的環境，事事代勞，樣樣滿足所求；另一方面也難免把自己的意願一廂情願

的加諸子女身上，要求孩子按照自己所設計的「康莊大道」發展。常見家長積極

把孩子送往學習一些他們還不能理解的知識和技能，當中未有考慮到孩子的興

趣，性格或能力是否合適。在這種情況下，往往造就了一批天之「嬌子」、天之

「嬌女」。他們缺乏獨立性，不適應群體生活，受到壓力更容易產生負面的情緒

行為。 
 
應以孩子為中心 
  優質的育兒方針，是以孩子為中心出發，並對他們抱有合理的期望。每個孩子

與生俱來便附有各種不同的潛質，家長須做的是細心觀察自己的孩子，了解其性

格、能力及興趣，並根據他們不同發展階段的心理、生理特點，適當的給予輔導

式的引導。兒童發展更須考慮其全面性，家長關心孩子身體健康及智力發展的同

時，亦應注重培養孩子的動作發展、社交技能和獨立生活能力，才能讓孩子的潛

能得到最大的發揮。 
 
為孩子創造機會 
  對 1 歲以下的嬰幼兒說，過了嬰兒期，以前那種被動的狀況會隨着他們發展支

配雙手能友及肢體動作而轉變，開始出現了獨立活動的傾向。而這種傾向又暫未



能讓他們能全面離開大人，獨立地與外界環境打交道。這時家長應為孩子創造一

個安全又充滿探索機會的自由空間，讓他們充分發揮與生俱來的好奇心，並享受

能主宰自己行動的樂趣。家長在為他們提供獨立性之同時，亦應明白幼兒自身的

能力有限，還不能使他們隨心所欲地完成一件事情或達到一個目的，需要父母從

旁協助。幼兒的自信心是靠自己的行獲得的，只有讓孩子自己參與完成一件事

情，他才能意識到自己有力量，因而更具信心去探索學習。 
 
啟發孩子的能力 
  早期教育的目的並非讓孩子學習力有不逮的知識，驥望他們能在短時間內脫穎

而出，超人一等。而是啟發孩子已有之發展能力，給予適當的刺激而使之得到強

化鞏固。 
 
學前教育    2005 年 9 月 第四十五期 
 

1.1.3 愛孩子愛自己 
  怎樣才算是愛孩子？賺夠錢讓孩子在溫飽以外，還可以接受良好的教育，享受

各式娛樂的機會，就叫做愛孩子？還是盡量訓練好孩子，教曉他如何面對未來社

會上的競爭，才叫做愛孩子？ 
 
  心理分析大師佛洛姆(Erich Fromm)在他的暢銷書《愛的技藝》(The Art of 
Loving)中曾就着父母應如何怎樣去愛孩子這個問題，有一番深入的探討。他曾

引用聖經《出埃及記》中的一個比喻，指出父母的責任就是要把孩子領到「那流

奶與蜜之地」。在他多年的臨床經驗中，他發現許多父母都能夠讓孩子得到「牛

奶」，但卻往往不能夠讓他們得到足夠的「蜜糖」。 
 
牛奶與蜜糖 
  佛洛姆所謂的「牛奶」其實是指讓孩子得到基本的生活所需和照顧，讓他能夠

在生理上和學習上都能健康地成長；而「蜜糖」就是指讓孩子感受到做人是快樂

的，感到生命是甜美的，活着就是一種樂趣。他指出所以有許多父母都不能讓孩

子得到「蜜糖」，往往是因為他們自己也是「蜜糖不足」，甚至「缺乏蜜糖」，極

少甚至根本不能夠從生活中感受到快樂。 
 
沉重生活負擔 
  這情況其實在香港可說是甚為普遍。許多父母都需要日以繼夜地工作，除了要

努力應付工作上複雜的利害關係，還要照顧自己的父母和子女，尤其在家庭關係

不太和諧的情況下，家長的精神負荷更加沉重，生活中有休息的機會已甚為難

得，更莫說享受甚麼「生命中的快樂」了..... 



強迫的反後果 
  「蜜糖」所以對人的心理健康極為重要，它有抗壓和抗抑鬱的作用，讓人在生

活中遇到失敗和挫折的時候，都仍堅信生命是美好的。但有些父母往往由於自己

所受的壓力極大，堅信社會上的競爭只會愈來愈激烈，若孩子不能事事獨佔鰲

頭，就必會被人淘汰唾棄。可是這種「蜜糖不足」的況下，只會令孩子精神緊張，

遇上困難時更脆弱，跌倒了更難爬起來....... 
 
父母也要充電 
  其實父母只要在日常生活中，撥一點時間，輕輕鬆鬆做自己喜愛的事，例如打

個電話給親友聯絡一下，放懷和孩子嬉戲一下......都已能夠補充一下久已遺忘的

「蜜糖」。自己的「蜜糖充足」，孩子才能夠從自己的身上吸收到他所需要的心理

營養。 
 
父母以身作則 
  愛孩子的第一步，其實就是愛自己----自己能夠熱愛生活，享受生命，才能夠

讓孩子感受到自己對他的愛，只有這樣，才能讓他在將來也懂得如何去愛自己和

愛別人，做一個堅強而有信念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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