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2 人格及價值觀的建立 

3.2.1 3 歲不「禮讓」 正常非霸道 
家長想子女學習與人分享，可以嘗試以下方法： 
1. 抽玩具 
 將子女喜歡和不喜歡的玩具，全都放進一個袋子或盒子內，他們閉上眼睛，

各抽出一件玩具，抽中後即使不喜歡也不能夠更換，讓其適應玩不同的玩具。 
2. 講故事 
 很多兒童故事圖書都以「分享」為題材，父母可以跟女兒講故事，鼓勵她從

中學習跟別人分享。 
3. 多讚賞 
 當女兒有正面表現時，父母應給予正面的回應和公開讚賞，這樣女兒便會更

樂於與人分享玩具的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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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孩子愛斤斤計較 
 孩子「事事講條件、斤斤計較」可謂極之平常，原來某程度上，這是反映了孩

子過往可能遇到不公平的對待，又或父母給孩子物質的尺度過於嚴謹而造成。 
 孩子不夠大方 
    某些幼齡兒童有兩方面的表現：一是不願意和其他小朋友分享自己擁有的食

物和玩具，或不主動幫別人做事，假如真的要他這樣做時，孩子會乘勢作出要求，

要父母答應送他另一款新玩具才同意分享；二是很懂得討價還價，付出的必要有

回報，他會跟別的孩子分享自己的物件，但同時會要求對方給回自己一點好處，

這種情況往往會在別的小朋友有最流行的玩具把玩，或手上有好吃的零食時出

現。 
    面對孩子這些表現，有些成人容易作出判斷，認定孩子不夠大方、事事斤斤

計較、利己不利人；也可能有大人覺得這類孩子夠醒目，年紀小小已深明精打細

算的交換之道，長大之後必能在商業掛帥的社會上闖一番事業。 
 斤斤計較有原因 
     撇開以上的觀點和價值取向，從心理學角度看，我們對於孩子斤斤計較的

行為，有甚麼理解呢? 
     首先，孩子傾向事事計較，代表他對加減的運算能力已有初步的掌握。家

長們可多加留意，培養孩子對數字和數學理念的天分。其次，孩子選擇不樂意與

人分享，可能源自過往不愉快的經歷，譬如他曾經慷慨地跟其他幼童分享美味的

小食，但反過來，這些幼童卻拒絕請他吃糖果和玩耍，令他難受和感到不公平。

由此，他會變得計較，以及慢慢學會保護自己，把一些最好和最深愛的東西留給



自己，即使與人分享，也不會是全部和無條件的。 
     還有，基於經濟環境不充裕，或父母在供給孩子物質方面採用較嚴謹的尺

度，種種不同的原因，都會令孩子覺得自己擁有的東西得來不易，相對地變得不

願分享。除了物質方面，這些孩子對於要付出自己的時間和精力，也會習慣講條

件，得到好處才願意付出。 
培養和睦相處的美德 
     誠然，大多數的父母都會希望孩子自小培養樂於分享、與人和睦相處的美

德，不要過於與人斤斤計較，所以，父母可考慮營造適合的環境，熏陶孩子慷慨

分享和助人的性格，例如孩子心有所好時，父母宜與他協訂怎樣賺取心儀的禮

品，從中鼓勵他自理的技能或當「小助手」做家務，如每天自行起床、刷牙、洗

臉，或開飯前幫忙放碗筷。孩子有了達成願望的渠道，自會減少用「講條件」、「斤

斤計較」的方式來達成願望。 
強調「有來有往」 
     多鼓勵孩子在兄弟姊妹、同學、朋友之間，彼此分享物品、玩具、衣服等，

着眼點不在於物件的價值和多寡，而是強調有來有往，讓孩子們習慣一起施予、

分享和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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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喜歡問尷尬事情 
    孩子發問是一種知的表現，不但值得家長鼓勵，過程中更可發掘孩子的興趣

並加以培育，但天真的孩子有時候會問些令人尷尬的提問，所以家長要應該認真

地回答之餘，也要控制自己的情緒。 
 
孩子問題並不無聊 
    5 至 6 歲這個年齡的孩子最愛發問的，大多是關於大自然現象和人類生理問

題，因為孩子到了這個年齡階段，開始對身邊發生的事物有更進一步的深層思

考，例如風和浪是怎樣形成？為何男孩子和女孩子不能一起洗澡？雖然這些都是

一些慣見的事情，但孩子積極思考的精神是應該獲得肯定和鼓勵的，家長不應覺

得孩子的發問無關重要而敷衍了事，否則就等同剝奪了孩子增進知識的機會。尤

如當年牛頓向父母提出「為甚麼蘋果會掉下來」的時候，在成人想法中，是多麼

無聊呢！ 
 
主動問更易吸收知識 
    孩子提出的問題，一定是出於好奇或是感興趣，故此時家長給予適當的教

導，可能比平時逼迫他們死記強背課本知識來得更有效果，因為孩子「主動學習」

和「興趣發問」這兩大元素，能促使孩子迅速吸收知識內容，且較易轉化成永久

記憶。家長除了要正面讚賞孩子的求知精神，不妨將孩子的問題推展開去，過程

中，孩子除可這樣了解自己感興趣的問題，更同時理解到自己現在所學原來是很



重要的。 
 
尷尬出於成人的想法 
    5 至 6 歲的孩子對於是非和場合等問題仍是一知半解，故常會在不適當的場

合發問或提問令尷尬的內容，但家長無謂是喝止，還是斥責孩子都不是正面解決

事情的方法，因為孩子的疑問一來沒有得到回應，甚至會感到委屈，家長更可能

在孩子心中留下不講道理的形象。家長應站在孩子的角度，體諒他們發問的原意

是正面的、並非過錯，況且尷尬的感覺只是成年人單方面的想法，如果家長以正

面思考去看待和化解，如輕聲告訴孩子：「你的問題非常好，待我們回家後再討

論好嗎？」或「這個問題媽媽不清楚，待找到答案再告訴你！」就可輕易將尷尬

一掃而空。 
 
家長應先控制情緒 
    事實上，大部分尷尬的情況都是由家長誘發的，只有家長當時未能控制情緒

而有過激的反應，才會將尷尬情況提升或惡化，而非孩子本身發問的問題。在「身

心語言程式學」(NLP)裏稱這種現象為「因果」，家長其實才是引發尷尬場面的「元

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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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 壓歲錢，怎麼用？ 
    春節過後，聽聽收到了不少禮物。爺爺奶奶，爸爸媽媽還有叔叔阿姨都為她

準備了壓歲錢紅包，祝福聽聽快快長大。那麼，爸爸媽媽該怎樣幫助聽聽管理和

使用這些壓歲錢呢？ 
    爸爸媽媽在送給孩子壓歲錢的時候一定要讓孩子明白壓歲錢所蘊含的意

義。直白的語言，真誠的感情，簡單而明確地傳遞你對孩子的喜愛和祝福，相信

孩子能夠體會得到。 
    幫助寶寶儲蓄壓歲錢是一種比較傳統可行的管理方法，孩子可能還不懂甚麼

叫銀行，甚麼叫儲蓄，甚麼叫利息，但是我們可以讓他明白，每年的壓歲錢可以

聚集起來，由少到多，為以後更多的消費作準備。 
    壓歲錢可用於現時消費，借機培養孩子的理財能力和節儉意識。比如列一張

購物計劃，允許孩子在計劃范圍內選購自己喜愛的圖書、玩具等等，幫助孩子挑

選一件小禮物送給他喜歡的長輩或者小朋友，為孩子選擇并購買一種或幾種適宜

的少兒保險，切實為幼兒的健康安全做好準備。 
    利用壓歲錢力所能及地幫助被貧窮或者被疾病所困擾的兒童，可以培養幼兒

的愛心和樂於助人的品格，培養幼兒的分享意識和責任心，使寶寶成為一個受歡

迎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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