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6 教養技巧 

5.6.1 箍得太緊  關係疏離 
 孩子正需要你稍為改變角色，成為她的顧問，提供參考意見，帶領她用不

同角度看事情，才可以訓練她獨立思考面對誘惑的能力。要讓孩子覺得你是願意

全盤接受他們想法的傾訴對象。 
 
太多限制難互信 
 父母若明白並接納孩子在某些事情上有自己的決定權，就更容易建立互信基

礎，大家更容易溝通。 
 
明報 2008 年 8 月 24 日 
 

5.6.2 與子女約法三章  杜絕沉迷「煲電話粥」 
 青年人愛「煲電話粥」的原因，是他們需要得到朋輩的認同及支持，而年輕

人在這個青春期的階段，總愛模仿大人，並希望自己在別人眼中不再是個小朋友。 
 切忌禁止子女傾電話。但如果子女傾電話的時間愈來愈長的話，便有需要以

「動之以情」的態度與女兒詳談，例如是「你傾電話傾到耳仔都紅哂啦，不如休

息一陣先。」倘若父母能夠與子女有商有量，子女通常都會非常受落。 
 
 可嘗試與子女約法三章，也是個有效控制子女傾電的方法。如果子女遵守承

諾，父母可以稱讚他們。 
 
星島日報 2008 年 10 月 14 日 
 

5.6.3 長期不瞅不睬  父母憂疏離 
 這年齡的孩子着緊發展朋友的關係，多於和父母談心，是成長期中學習獨立

的過程。如果他能做到，便能成為有自信的人，否則便會成為裙腳仔。明白孩子

的轉變，家長先要學會放手，要注意這不是放縱、任由孩子亂闖亂撞，而是家長

的角色變成同行者：讓孩子知道父母對自己有信心，有些事情會放手讓他做決

定；但只要他需要，父母隨時在他身邊給予支持和鼓勵。 
 
 要增進兩代溝通，家長可以發掘孩子感興趣的話題。有些家長更學習以 
MSN 和電郵跟孩子溝通，發覺效果不錯，很多時孩子不敢面對面談的話，都能

在網絡上暢所欲言。而家長也要發展自己的興趣空間，閒來做義工、學習新知識，



都有助適應跟孩子關係的轉變。 
 
明報 2008 年 9 月 21 日 
 

5.6.4 離家的孩子歸巢了 
 家，永遠是家人、尤其是孩子最後的避風港，無論她變得甚樣，你一定要接

受她，否則在孩子心中沒有這塊最後的堡壘，一定會越來越沒有希望，終至沉淪

不起。 
 
 沒有一位父母會放棄自己的孩子，但是父母有必要營造一個讓孩子願意在家

的環境。其實未成年孩子獨自在外面生活一定很辛苦，撞得滿頭包；如果孩子透

露在外面生活不易的訊息，父母應該抓住機會，想辦法讓孩子回來。即使孩子誤

入歧途，父母還是應該用寬容的態度來面對。 
 
 我認為父母應該用愛來對待孩子，因為親子間會起衝突大都事出有因，或許

之前己經醞釀很久了，卻沒有把問題處理好，所以對於不想念書的孩子不要逼他

念，不如放手讓他做自己喜歡的事，從事有興趣的事，也許將來孩子會有一番了

不起的成就呢！ 
 
聯合報 2008 年 10 月 28 日 
 

5.6.5 每事「為甚麼」 故意不合作？！ 
 進入反叛年齡的子女，對父母的要求總愛問「為甚麼」，這是很正常的現象。

他們渴望有更多自主空間，對自己生活安排的話事權；不希望像孩提時代一樣凡

事由父母安排。因此孩子到了這階段，父母仍事事為他們鋪排，他們便會提出疑

問，其實潛台詞是：「為何不可以按照我自己的方法做呢？」 
 
 面對進入青春期的孩子，家長應讓他們在合理情況下，有更多的自主空間，

以預備將來有獨立生活的能力。父母如果能明白和理解這個過程的重要性，便應

心平氣和地向他們解釋原因或動機，並聽取他們的意見，適切地給予回應。 
 
明報 2008 年 12 月 7 日 

 

5.6.6 感動孩子的父親 
微笑管教法 

他和兒子的關係良好，由細到大都好好傾。本身是社工的黃成智很喜歡孩



子，他不主張打罵，相反，會用很多幽默的說話，來培養兒子的自省能力。「我

很忙，但回家見到他，定會齊齊傾心事。有時走上他的床，擁着他慢慢講。營造

了一種感覺，他不講心事我知便會不舒服。此外，我亦會準備小故事，謎語、IQ
題、當日的特別經歷，回家跟他說。」而兒子也會預備謎語和趣事，等待他回家。

當孩子頑固，黃成智亦不會硬拼。「我會聽他說，然後問：『你這樣做會有甚麼問

題、後果和影響？出現了這個問題，你又會怎樣處理？你要慢慢想清楚！』我不

會說：『你不可以這樣做』或是『你要這樣那樣做』。」 
 
爸爸問題多 
    此外，黃成智發現透過提問能引起兒子的學習興趣。「為何套劇講到皇帝那

麼蠢？」「用微波爐煮熟食物是甚麼概念？」除了將學習和生活聯繋，黃成智的

奬勵也大大推動兒子向前。不要以為孩子做得好是應分的，應把握表達讚賞的機

會。當中更重要的是 ------ 要讓孩子感動。「有時在他最低落，艱難時給他鼓勵，

禮物不昂貴，只要在他最需要支持一刻，給他最想要的禮物，給他肯定，就能感

動他。辛苦之後有盼望，會更有動力。」 
 
香港經濟日報    2009 年 1 月 19 日 
 

5.6.7 審美的觀點與角度 
    現代父母總是不能接受青少年孩子的打扮，尤其是他們聲稱是追上潮流的品

味，諸如長髮披面，在身體的不同部位打孔，穿着奇裝異服等。為避免或減少因

衣着、打扮跟孩子發生衝突，我們需要調整一下自己的思想及心態。 
    一個十二、三歲的女孩甫踏入地鐵的車廂，立時引來大部分乘客的注視，因

為她烏黑的瀏海實在太突出了，有如一掛窗簾遮掩了半張臉。我跟友人不其然交

換了一個充滿疑惑的眼神，下車後忍不住談論起來。大家都難免對瀏海後面的容

貌感到好奇，究竟她是一個美人兒，抑或是因為臉蛋有缺撼而需要掩藏呢？又或

只是一個跟隨潮流的反叛少女，假如我們是她的爸媽，會有甚麼反應呢？大家都

很直接地表示，不能接受這個如「女鬼」狀的打扮。\ 
 
接受孩子需要自主 
    少年人需要學習成為一個獨立自主的人，反叛是他們掙脫父母的控制的一種

表現，經常展示在行為與服飾上，象徵他們跟父母不同。與此同時，少年人對自

己認識不深，未能建立獨特的風格品味，只能轉移跟朋輩認同，一窩蜂地追逐潮

流行為，不管是否合身合襯，最重要不要給人落伍的感覺。 
    當我們明白和接納孩子的成長需要，才可以換一個態度來面對穿着不得體的

孩子，一方面對他們那些大膽創新的配搭表欣賞，另一方面亦可以不帶成見地品

評他們的衣飾，切忌用傷及自尊的用詞，如：「看，你真像街角的露宿者！」「今

天是 Halloween 嗎？我以為自己見鬼呢！」 



 
提出你的尺度與底線 
    與其天天為着如何穿衣服與梳頭跟孩子周旋角力，倒不如跟孩子好好坐下來

商談，大家提出一些可以接受的標準和協議，例如：孩子要求在假期的日子塗指

甲油，你或許不認同，卻又阻止不了，於是大家協議，不能塗黑色。又如協議某

些重要場合，要穿着較得體的服裝，而不是整年都是牛仔褲、波鞋。 
    只要你提出的尺度和底線不是過緊，總給予孩子有自由選擇的空間，他亦不

會堅持要跟你硬拼的。 
 
拓闊彼此的審美角度 
    美麗的觀點因人與時代而異，上一代認為美的，下一代不認同，但轉過頭來

又會流行復古。 
    少年的孩子其實是很喜歡接受新物與新挑戰的，你不妨給他看看你的舊照片

與收藏已久的衣物，他們可能有新的靈感與發現，更認識父母也曾經是追上潮流

的，現在更加有自己的品味，同時鼓勵孩子不要跟時代脫節之餘，也可以建立自

己的個人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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