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2  人格及價值觀的建立 

4.2.1 有效調節孩子的物慾 
 日前，一位法律系女學生，因偷取同學的信用卡狂買名牌貨品，終被法律起

訴。事件或多或少反映出現代孩子對物質的慾望，或已出現了不能自制的強烈追

求。 
 當孩子年紀小小就常常嚷著買這買那，得一想二時，父母應該怎樣？有什麼

可行方法，能把孩子對物質的追求，轉化為對精神素養上的追求，以抗衡今天的

物質年代？ 
 
 今天的孩子真幸福！只要走進百貨公司或超級市場，五花八門的美味零食陳

列其中，多款多樣的時髦玩具任君選擇，社會上物質富裕的程度簡直唾手可得。

在此等場合，目睹小朋友因購物而跟父母角力的情況，屢見不鮮。不少孩子，往

往因買不到心頭好而大發脾氣，甚至大吵大嚷。 
 陳太(化名)的 5 歲兒子彬彬，更曾因父母不讓他買其心愛的飛機，而癱睡在

地上，令父母尷尬當場。 
 
無盡的物慾 
 有一名 4 歲兒子的余太(化名)也說，日間由婆婆照顧的兒子，常向婆婆「扭

計」要買東西：「走進到超級市場，他明明已選了一塊波板糖，沒多久，當看見

到朱古力熊仔餅時又想買，隨即把之抱在懷內。如此這般，到付帳時，單單他的

零食已達 3、4 種，婆婆叫他放棄一些，他就吵吵嚷嚷、哭哭鬧鬧……」 
 上述情況，相信不少家長也曾遇過，為人父母的你，或許更常常遇上，甚至

為此煩惱不已。天主教香港教區教育心理學家黃嘉茵指出，貪念人人有，那是人

類性格中其中一種基本特質。問題是，如一把刀的兩面一樣，你會懂得利用刀的

鋒利來削切東西，而不會利用刀的鋒利來傷害他人。 
 黃嘉茵承認，今天的孩子物質慾望普遍比較重。原因有二：一來是社會物質

充裕及風氣使然；二來，基於不少孩子的父母都為口奔馳、或使近年經濟不景影

響而致失業，對孩子的心靈教養比較缺乏，以致孩子心靈越變空虛，甚至迷失，

於是便轉以物質來補償。 
  
延遲滿足的方法 
 面對小孩子物質要求多多，甚至因而「出計」(如上述余太的個案)，黃嘉茵

建議父母應跟小朋友定下協議，訓練小朋友的 EQ，以及採取延遲滿足方法，具

體做法包括： 
(1) 釐定可供運用的金錢數量及購物的次數，如：每周可買一次玩具、三次零用

總額不超過$100。 
(2) 如果買玩具就不買零食，二者只可選其一，不可貪心買兩種。 
(3) 如果早上剛買了飛機，下午即使見到皮球也不能買，應教導其留在下周的配



額來臨時才可購下來，以訓練孩子做到延遲滿足等。 
(4) 堅守底線：如果孩子因不得逞而發脾氣，父母應堅守底線不讓步，以免孩子

有機可乘，從此愈演愈劇。 
 長遠說來，要使孩子做到由物質追求，轉化為追求精神上的素養，黃嘉茵認

為就得發展孩子的美育教育﹝如：音樂、美術及體育方面的發展﹞、發展心靈的

美。當孩子心靈上得到滿足的話，就自然懂得欣賞世界之美；懂得欣賞世界之美，

就自然不覺心靈空虛；不覺心靈空虛，孩子就不會只懂追求物質的滿足。 
 「從心理角度而言，物質追求是一種心靈補償。」 
 
把貪念轉為動力 
 心理學家容格論認為，人有貪念是人格物質之一。雖然，過度貪心予人負面

的感覺，若然能成功地把貪心的意念轉化、昇華，便可成為正面的上進心、生命

的動力，是故貪念其實非絕對是壞事。 
 黃嘉茵指出，刀可以削鐵如泥，是一種好工具；刀亦可以傷人。人有貪念會

偷竊，為滿足慾望而做壞事；但也可以驅使人為追求個人的成就及滿足而努力工

作，進而成為一種上進心，一種生命動力。當然，父母的管教十分重要，孩子要

有正確的人生價值觀，才能有效把貪念轉化為積極的推動作用。 
 「例如一位小朋友見到同學有一對靚波鞋，若他只有貪念，很可能會做出偷

竊行為。如果小朋友擁有正確價值觀，他就會懂得分析，別人會因為物品被偷，

有所損失而感到傷痛，他自然會懂得鞭策自己，或儲下零用錢購買，甚至做兼職

賺外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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