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6  教養技巧 

4.6.1  小詩的飯盒 
 「好好味!」小詩邊吃邊說。 
 「你很喜歡吃媽媽弄的東西?」 
 「是的，比酒樓的叉燒飯好味得多。」雖然那盒只是梅菜肉餅飯。 
 「你想天天都吃媽媽弄的飯餸嗎?」 
 她跟我點點頭，我於是拿起紙筆，然後寫着:「小詩很喜歡吃你弄的午飯，

她一下子就吃光了。」 
 我把便條放在她的飯盒內說:「放在這裹最好，讓媽媽一打開便可以看到。」 
 小詩沒有說話，只是開心地笑着，然後小心的把飯盒蓋好。 
 看完小詩，校長發現阿玲在悶悶的撥弄飯餸，一口也沒有吃。 
 「阿玲怎麼不吃飯?」校長嘗試親切的指着阿玲的膊頭，輕聲地問她。 
 「很悶，我吃了同樣的飯三天了。」三天都是吃排骨飯。 
 「吃完這次吧，我請老師跟你媽媽說一聲，叫她不要天天帶相同的東西給你

吃好嗎?」阿玲點點頭，吃了少許。 
 校長終於離去，亦要我勿忘跟阿玲的媽媽說說。我沒有依他所說般打電話給

阿玲的媽媽，我只跟阿玲談了一會:「你的媽媽每次都有兩款不同的東西送來給

你吃的，你都很喜歡吃。」 
 「是的，且天天都不同，但這三天就天天一樣了。」阿玲的媽媽一向都很有

心機弄飯來。 
 「試想想為甚麼會那樣，是否媽媽遇到了困難?是否她這幾天的心情都不好? 
嘗試關心媽媽，問問媽媽，不要怪責她。」 
 阿玲似乎已有所悟，很快便把飯盒吃完。 
             撰文:張嘉雯 
 

4.6.2  平衡愛與教-作個恩惠兼備好父母 
今日的家庭，孩子數目大都是一個起，兩個止。各人的焦點都集中在小朋友身上，

過分溺愛，可能會孕育出一個小霸王。家長如何在愛與管教中取得平衡，做到恩

威兼備，正是關鍵所在。 
 每次到玩具店小朋友總嚷著要田 4 東買西。倘若父母沒有回應，小朋友就會

使用淚彈攻勢，務求轟到父母心軟之止。聽到孩子買玩具後，亦成功止住了他們

的哭聲。 
 另一些情況是，孩子食飯總是要人餵食，父母每天就追著孩子餵飯，直至他

們肯吃才收手。有時，則是孩子玩完玩具，將積木四處亂拋，父母邊嚷著孩子執

拾，一邊就自己「搞掂」。 
 
孩子少易縱容 
 香港青少年服務處恆安綜合服務中心註冊社工麥姑娘表示，今日不少父母的



教育水準較上一代高，但因生育的孩子數目少對子女尤其疼錫，以致容易敵不過

孩子的淚彈策略而被征服。 
 家長若只管以呵護作大前題，對孩子的不良行為屢次只予以遷就，卻沒有作

出跟進的教導，指出其行為模式的不當，孩子便會曉得那是能令父母就範的「殺

手鐧」。日後，孩子要為求得心頭好，也就容易再使出這絕招，如此，父母便不

自覺得縱容了孩子的壞行為。 
  
只愛不教影響深遠 
 麥姑娘指出，個案提及的兩類父母，其實都可稱為「放任型父母」，愛心有

餘，管教不足。雖然他們對孩子很有愛心，願意關心孩子，聽他們的話，給孩子

太多選擇及決定權的同時，又不加以指導，要求孩子改變不當的行為，致令孩子

不懂為自己的行為負責任。久而久之，孩子會變得野蠻，做每一件事情都知道有

人會「埋尾」，更可能會因自己不懂處事而失去自信。 
 
恩惠兼備的重要 
麥姑娘同意，家長愛孩子是必須的，但在付出愛心、鼓勵與聆聽外，家長還需做

到恩惠兼備，對孩子的行為有所規範，他們才會懂得對自己的行為負責。至於如

何在日常管教中達致恩惠兼備，麥姑娘就給家長提出具體的指引及方法： 
1. 行動最實際： 
 面對孩子不良的行為習慣，家長不能一味靠講，必須要輔以具體行動才會收

效。譬如，孩子老是不行吃飯，家長只是不斷催促也沒法子。何不對症下藥，先

告訴孩子只給一個小時吃飯，若不吃，就會把飯收起。孩子知道自己的行為，會

帶來沒有飯吃的後果，自己就會就範。 
2. 做好時間管理； 
 很多家長對孩子說，放學回家要溫習。有時「溫習」二字比較空泛，未能清

楚提供行為規範。孩子年紀越小，更加需要清楚的指引，訂定明確的學習目標。

家長不妨摺孩子設定一個合適的時間表，明確指出在放學後的 4:00-5:00p.m.，便

要溫習某個學科或做作業，然後在 5:00-6:00p.m.，又可做另一項事情。倘若孩子

能在指定時間內完成工作，家長在讚賞小朋友表現的同時，亦可鼓勵他利用剩餘

的時間，或閱讀，或進行其他有益身心的活動。要成功訓練孩子掌握時間管理，

家長必須身體力行。若家長不想孩子看太多電視，自己就要以身作則。在假日活

動上，亦不應只是飲茶或行街，可安排一家人多參與社區及戶外活動。 
3. 為孩子行為定界線： 
 對孩子的不良行為，家長必須學會說：不。若孩子到玩具店時，老是嚷著要

買玩具，父母在拒絕之餘，更要向孩子解釋不買玩具的原因。父母必須謹慎言語，

能做到就說，做不到就不說。譬如各孩子承諾完成功課後，會帶他們到公園玩耍，

就須履行諾言。切忌「大隻講」，失去小朋友的信任。 
4. 撤離衝突： 
 有時面對孩子的無理取鬧，家長會按不住怒火，與孩子對罵，結果只是釋放

了怒氣，卻忘了處理真正的問題。若孩子發脾氣，家長可待其怒氣過後再與他傾

談。若是家長情緒激動，宜自行從衝突中抽離，先冷靜情緒，再與孩子傾談有關



行為上的問題。 
5. 自己的事自己做 
 家長應讓孩子學習自己的事自己做，從中培養責任感。一旦孩子做到了，家

長切記要加以讚賞。舉例如小朋友打翻水杯，家長先別責罵，可讓孩子自己拭抹。

最終，家長可能仍要執手尾，但在過程中，孩子便能學曉對自己的行為負責。麥

姑娘指出，不少 4、5 歲的小朋友，其實很樂意幫父母做事，家長可讓孩子參與

洗碗或做一些簡單家務，增強孩子滿足感。縱然家中有外傭，每天都會為孩子摺

被子，甚至參與其他工作。小學一年班的同學，則可鼓勵他們自行執書包，培養

自動自覺的精神。過程中，孩子感到開心滿足之餘，還有助提升他們的自信。 
 
  
在實行的過程中，父母更必須肯堅持及有耐性。若小朋友有好行為，家長可具體

地讚賞某種行為，讓孩子明白，從而強化他們做好事的動力。麥姑娘建議家長，

不妨嘗試寫日記，觀察孩子日常行為，記下好的行為及有待改善的行為，提醒自

己前者要多鼓勵，後者則要著手助孩子改善。在寫的過程中，亦可給父母一個反

省的機會。 
 

4.6.3 培養孩子親厚 父母要識做 

 大人有妒忌心，小朋友亦不例外，而子女之間的妒忌心更是一觸即發，皆因

父親很容易在不知不覺間以言語或行為挑起彼此的妒忌心，使他們明爭暗鬥。 
 雖然說血濃於水、打死不離親兄分，但孩子卻不會親密得無分你我，小人兒

也希望父母視他們為獨立的個體；因此，無論父母工作如何忙碌，也要抽出時間

與每個孩子傾談、玩耍、享受單獨共聚的親子時刻。假如今天陪兒子玩玩具車，

別忘了改天陪女兒玩毛公仔。 
妒忌心暗中滋長 
 其實，孩子的妒忌心甚為強烈，所以為免觸及他們的心坎，在與每個孩子共

聚的「專用」時刻，應避免提及他的兄弟姊姊，如「看，這條裙子多漂亮，你好

妹一定會喜歡。」 
 「咦，這對不是你哥哥嚷著要買的波鞋嗎？」人在身邊，心卻繫著別個孩子，

任何人也會感到酸溜溜，妒忌也會於孩子心中暗暗滋長。 
子女吵架不介入 
 孩子之間爭吵打架少不免，他們爭論不休的時候，都喜歡訴諸權威，找父母

主持公道，這時父母便擔當起排解糾紛的工作。 
 不過，正所謂：「公說公有理，婆說婆有理」，無論父母作出怎樣的裁決，都

會順得「仔」情失「女」意，落得偏心之嫌。面對孩子爭持不下的情況時，父母

可平心靜氣地對他們說：「孩子，這個問題不容易解決，但我對你們的誠意有信

心，最終會達成雙方都覺得公平和解協議。」只要父母冷靜處理，不要硬介入爭

議之中，孩子爭吵過後，很快又糖黐豆了！ 
 
太陽報  



 

4.6.4  該不該替小孩辦生日派對? 
 在廣告的促銷下，小孩過生日成了天大的事，不辦的家長就好像愧對孩子。

其實，這樣反而讓孩子接受得太自然而不知感恩。生日當天不如就親密的家人聚

在一起，聊聊孩子時候，讓他知道父母生養的甘苦，又能拉近親子間的距離。 
苦瓜/中壢 

 孩子上小學後，通常都是在家裡慶生，除了讓孩子練習當主人外，最重要的

是可以了解她的朋友的類型，其中有無行為偏差者。 
陳玉雪/台中 

 為孩子準備糖果，生日那天帶到學校帶到學校分送給同學，經濟實惠，全班

同學和老師的口頭祝福，勝過幾位好友所送中看不中用的小禮物。 
李俊賢/台東 

 現今的孩子似乎少了些童趣，若能適時為他們辦生日派對，必能留下美好的

回憶。況且餐會中的社交禮儀、人際關係、如何善後，都是很好的學習範圍。 
曉鵑/新竹 

 孩子若要求舉辦，我會給他一定的金額，請他自己計劃、預備;這種社交與

成長機會，是課本學不到的實務經驗。 
溫蘭英/屏東 

 個人以為不必那麼麻煩、孝子般地為孩子舉辦生日宴會。我們家為孩子慶

生，是全家共享白煮蛋(脫殼)和吃麵(線)。孩子還小，別讓他們有太多比來比去

的材料。 
張廣雄/羅東 

 我不贊成為孩子辦生日聚會，因為他們並不明白父母的用心良苦，只以為是

例行的活動罷了。事前必須布置環境、買蛋糕，事後還得收拾，簡直是勞民傷財。

而且小來賓愈多，禮物也愈多;但是以後別的小朋友生日時，不是一樣得回送禮

物，可謂後患無窮啊。 
王小惠/台北 

 為女兒邀請客人時，孩子的死黨當然不可少，但是平常愛捉弄小女的調皮同

學也在邀請之列。最初女兒抱反對態度，但當她發現這些同學在受邀聚會後，就

不再捉弄她，她也就不那麼排斥了。 
余曉梅/南投 

 如果能力許可，當然應該為孩子辦慶生會，一來讓小孩從小培養與他人分享

的觀念，二來可以認識其他家長，建立聯絡的網路;三來，可以使自己在參與的

過程中，彌補兒時所欠缺的一頁回憶。 
范叔仁/高雄 

 現在我還可以清楚地看見我國小六年級的時候爸爸、媽媽為我辦的生日聚

會。那天我玩得很愉快，印象也很深刻。所以我以後也要讓我的小孩有那種快樂

的感覺。 
    寶貝熊/新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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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5 百變小明星 天生愛舞台 
 我有時是巴巴閉閉亦休僧，有時又變身為哥哥張國榮、「又如何」的阿 Lok，

甚至化身為孫悟空……總之造型多變，次次新鮮，我是誰？小明星黃嘉豪是也。 
表演慾強 

 翻開嘉豪的私相簿，準會被他的「小大人」扮相逗得發笑，因為他一時是差

利卓別靈、一時又會反串為鄧家爭產事件中的祥嫂，「扮野」天分極高。 
 問嘉豪最愛哪個造型？他眼仔碌碌地說:「唔知道﹗」跟着便以鬼馬精靈「老

孫」模樣，耍起他的金剛棒，要客廳中所有人向他行注目禮。 
 媽媽說，一歲左右的嘉豪，已經對鏡頭很敏感，非常懂得搶鏡。「大定一起

拍照，他會站在梳化上說:『Hi﹗我係度﹗』別人準會注意他。」 
 嘉豪表演慾極強，三歲開始已經以差利造型，參加商場舉辦的小明星模倣大

賽，更勇奪銅獎。他更愛主動參加舞台表演及活動，「有時他看到報紙廣告，知

道某舉辦舞台活動，便會要我帶他參加。」 
賽後檢討 

 經常參加這些表演活動，會否培養出鏡頭躉性格呢？ 
 黃太說:「才不會，每次表演或比賽完畢，我們會一起分析別人的優點，為

何別人會得冠軍，並不代表你是最叻，外面也有很多叻人……其實，他也很清楚

自己的弱項是體型較『細粒』。」 
 「這些全是假期活動，好像別人到公園玩耍般，不過，他不喜歡到公園，喜

歡站在台上嘛﹗」 
 為了上台表演，嘉豪還會特別乖巧，因為如果「行為不檢」，媽咪也會把演

出機會推掉。 
 嘉豪最怕媽媽說:「如果你咁頑皮，就 cut 晒你既表演。」如此一說，嘉豪自

然乖乖「就範」，這一招萬試萬靈。各位家長絕對可以借鏡。 
上台表演好處多 

訓練記憶力 
嘉豪曾參加兒童話劇團，對他來說，記台詞絕無難度，甚至不用媽咪跟他對稿，

因此對於學習也甚有幫助。 
鍛鍊自信 
從前的小嘉豪，膽小得很，也害怕離開媽媽，「我距離他三呎以外，他已經會喊﹗」

但今天單人匹馬上台表演，成為萬眾焦點，已全無問題，甚至上課時，也不怕主

動發表意見，「為何小孩子不喜歡在堂上發表意見或答問題，這因他們不習慣給

多人注視；但嘉豪仔卻喜歡主動發表意見，因為他已習慣被人望。」 
忍耐力特強 
台上風光，但台下的等待可不好受。黃太說:「有時他化好妝，卻因許多問題，

要等五、六個鐘才能綵排，甚至表演，這對小朋友來說，是耐力的考驗，但他為

了表演，也肯忍耐，算是不錯了。」 
促進親子關係 
所有台上造型，均由母子二人合作想出來，從上網看張衛健造型，到媽媽親手造



戲服，兩人有傾有講，拉近兩代距離。 
培養合作精神 
每次表演也認識一大班朋友，能學習與別人相處，學懂「執生」技巧，「記得有

次表演，有個妹妹在後台扭計，不肯出場，嘉豪就像大哥哥般，安慰她。」 
 

4.6.6 奬賞失效 皆因三錯 
一錯：目標太高 
 考試的目標分數對孩子而言高不可攀，又非小朋友能力範圍內，不能在短期

內達到的，孩子就會覺得没可能得到奬賞。家長設定的目標要可行，小朋友就更

有動力改善行為。 
 
二錯：含糊其詞 
 光是對孩子說「做得好」或者「你很乖」等籠統讚賞，就給予奬賞，只會令

小朋友感到迷惘，不明白為什麼自己得到奬賞，日後亦未必懂得再進行家長期望

的行為。 
 最初以奬賞改善孩子行為時，尤其面對欠缺信心的孩子，家長不妨讚得誇張

一點，讓他知道自己做了哪一樣事情值得父母讚賞。讚賞本身並不重要，最重要

是奬賞時父母的態度，及背後的含意。 
 
三錯：一成不變 
 隨機應變，是家長成功運用奬賞方法的關鍵所在。由奬品、奬賞方法、奬賞

時間與密度等，以至奬賞的行為，都需要不停改變。 
 當小朋友的目標行為有所改善，家長可以漸漸減低奬賞的頻密程度，不是日

日都有個明顯的奬，隨機地讚，過程中強調做到這種行為有什麼好處，希望擴大

孩子的成功感，覺得没有奬都是成就，到最後自動自覺做到目標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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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7 嘮叨不休反累事 
 你在甚麼時候覺得別人嘮叨呢？ 
 他不斷說一些你已知道的事，或者提醒你一些你認為微不足道的事，又或者

重複一些他已說過多次的話…… 
 你如何對待嘮叨的人呢？ 
 你會感到不耐煩，你會表露不滿的神色，你會說些晦氣話，而且語氣粗魯…… 
 子女和我們面對嘮叨的反應一樣：不耐煩、面露不滿、語氣粗魯。 
 青少年的成長過程是一個由無我到有我、由有我到自我的漫長歲月。 
 孩子追求自我，代表他希望得到別人的認同、得到別人的尊重，父母要放下

自尊，以相對平等的語氣和子女說，令他們感到尊重和認同，他們會願意與父母

親近一點，而不是嘮叨不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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