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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 

讚美 

佩服 

 

  

向您表達…… 

家裡不是爭對錯的地方 
 
 



自主學習決定未來--洪蘭(2014) 

天下文化出版 

• 全書分四部 :當我的期待遇上你的選擇、
品格是學習的基石、生活與學習的結合
、新時代的教養態度 

• 1.從陪伴孩子，到放手單飛的教養守則 

• 2.誤把固執當堅持 

• 3.孩子需要的是典範 

• 4.催熟的孩子沒有學習動機  

• 繪本介紹:小野獸。作者:昆丁布萊。譯者
：黃筱茵。出版社：格林文化(2002) 

 



分享大綱 
•一、想一想：親子間的衝突來自哪裡 

•二、孩子需要的能力和習慣 

•（一）以正向眼光看待自己 

•（二）有助於學習的習慣和能力 

•（三）處理個人生活的能力 

•（四）和他人建立關係的能力 

•（五）有助於專業發展的能力 

•三、促進親子關係與溝通的具體作法 

•四、結語 
 

 



一﹑親子間的衝突來自哪裡 
 •擔心孩子輸在起跑點的迷思 

•孩子的天堂─父母的愛和教導 

•孩子的地獄─冷漠和無知 

•衝突的面向(兩兩討論說一說) 

•寫作業﹑ 

•學才藝﹑ 

•不服管教(使用網路﹑生活作息……) 



你了解界限嗎？ 

• 媽媽需要有界限嗎？ 

• 媽媽第一個界限－不要為孩子做得太多； 

    教練，教他，陪他練 

        讓孩子長大的機會、讓孩子能獨
   立、有能力、有動力、有責任 

• 界限幫助我們切換清楚，什麼是該做的，什麼
不該做； 

• 家庭週期的任務與角色轉換。 

• 有界限的媽媽會帶出有界限的孩子 



檢視家中界限〈boundary〉 

覺察溝通的的障礙 

• 空間代表權利與地位，房間在反應疆域的關係
〈家中房間數？和誰睡？〉 

• 私人領域是需要被尊重，要各就各位，不可越
位〈親子、夫妻、婆媳〉，要隨年齡而調整，
也隨角色關係而變，〈例〉夫妻彼此的書桌 

• 「心理的界限」摸不到，但可感覺得到 

• 沒有絕對健康的boundary，要覺察並做修正 

• 作業：選定家中一種關係，發現其中的
boundary在傳遞什麼訊息，並探討家中規則如
何影響此關係？省思如何調整規則？ 



孩子行為指標與教養 

• 孩子的行為指標:自理能力、學習動機、 

•                               同理心、人際關係 

 

• 父母教養:規範、要求、溝通、關愛 

 

 



教子－開口有智慧，舌上有仁慈的法則（
聖經箴言三十一：26） 

•1.有原則的媽媽（有界限的媽媽） 

 2.有仁慈的媽媽 

 

快快的聽，慢慢的說，慢慢的動怒 

 



二﹑孩子需要的能力和習慣 

•（一）以正向眼光看待自己：1.了解自己的能
力和限制、2.欣賞自己的長處充分展現、3.接
納自己的限制，再嘗試多學習開發潛能 

•（二）有助於學習的習慣和能力：1.良好的學
習態度或習慣2.培養思考的習慣3.培養多元的
興趣 

•（三）處理個人生活的能力：1.生活自理能力
2.處理金錢能力3.處理情緒的能力4.面對挫折
或壓力的能力5.獨處或自得其樂6.管理時間的
能力 

 



孩子需要的能力和習慣 

•（四）和他人建立關係的能力：1.清楚
表達自己的意思2.願意傾聽別人了解別
人3.和他人協商4.能和他人分享5.能判
斷是非不受制於別人 

•（五）有助於專業發展的能力：1.學習
的意願和能力、2.對資訊加以判斷和分
析的能力3.組織能力4.表達個人想法5.
與他人合作6.解決問題的能力 



閱讀力 
比爾蓋茲說 : 如果不能成為優秀的閱
讀家, 就無法擁有真正的知識。直到
現在, 我依然每天至少閱讀1hr, 週末
閱讀3-4hrs, 閱讀讓我眼光更加廣闊! 

1.讓孩子透過書籍學習世界。  

2.透過觀看文學作品，培養了解他人的能力，
也可以協助訂立人生目的及價值觀 

3.閱讀過程中，透過「問題」開啟孩子的思考。 



閱讀力 
比爾蓋茲說 : 如果不能成為優秀的閱
讀家, 就無法擁有真正的知識。直到
現在, 我依然每天至少閱讀1hr, 週末
閱讀3-4hrs, 閱讀讓我眼光更加廣闊! 

Tips : 為孩子閱讀（講給孩子聽)，建立「閱讀是有趣的」想
法，否則閱讀將變成苦差事。找尋孩子有興趣的領域開始。 

 準備孩子的專用書桌：讓書桌成為一份禮物，培養孩子到書
桌前的學習習慣， 固定地方協助孩子集中精神，加快閱讀
速度並發展理解度。 

 無條件讚美孩子閱讀後的意見，增強信心。 

 無法吸收並變成自己的閱讀，就算閱讀再多書也無用；讓孩
子重複閱讀 完全理解用文字寫下閱讀內容或感想 (訓
練思考／從短句慢慢擴展為文章)  



自制力 

不需要強迫，自己會忍耐想做的事情，會遵守約定，雖然不喜歡
卻能集中精神去做, 而一切的動力就是「克制力」，自制力；是
可以做「不想做的事」的力量。 

1.培養「辨別力」是自制力的第一步 : 當孩子犯錯時，要明確
指出不對的行為；當孩子做了正確的事時，要以稱讚或微笑
表現回應，辨別力是克制力的奠基。 

2.在沒有強迫的訓練下, 讓孩子品嚐成就感                                                                      
Tip: 訓練一個四歲孩子忍耐&集中力時，以他們喜歡做的事
與撐5分鐘開始，逐漸延長時間或增加難度，儘可能將孩子的
負擔感降至最低，自然而然學習集中注意力並品嚐成就感。 

3.以適當的獎勵誘發動機                                                                                               
Tip: 以週末外出用餐 or 看電影來獎勵孩子一週來的努力；
逐漸將孩子的心態調整為正面肯定的心態  「做完這個一
定有很棒的是在等著我」， not 「真不想做，這一定要做
嗎？」 



自制力 

不需要強迫，自己會忍耐想做的事情，會遵守約定，雖然不喜歡
卻能集中精神去做, 而一切的動力就是「克制力」，自制力；是
可以做「不想做的事」的力量。 

 
4.檢視可能造成誘惑的環境                                                                                        

Tip: 孩子讀書時，媽媽打開電視看／在孩子讀
書的視線內放遊戲機或玩具……X                          

孩子看完電視後，拔掉電源線／將散落四處的
玩具，整理在角落的保管箱中……O   

5.讓孩子瞭解自己是重要的人:信任及肯定，
讓孩子認知到自己是很重要的人；對孩子強烈
的信賴中，愈是尊重孩子的自律性，愈能熟練
孩子的自我克制。 



從歐巴馬家規談起 

• 歐巴馬夫婦對兩個女兒，10歲的瑪莉亞
和7歲的薩莎，制定了幾條看似簡單，
但操作性極強的家規： 

• 1、不能有無理的抱怨、爭吵或者惹人
討厭的取笑。 

• 2、一定要鋪床，不能只是看上去整潔
而已。 



從歐巴馬家規談起 

• 3、自己的事情自己做，比如自己沖麥片
或倒牛奶，自己疊被子，自己設置鬧鐘，
自己起床並穿衣服。 

• 4、保持玩具房的乾凈。 

• 5、幫父母分擔家務，每周1美元。 



從歐巴馬家規談起 

• 6、每逢生日或是聖誕節，沒有豪華的禮物和
華麗的聚會。勤儉節約的美德 

•  7、每晚8點30分準時熄燈：時間觀念及   作息
習慣 。 

• 8、安排充實的課餘生活：瑪莉亞跳舞、排戲
、彈鋼琴、打網球、玩橄欖球;薩莎練體操、彈
鋼琴、打網球、跳踢踏舞。 

• 9、不准追星：要有堅定的人生信仰，不要盲
目崇拜，盲目追星 。 

 



【德國教養鐵規則，教出自律好孩子】 

 

 

• 鐵規則1：不要多「幫」孩子做，而是多「讓」
孩子做。 

• 鐵規則2：孩子有十個缺點，父母要為其中五個    

• 負責。 

• 鐵規則3：教養孩子，父母必須「以身作則」。  

• 鐵規則4：告訴孩子「跌倒了，自己站起來」。 

• 鐵規則5：不要在孩子心裡埋下"暴力"的種子。 

• 。 
 

•   

•  
 



【德國教養鐵規則，教出自律好孩子】 

 

 

• 鐵規則6：學習如何爭辯，是成長的第一步。 

 

• 鐵規則7：學習「愛與被愛」是一種可貴的能力。 

 

• 鐵規則8：讓孩子在"碰撞"中成長，而不是在"呵護"中
長大。 

 

• 鐵規則9：不以自己的經驗，取代孩子的感受。(同理
心) 

 

• 鐵規則10：教育孩子~社會沒有絕對公平，只有規則與
秩序。 

•   

•  
 



三、促進親子關係與溝通 

的具體作法 

 
• （一）父母應先擁有的基本力-愛與原則 

• （二）實踐愛的語言 

• （三）說正確的話，營造溫馨氣氛 

 



（一）父母應先擁有的基本力-愛與原則 

要具備對得起 
自己的人生  

要有著 
無條件的犧牲 

要確實執行 
自己所定下的原則 

父母是孩子的
人生的鏡子，
就算在不注意
的情況下，孩
子仍注意並學
習著父母的一

舉一動 
在孩子和自
己的人生中
做抉擇時，
選擇孩子 



真心誠意的讚美孩子好行為 

 看到缺點時, 反而應找尋躲在裡面可以稱讚的
優點 : 別急燥的盼望孩子什麼都要做得好,要守
住孩子一個不小心就會遺失的自信心 

 從孩子的日常生活中發現值得稱讚的事物 : 
ex. 你今天會把被子摺好  

 稱讚必須有具體理由 , 而非強調媽媽的情緒
或感覺 : 讓孩子瞭解稱讚是來自自己所做的事, 
因而產生原動力, 而不是只為了討媽媽喜歡    

 讚美會讓孩子變成你所期望的樣子 

  



 區分懲戒與責罵 

 

•沒有原則就變成嘮叨 

• 提醒孩子錯誤時, 別讓他感到羞愧, 以免使
他放棄對這個世界的認識和探索 

• 與孩子一起訂定代替挨打的懲罰方法 

•懲戒則是針對孩子所犯的錯誤行為為對象 : 
針對錯誤行為的責備,孩子不會自卑或矮化自
己, 有警惕作用 

• 對於錯誤和懲罰的原則,父母親必須堅守原則, 
養成孩子對錯誤的自我分辨能力 

 



（二）實踐愛的語言 

• 1.肯定言詞 

• 2.精心時刻花時間和孩子對話 

• 3.身體接觸-擁抱 

• 4.服務行動 

• 5.送禮物或卡片 

 



（三）說正確的話，營造溫馨氣氛 

•1參與孩子生活圈，搭起溝通的橋樑：多瞭解孩子的同
儕文化，使談話有交集避免產生代溝，包括網路流行
的遊戲、年輕人流行品牌或社會時事、新聞，利用家
人共進晚餐或相聚時間，分享看法。  

•2 耐心聆聽彼此，並使溝通有效： 

•（1）親子間本就有權力不對等關係，要能以接納的態
度耐心的傾聽孩子的弦外之音，特別是聽出對方語言
和非語言的情緒，才能進入其內心世界引起共鳴。 

•（2)夫妻間溝通時對方保持沉默，可能是無言的抗議，
並未解決問題，應多留意。  



（三）說正確的話，營造溫馨氣氛 

•3. 善用肢體語言，表達愛與關心：一個熱情
的擁抱加上說出你的關心和感受，讓孩子感受
到關懷。 

•管教子女時，學習以「我訊息」表達父母的擔
心，而不是摔東西、打人、或以恐嚇語言等暴
力行為發洩情緒。 

•「當你晚歸又不打電話時，我會擔心你是不是
發生什麼事。」  



（三）說正確的話，營造溫馨氣氛 

•4.掌握溝通的時機和語言的有效性：當時間、地點、
氣氛、焦點不對時，都不適合溝通，透過傾聽、支持，
表現出友善、誠懇、嘛吉的感受，以接納的態度，接
受任何意見先不評論，讓有效的語言使彼此真心交流。 

•當孩子說：「同學都罵我好討厭喔！」 

•可以回應：「你一定很生氣，發生了什麼事？要不要
說說看？」 



你讀懂孩子說話背後的需要嗎？ 

• 例：下雨了 

• 例：我們老師最討厭，功課出好多喔 

• 例：我不想吃飯 

• 例：我和好朋友吵架了 

• 例：我不想去安親班上課 

• 例：我想退出弦樂團 

• 例：爸媽都不公平 



先懂得愛自己，才懂得愛孩子 

   人生是不斷學習的過程，或許一輩子都
搞不清楚自己；但，偏偏又希望搞懂孩
子、甚至清楚他的行為，一個字「難」
故要從孩子身上學習。 

 

   為人父母者，凡事盡力就好，有時，要
學習放過孩子、放過家人、甚至放過自
己，這樣彼此關係更舒服，更親密。 

 



奪回父母對孩子應有的權威 

但不獨裁  

• 負責任的父母清楚自己對孩子的教養期望是什
麼？父母要言行一致，並以身作則。「多做事
、少說話」最安靜時最能掌控孩子，故要沉得
住氣。成人每發一次脾氣，事後需用五到十次
友善彌補對方的傷害 

• 1.承認錯誤2.解釋3.修正處罰方式。 

• 安排家庭儀式：睡前說故事、擁抱、一起上學
、逛書店、飯後散步、週日上教堂、每月一次
爬山或旅遊…… 

 



幫助孩子發展歸屬感，建立正面自我形象 

• 每個人都是神眼中獨一無二。 

• 有歸屬感表示有安全感並認同愛你之人
的感覺。尊重孩子建立孩子的自尊 

歸屬感 

價值感 

成就感 



在家中發展歸屬感的做法 

• 1.家中溝通要把每個孩子都包括在內 

• 2.絕不允許孩子用言語傷害他的手足 

• 3.讓所有的孩子在家中負起一些責任 

• 4.不要表現出偏愛某個小孩 

• 5.每個孩子都有屬於自己的東西 

• 6.孩子需要有屬於自己的天地 



尋求資源 

檢核與建立支持系統 

• 求助並不可恥 互助是美德 

• 求助並不是情緒上的脆弱，而是行動的
實踐 

• 了解並建立自己的資源人物 

• 讓自己成為別人的資源 

 



學習放鬆技巧 

紓解親子管教緊張壓力 

• 靜坐 、 深呼吸、放鬆 

• 聆聽詩歌或音樂   

• 固定運動、伸展操、瑜珈 

• 宗教信仰和支持-安靜等候神，重新得力 

• 到戶外親近大自然吸取能量 

• 食人族探險肌肉鬆弛 

 



小王子：我為我的玫瑰花付出

那麼多時間，玫瑰花才會變得

那麼重要…… 

透過今天的分享您學到什麼？打算做出什麼
改變和行動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