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子女的著力點                                 鄭石岩教授 

前言： 

我是一個「宜蘭囝仔」，每一次回來宜蘭，都備感親切，剛好我看到我的

堂兄弟在座，我們可以說自小即一起到山中討生活的，山上的人就是靠山吃

山，我和父親專跑羅東線，在羅東賣水果，也許在座的羅東鄉親，你的家人

就曾向我買過水果。我當過零售、中盤、大盤，也去過台北賣水果，所以說

我覺得一個在困苦環境中成長的孩子，一定能慢慢的走出自己的一條路。我

對自己的故鄉有特別的感情，因為每個人都很「古意」、很「熱忱」；宜蘭囝

仔都很「土」、很「樸實」，很肯努力奮發的，企業界裡，若要組織一個團隊，

要找人時，他們喜歡找宜蘭人，因為他們對宜蘭囝仔感覺特別好，尤其在口

試時，坐下來的氣質就是讓人感覺很純樸、很認真，這就是宜蘭囝仔的特質，

但並不是因為純樸，就不去關心、重視子女的教育，而我今天就是來和大家

討論「教育」孩子的事。 

我認為時代在快速變化，所以我們對待小孩、教育子女甚至待人接物，

也應要有所轉換。因為我們的子女未來所處的生活環境相較於現今社會，其

變遷的速度是目前的四倍，所以若我們不教育他們如何去適應那變遷的社

會，我相信有一天，他的生活會遇到一些困難，我會提出一些數據，提出一

些推估，讓大家對未來有多一些了解，也去感受到社會在變，所以對孩子的

教法、甚至對子女的期待，也應和過去不同。我們知道進入公元２０００年，

也就是所謂 e 世紀（Electronic age）電子（通訊）時代，社會變遷很大，所以

說我從種種的學術研究和世界上的一些趨勢來和大家分享「如何教育子女」。 

在我二十幾年來，從事教育、心理諮詢所遇到的孩子，如果一段時間未

見面，這些孩子即產生變化而不同以往，二十幾年前，孩子所發生的事和現

在孩子所發生的絕對不一樣，二十年前孩子所要打拼的重點和未來我們小孩

所要打拼的重點也不一樣，所以今天我的講題是「教育子女的著力點」，也就

是說我們對孩子要用心在那裡，要注意那幾點，我從這方面提出來與各位鄉

親分享。過去我們只要學個識字，即能勝任社會上的工作，識字在生活中是

很重要的，但是現在你若不會使用電腦、上網路獲取資訊，就無法生活，就

像一個不識字的人，現今每個小孩從國小就學習電腦、使用網路，但是他們

是否真的在用電腦獲取知識呢？他在網路上探險，去看色情、暴力，以及你

不希望他看的東西，然後在交談室中和陌生人談天，當你進入房間時，他就

立即進入文書處理狀態，說他正在打字、學電腦或交作業，你不相信，但你

不會電腦也只好相信。電腦很方便，但也有太多不好的東西，色情、暴力、

他們任意在虛擬的網路世界探險，成天在電腦前打電玩和人聊天，把自己假

設成別人：一個國中年紀的女孩在網路自稱是一個大學生，一個五十多歲中

年男子在網路自稱是一個美少女……而漸漸偏離現實、逃避現實，造成「虛

擬人格」。 

另一方面，現代人每天接受許許多多資訊，形成「資訊焦慮」，是是而非

的資訊令人目不暇給，面對快速變遷的社會形成強大的壓力，1994 年世界衛

生組織(W.H.O)委託哈佛大學做過一個研究，後來提出一項呼籲，如果人類沒

有好好注意情緒的發展、適應能力的開展的話，那麼公元 2020 年時，人類的

第一大疾病是心臟病，第二號疾病是憂鬱症。心臟病越來越多是由於情緒生

活所引發的，而憂鬱症更是受情緒跟情感問題所帶來的。這個呼籲值得我們

留意，那是一個人失掉了適應環境能力的一種現象，雖然我們不希望這個推

估成真。請各位仔細想想，2020 年時您的子女將面臨怎樣的世界，不要等 20
年後再求助心理醫師、輔導人員、社工人員，現在就為子女思考未來，教育

他們學習去面對應變未來的世界。接下來，為因應未來快速變遷的社會我提

出以下幾個教育子女的著力點來和大家分享：  

(一)培養子女主動學習的習慣  

一個能自動自發的人，不管社會進步得多快，都會不斷的學習，一直追

上時代。一個孩子能培養出這樣的習慣、基本態度，他才能真正的適應現代

社會，才能不斷的成長。期望孩子能有自動自發的精神，有幾個觀念需要注

意：  

第一、培養健康的自我觀念 
孩子有好的自我觀念自然會比較有信心，感覺自己有價值，因此也比較

能自動自發。培養孩子這方面的技巧，是你無論如何要欣賞他在生活或工作

中所表現的優點，不要認為孩子幫你洗碗是應該的，他洗完碗後你應該說：「哦!
你的碗洗得真乾淨，實在是很好。啊，你還懂得把流理台擦乾淨，我真欣賞。」

就是這樣，你不要講聰明或能幹那些抽象的字眼，要真正講出：「你把碗洗得

很乾淨。」這就夠了。適應生活的能力是一點一滴養成的，平常能欣賞孩子

對的地方，指導他改正錯的地方，他就不會變成不好的自己，自我價值、信

心、尊嚴也會慢慢的建立起來，對自己期許的動力更會持續增強。 

第二、教導孩子能幹 
越是能幹的孩子越能自動自發，所以在日常生活中我們要培養孩子各方

面都僅一點，在他兒童、青少年時期就要求他把平常的工作做好，他就會越

來越能幹，這種情況我們在心理學上說他的自我功能是好的。自我功能好有

三個因素，第一個因素是有解決問題的能力；第二個因素是情緒習慣不錯；

第三個因素是有毅力去完成應該完成的事。一個孩子貝備有這三個因素，就

表示他的自我功能很好。  

第三、主動學習的身教 
美國前教育部長賴利曾經說過：「每個父母一天至少要陪孩子念幾個小時

的書。且家裡應該要有足夠的讀物可以閱讀、討論。我們要給予孩子較多的

陪伴跟鼓勵。」做父母的能主動學習，一有空就看書，孩子自然會吸收這種

主動學習的態度，自動自發的能力當然就越來越好。告訴各位一個故事。我

有一天坐計程車，看到計程車司機座位旁邊放了一些書，這些書都是一些現

在暢銷的、跟得上時代的作品。我說：「司機先生，我發現你是個用功的人，

你受過高等教育吧?」他說：「老實說，我只有國中畢業。很久以前，我的孩

子還在讀國小時，我去聽了一場演講，那個演講者說：『只有你自己陪孩子閱

讀，孩子才會閱讀；只有你自己不斷進修，孩子才會自動自發的讀書進修。

陪孩子讀書並不是坐在旁邊指指點點的教地做功課，而是你要讀自己的東

西，因為重要的是，你主動學習的態度可以影響孩子。』所以我就照做，買

了一些書跟孩子分享，從簡單的書到引起讀書的興趣，到現在讀這麼多書。

我的四個孩子每一個都讀國立大學。就是去聽了那一場演講，當時年輕的我，

養成這個習慣，我的孩子也受惠無窮。我讀過的書就擺在客廳裡，孩子也會

拿去讀；孩子買了書也會告訴我這本書值得看，我們就這麼不斷的學習。」 

第四、主動嘗試的機會  
我是很肯花工夫、也很勇敢的讓孩子去做一些嘗試的。記得孩子正要上

小學一年級時，我問他：「你敢不敢自己去外婆家?」「敢啊！」我說：「好，

你如果敢那就太好了，我給你銅板，你自己坐車把這個東西帶去給外婆。」

那個正要升中班的弟弟說：「老爸，我也要去，我也要跟哥哥去。」我問：「哥

哥，你有沒有辦法帶弟弟?」他說：「我有辦法，我敢!」於是哥哥就帶著弟弟

到外婆家。從我家到木柵外婆家必須坐指南客運，大家都知道指南客運的開

車速度是很快的，但是我勇敢的讓他們去嘗試。  

於是兄弟倆手牽手到外婆家，我就變成偵探跟在後頭。這個哥哥帶得很

好，他讓弟弟先上車後自己再上，我則叫了一部計程車在後頭跟著，看他們

在政大下車後，怎麼走、怎麼過馬路、怎麼把東西送到外婆家再繞回來，總

共花了一個多小時。自從讓他們這樣試過、看他們過馬路的情況後，我對他

們就有信心了。你要讓孩子自己去嘗試，如果你處處害怕，怕油會噴到他的

臉，怕他會迷路、出意外，等孩子長大後他也什麼都怕，什麼都要問你，你

反過來覺得他沒用，那就太晚了。 

教導孩子自動自發的精神必須在日常生活中用心，平常就要給他機會，

讓他有勇氣去嘗試，但是千萬不要沒有教就讓他去嘗試。你必須教會他注意

事項後，再勇敢讓他去試，而且要在旁邊看有沒有需要改進的地方。你對他

信任， 孩子就會顯得不一樣，像我剛剛請到我那兩個孩子從外婆家回來時，

我發覺他們的胸膛突然間長厚了，他們感覺到一份特有的自尊，覺得幫爸爸

完成一件重要的事，變成一個有用的人了。  

智慧其實可分為七種類型： 

一、語文智慧 二、邏輯----數學智慧 三、音樂智慧 四、空間智慧 五、肢體

----動覺智慧 六、人際智慧 七、內省智慧  
身為父母應認真發覺子女這七類智慧最佳者，再去帶動其他智慧，而不是一

味要求父母所期待發展的智慧，而研究指出：人類的學習 10%來自書本、15%
來自聽聞、75%來自生活體驗。所以，不要一切都幫子女安排好，更不要讓

子成天補習上課，那將使子女失去主動學習的動機，讓他懂得去處理，應對

變遷的社會，從生活中得到良好的體驗，而主動性是跟大人學來的，讓孩子

能夠掌握自己最擅長的那部分能力，好好去開拓它，同時以此培養多元的智

慧，有了多元的智慧，我們就能夠適應和應付這個自由開放不斷進步的社會。  

(二)培養子女情緒管理  

第一、良好情緒教育的開端  
我們如果希望子女在這樣一個繁忙、高競爭的環境裡能夠適應得很好，

那麼他就必須要有良好的情緒，因為情緒比較穩定的人，不只是在待人接物

上表現良好，他的創意、穩定性，甚至對於某些理念跟原則的堅持，也都有

比別人好的表現。心理學家經過長期的研究發現，在我們的人生、事業上，

IQ 決定成功的機率是 20%，而 EQ 則是 80%。我非常相信這項評估，因為在

我長期的諮商、觀察中發現，有很多非常聰明的人卻經常幹出傻事，只因為

跟老師吵架，竟然放火燒掉資料室；因為感情發生問題，軌把情敵給殺了，

因此而斷送掉自己的前途甚至生命，原因就在於他們的情緒狀態不好，適應

環境的基本態度受到很大的情緒干擾。 

第二、避免不當的身教 
心理學家羅傑斯 Dondld，J﹒Rogers)在一篇名為《我們如何教孩子懼怕》

的論文裡說，孩子的懼怕通常是透過我們的身教學來的，很少是透過語言。

父母親在家庭生活中所表現出的不安全感，孩子會直接拷貝過去。近日的九

二一大地震，我們就發現，災區的孩子說我聽到爸爸媽媽大叫，他們比較害



怕，由此我們就可以知道「懼怕大都是你在沒有覺察的情況下教給孩子的」，

它會對孩子構成嚴重的壓力。我曾提過的提出多元智慧觀念的心理學家迦

納，也同時提出了另一個問題，今天教育上最大的失敗是甲等主義、升學主

義、功利主義，這三件事足以讓一個人在學習上產生扭曲，構成嚴重的壓力，

以至於無法開闊的發展自己的潛能。你滿腦子都是功利，對孩子產生壓力，

壓力引發懼怕，焦慮就隨之而來。其實人很少被他的功課或一個正當的負載

給壓垮，真正會把自己壓垮的是懼怕所產生的壓力，是害怕時所增加的垃圾

負載，這些垃圾負載會把人給完全淹沒。所以我們在做情緒教育時，強調必

須有好的身教，即使碰到不如意的事，也可以笑笑的講出來，或先把它擺到

一邊，然後高高興興談點別的，聽聽值得歡喜的事，這就是一個非常好的情

緒教育的身教。 

第三、給孩子嘗試的機會 
身為父母者要注意發展孩子的責任感跟信心，要容許孩子去做一些嘗

試，不要批評他，越是能讓他主動去嘗試，他越不會害怕，越有成功的機會。

我每次完成一件事，我的媽媽都會說：「嗯，你做得不錯。」這樣的態度好像

會遺傳。其實，你只要讓孩子多去嘗試，他就會多才多藝，不過孩子做好後，

要記得對他表示欣賞，他就會更勇於去嘗試更多的東西。勇於嘗試是一個人

成功的基本要件。你讓孩子主動去試試看，他就會有責任感，有信心就不會

害怕。  

第四、教導樂觀的態度  
我們要教導孩子樂觀的態度，孩子越是能樂觀的面對未來，也就越勇於

嘗試和接受挑戰。樂觀與悲觀最大的不同在於，樂觀的人會鼓舞自己、激發

自己，碰到失敗時很清楚的知道，失敗只是一點，大部分還是好的；悲觀的

人就不懂得鼓舞、激發自己，看不到光明的一面，只要碰到失敗就一切都完

了。所以我們要常常提醒、注意自己是不是有這樣的態度，以便能引導孩子

產生樂觀的氣質。 

第五、優點教學  
情緒教育的最後一項，就是要能經常欣賞孩子的優點，才有機會去糾正

他的缺點，千萬不要以糾正缺點為教育孩子的重點。一個家庭裡的成員能彼

此欣賞，就表示能互相支持，就能使情緒越來越穩定。如果我們在這方面做

的失敗， 孩子就會退卻，情緒狀態和適應環境的能力就會大打折扣。我常用

父母親看孩子的成績單來作比喻，你是看「怎麼只有六十分，不用功」，或「不

錯喔，已經六十分了，再加油一下，一定會更好」呢？ 

(三)培養子女生活基本規範 

生活規範是一個人的基本生活紀律。孩子有好的待人接物的禮貌習慣，

懂得如何處理朋友間的紛爭、拿捏應有的分寸，跟人的衝突就會減少，成功

的經驗相對地也會增加；懂得如何規劃自己的生活，有好的作息習慣和紀律，

生活適應乃至於學習適應都會比較好，信心也就能逐漸增強，這都是一些基

本的生活規範。 

第一、建立延緩報償的習慣  
講一個我自己的經驗給大家分享。我的孩子念幼稚園時，我總是會偶爾

帶孩子逛百貨公司順便買些東西。在出發前我會先跟孩子說：「明天我們去逛

百貨公司，你們想不想去?」「想去!」我說：「去的時候當然會帶你們到玩具部

去盡情的把所有的玩具看個過癮再回家。可是我們今天就不買玩具了，下一

次我們儘量省錢來買你想要的那個玩貝，可能要分兩次或三次的結餘才有辦

法買，這樣好不好?」他說：「好。」看完後再問他：「買不買?」他說：「不買。」

我覺得不好意思，就說：「那個小老鼠一隻才五塊錢，我們買一隻好不好?」

他說：「好吧，也好。」就買了一隻小老鼠回家，到了百貨公司門口，我說：

「你們表現得太好了，我們到地下室買根棒棒糖鼓勵自己。」就一人拿了一

根棒棒糖，高高興興、浩浩蕩蕩的準備回家。「現在是坐計程車好呢?還是坐

公車好?」他們說：「坐公車好。老爸，這個錢要省下來，是要買那個玩具的

哦。」 

平常我會跟孩子說：「爸爸跟媽媽都是上班族的，一共只有這些錢，不能

超支，所以我們出去時第一要買吃的、穿的、用的和文具，這是用錢的優先

順序，再來的順序就是買你們的玩具。但是如果到最後我們的錢實在買不起

玩具，那就要衡量我們剩下的經費預算分幾次節餘來買，不會疏忽玩具的。」 

再下一次出發到百貨公司前我還會先說：「如果想多省一點、多留一點錢

買玩具，我們就不坐計程車，坐公車。」孩子想一想說：「坐公車、坐公車。」

節儉的精神就出來了。到了百貨公司東西都買好了，就一起到玩具部去，快

到之前我總是會蹲下來提醒他們，別忘了我現在總共只有這些錢，如果你要

買的玩具超過我們的預算，我們可以把錢省下來，下次來時再累積節餘的錢

來買。他們就問：「老爸，那你一共還有多少錢 ? 」我就說：「你看看，就剩

這麼多。」這樣一來，他們很快就學會算術了。一進去，他們看完後說：「老

爸，我要買搖控汽車，那一部車子我最喜歡。」我說：「好啊，可是我們今天

的錢不夠那怎麼辦 ? 」於是小孩子從這樣的活動裡學會了如何累積、如何節

省，甚至於學會了一種很重要的「延緩報償」的習慣，不會非要不可。一個

人如果看上一樣東西就非要不可，那是一種很大性格學上的缺憾，台灣話叫

「破格」，是很不好的。慢慢的從生活當中去培養他基本的生活習慣，他就學

會負責。 

第二、嚴禁濫看電視、開夜車  
看電視也是一種生活習慣。我奉勸各位不要太常看電視，選擇好的節目，

千萬不要縱容孩子看太多電視，寧可跟孩子聊天、歌唱、談話、閱讀，也不

要看那些沒有營養的電視節目。還要注意的是，電視常是暴力跟色情的來源。

並且根據教育心理學的研究，電視看得比較多的孩子，他的挫折容忍力會下

降，智力的發展也比較差，原因在於電視是直接引導你，使看的人無法思考、

沒辦法操作，所以他失掉了思考跟操作的機會和能力。所以你要適度的選擇

好的電視節目。 我們也要幫孩子建立好的基本生活作息，規定幾點睡覺、幾

點起床，建立孩子良好的睡眠習慣。很多國、高中的學生常念書念到半夜兩、

三點才睡，第二天拖著疲憊的身子到學校，根本就沒辦法集中精神，整天迷

迷糊糊的，晚上再去補習，回家後又搞到三點，請問他白天的時間是不是全

浪費掉了?我一向嚴禁我的孩子在國小、國中、高中這段時間做這種事，而要

求他們在白天眼睛一定要是亮的、耳朵是清明的，這樣老師講的東西你就可

以記上七、八成，回家後稍稍複習一下就可以記得很多了。這些都是一種生

活基本規範，生活規範越健全，孩子就會適應得越好，越能在這個複雜多變

的社會生存。  

同時我們也需要帶孩子學習一些基本的人際關係，人際關係越好，溝通

能力越強，就有友誼的溫暖，這種友誼的溫暖是人生很重要的一部分。做父

母的除了身教之外，還要能夠引導他跟別人做朋友，勇於去跟其他孩子相處，

這樣交友的經驗就會慢慢的增加。所以做父母的應該積極鼓勵孩子，做一些

穿針引線的工作，我知道有些家長很善於使用這種動力，會邀集幾個家長把

孩子聚在一起，一同去參加一些活動，比如說夏令營、遊學活動等，這對孩

子的幫助是很大的。最怕的是你都不帶他出去，他就自己偷跑出去，每天跑

到漫畫書店或電動玩具店，那才是麻煩呢!  

交友是從實際經驗中慢慢學習來的，我們如果勇於踏出去跟別人合作，

人際關係會有很大的突破。有些人有很好的學位，可是沒有得到應有的成長；

有些人有一技之長，卻連基本的人際相處都處理不好，有時候甚至保不住工

作，所以人除了需要在專業領域上下工夫外，當然也必須要有處理人際的能

力，這才是一個不斷成長的人。  

(四)培養子女正當信仰 

什麼是孩子的心靈生活呢?我認為最重要的是宗教。不過我反對一部分的

宗教，尤其是迷信的、把人的腦子教成刻板思考的宗教，這種宗教我們早就

應該放棄掉。我所謂的宗教是指正信的高級宗教，像基督教、天主教、佛教、

道教等，這些正規的宗教可以給我們心靈的啟發。  

第一、宗教旨在開啟智慧  
真正的宗教在於談生命之道，我們從何處來、往何處去?在這個人生裡應

該怎麼做人 ? 怎麼做才是上蒼給我們的真正啟發?怎麼做才能符合極樂世界

的要求 ? 怎麼做才能跟天理吻合?這些是孩子小的時候我們就要給他的。我

認為宗教是開啟一個人生命的智慧，只要違反這一點就不是宗教，只能稱為

迷信的東西，是一種寄託而已。一個能真正開啟人的智慧、開啟愛的心靈，

它才是真正的宗教。 宗教可以使一個人變得有豐富的生命力、豐富的感情能

愛物愛人，我們稱為「博愛」；讓一個人肯長進、不斷的努力累積經驗，從而

開啟生命的智慧，我們稱為「寬廣的智慧」。《聖經》裡這麼說：「我們要培養

博愛，同時需要寬廣的智慧。」而儒家所講的是「仁智雙修」，仁就是仁愛，

智就是智慧，其實是一樣的，它是儒家的道統。再來看看佛教，佛教說「悲

智雙願」，悲、智就是慈悲與智慧，也就是愛；人要打開視野才能生活得好。

有慈悲心、有愛心的人，就能讓自己跟別人相銜接，所以已立立人、已達達

人，這是耶穌，孔子、佛陀所共同的教化。  

我們從生活中看出生命的原委、生命的意義，使自己更為豐富；我們有

愛、有熱情，可是也知道生命的侷限性，還有一個更遠的未來，那個末來我

必須現在負起責任，必須現在的我是快樂的，有能力快樂、能愛人，我才是

上蒼的子女，才是那個極樂世界的一員。這個精神生活從有限的生命跨到無

限的未來，這是我們在教育當中必須教給子女的。 

第二、每個人都該被平等看待  
如果你能每天回家時內心都很平靜、歡喜，都知道我今天沒有白過，懂

得感恩，也懂得發展智慧跟愛，我相信這樣的宗教、這樣的心靈生活，是在

未來的世紀裡所必須開拓的宗教。其實它不是新的，只是我們把過去宗教 信

仰的錯誤面紗拿開，讓我們真正得到精神上的成長；心靈上的解脫，然後看

到了光彩的人生，滿足這一輩子我 們到這裡生活的喜樂跟多樣性。 這樣的

人生是寬廣的，這樣的人生是不拘泥於自己將來要賺多少錢，要有多高的地

位，而是每一個人都是快樂的。我覺得教育的真正宗旨，是無論一個人的職

業是什麼，無論學歷、地位，都應該被平等的看待，都有一份自己的榮耀跟

尊嚴，而每一個人都知道來這世上只是扮演一個不同的角色，最後都要到那

美麗的未來精神世界裡頭。 

如果我們能帶領孩子看到永恆的、精神生活的這一面，就不會責備他為

什麼考出這樣的成績，讓我們沒有面子了，我們就不會產生這樣的錯誤，不

會做出這種違背教育正則的事 。生命真正最好的饗宴就在這個地方開始 ，

我們有快樂有幸福，不會在差別之中產生屈辱和不滿，心靈就能真正得到滿

足。這就叫精神生活，是心靈生活 的一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