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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暖流   2009.2.16 
中華基督教會基真堂/基真小學         堂校家庭通訊，逢每月一及十六日派發。 

思考後的答案                                     陳瑞茹老師 
在平日的教學中，經常發現不少學生有一種毛病──不喜歡動腦

筋，每遇到問題時總是隨意開口問，不會自己先想一想問題的解決方

法。最近看了一本書，覺得對自己很有啟發，相信對家長也很有幫

助，希望在這裏跟大家分享一下。 

書中提到孩子的思考速度往往比大人慢，處理問題的經驗也

比大人少。我們見到孩子老是寫不出答案，或是做不完功課，就會

忍不住立刻告訴孩子答案。長久下來，孩子容易養成了依賴的心

理，便會懶得思考問題，懶得解決複雜的事情。這種教育方式，短

期而言，似乎是幫了孩子；長期而言，便會讓孩子養成不愛動腦筋的不良習慣。 

為了培養孩子獨立思考的習慣，在孩子來問你問題的時候，請記住「停、收、等、

慢」的四字訣。 

1. 停止給速食的答案 
不要立刻給孩子答案，免得失去訓練他們大腦的好機會。可以要

求他們自己去翻課本、找資料，或是反問他：「你自己覺得該怎

樣做呢？」先略微試探孩子的反應後，再決定要如何從旁協助。 
2. 收回立刻想援助的手 

父母最好不要太快出手去幫助孩子。讓孩子了解有些問題就是要靠自己去解決，父

母不可能永遠是問題的「善後者」。讓孩子養成自我負責的習慣，也讓他了解獨立

解決難題也是自己的光榮。 
3. 等待孩子的思考 

孩子的思考敏捷程度確實比不上大人，但回想我們自己在他這個年齡時，不也是有

相同的問題嗎？給孩子一段時間去思索他應自行解決的問題，不要剝奪了他寶貴的

思考機會。 
4. 慢慢給予問題的指示 

當孩子絞盡腦汁、仍然無法解決某項問題時，父母可以給予部分的提示。但是，請

注意給提示的速度。慢慢的每次只給予少許提示，讓他再回頭想想。當真的自行想

出答案或方法時，他將會獲得高度成就感，也會加強他再度挑戰問題的信心！ 

回想童年時，由於自己是家中的老大，父母讀書又不多，所以很多事情都是由自己

解決，例如升中選學校、幫父母填寫一些表格、申請書簿車船津貼。家中買了一些新電

器，我也喜歡取出說明書，研究怎樣使用該電器。小鬧鐘或小電器壞

了，總會把它們「解剖」，看看內裏的結構。要去某地方時，我也會先

找地圖，搜集有關路線。可能是自小有這種機會，漸漸培養出喜歡思考的

個性，每遇問題，我總會先想想有甚麼解決方法。面對現今的孩子，家長

實在需要多培養他們獨立思考的能力，否則將來他們連基本的日常生活問

題都解決不了。願意我們一同努力，讓孩子從小培養獨立思考的習慣。 

編者按：多謝「校牧事工組」四位老師先後為〈暖流〉撰文，將她們教養孩童的點子與我們分享，

提醒我們作父母的要訣。家長或其他老師亦可將你們的心得與其他人分享，互相勉勵。來稿擲回校務

處即可，或電郵至 keichun@pacific.net.hk，〈暖流〉編輯部收，一經採用，我們將送上小禮物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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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一停‧想一想                                 岑樹基校牧   

十句爸媽不該說的話（八） 

大清早，在升降機內，穿上校服的孩子很興奮地將他昨天在放

學途中的所見所聞告訴媽媽：「…有很多不同種類的車經過…有

一架車好得意…」急促的說話雖然聽起來不大清楚，意思也比

較含糊，但聲音卻充滿著雀躍。媽媽的眼睛卻緊盯著閃動的數

字燈，似乎沒有心情理會身旁的孩子，眉頭深鎖，淡妝掩蓋不

了一臉倦容。然而，活潑的孩子好像還有說不完的話題，希望爭

取媽媽的注意。雖然升降機內只有另外兩三位乘客，卻令母親有點尷

尬，隨即轉過頭向孩子說：「唔好嘈啦！你好煩呀！」孩子無奈沒趣地合上嘴

巴，再也不說話了。 

許多家長抱怨孩子不和他們說心底話，不對他們表達自己的看法，也從不把在學校

的見聞告訴他們。越長大的 孩子，無論在外頭有多活

躍，面對父母卻越沒有話 題，說話不多。有一回聽見

一個初中生說：「不知從甚 麼時候開始，我就很不愛跟

父母（尤其是媽咪）說話，太 煩了！」其實孩子會這樣，

責任全在家長。一定是過去某 些時候，家長聽到孩子講些

「無聊」的瑣碎小事，失去了 耐性，常常不等孩子完整地

講完，就打斷孩子的話題。日 積月累下來，孩子會產生

「不被尊重、不被信任、不 被理解」的心理，進而委屈

沮喪，甚至對父母不自覺地 進行報復：故意不聽父母的

話。 

兒童的觀點與成人不 同，生活中的一些小問題在

他們看來都很有趣。比如同學 的新文具、螞蟻搬家、老師

穿的裙子款式、市場裡林林 總總的貨品等，孩子會津津

有味地向父母講述自己的 發現和感想。 

由此看來，父母傾聽孩子的耐心，是真正愛孩子的表現，是給孩子
最佳的禮物。縱然上述母親對孩子的反應可以有很多解釋：可能早上出門前料理孩子

已經很忙亂，趕時間不遲到最重要；或者公司的工作正在腦海中盤旋，無心情空間裝載

孩子的說話；又或者認為孩子在狹窄的升降機內應該保持安靜才算有禮貌、有家教（這

是哪一個定的規則？）無論如何，孩子自由表達的機會是被扼殺了。雖然這未必是一個

最適合和孩子談天說地的時刻，母親仍然可以拖著孩子的手，輕聲和孩子說：「唔！你

的觀察十分有趣，媽媽也很希望知道，待媽媽今晚放工回來時再詳細聽你分享好嗎？」 

任何時候，任何場合，父母都應盡力地聆聽孩子把一件事情的前因後果講完，或讓

孩子完整地表達一種領會或感受，然後作出鼓勵和積極的回應。日後，你的孩子將會以

你為他最好的一個傾訴對象呢！ 

「一句話說得合宜，就如金蘋果在銀網子裡。」 
聖經《箴言》廿五章 11 節。 

「愛是恆久忍耐，又有恩慈；愛是…不求自己的益處，不輕易發怒…凡事
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 

聖經《哥林多前書》十三章 4-7 節。 

「他們以為父對於子，有絕對的權力和威嚴，若是老子說話，當然無所不可，兒子

有話，卻在未說之前早已錯了。」──魯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