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養大不易 

教養之道並非只是賞罰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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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多年來對行為改變理論的大力鼓吹，讓一般美國家長深信，有效運用賞罰可以達到管教孩子

的目的。行為後果確實有其功效，然而狗和其他較低等動物對於賞罰雖會有可靠的回應，但人類可不

是如此。許多家長一定都同意，獎勵良好行為可能會導致不當行為增加。同樣地，懲罰也有可能只是

讓孩子下定決心，硬是要證明沒有人可以對其發號施令。 

 

要當孩子的引導者，而不是孩子的朋友 

管教就是將可怕的三歲小孩改造成親社會者的過程，讓孩子懂得尊敬父母（以及他們所認同具有

權威的其他成人）、遵循他們的帶領、接受他們的價值觀。換句話說，孩子懂得尊重、服從、忠誠。

這不是靠操作賞罰，而是靠父母提供的兩樣基本要素：那就是愛與領導。 

今日教養情況的問題在於，許多父母以凡事包辦代替愛，以親密關係代替領導。凡事包辦來自於

父母把解決孩子所有問題當做是自己的責任，從如何安排課後時間到交給學校的功課必須毫無缺點，

無所不包。有些爸爸沒有更高遠的理想，一心只想當孩子的哥兒們；有些媽媽對孩子所說的話、為孩

子所做的事，比對自己丈夫還多，這都是努力想增進親子感情的明證。這些當然立意良好，但用心良

善絕對不成理由。 

 

10-14 

真正的父母之愛所在乎的，不是孩子對於父母決定的立即反應。由於孩子無法輕易分辨「需要」

與「想要」的不同，以致於不知道怎麼做才符合自己的最佳利益；因此真正的父母之愛可能會讓孩子

不高興。 

 

眼光放遠 

同樣地，「領導」在乎的比較不是此時此刻，而是未來。孩子對於有效領導一開始的反應可能並

不「正面」，但是時間一久，即使孩子未必喜歡父母的做法，也能逐漸體會出父母的領導對他們最有

益。領導者也承認，想增進親子感情的企圖會和領導統御成為對立的兩方，因此，若父母將領導擺在

首位，親子關係會依其時自然跟進，最終親子關係會因而更好。 

「領導」不過就是以平靜自信傳達出權威，表現出知道自己在做什麼，知道自己用意的本質、知

道自己要什麼，而不是和四歲小孩商量晚餐想吃什麼，「領導」在乎的不是孩子討厭吃蔬菜，而是要

培養出一位敬愛鄰居的公民，能有禮貌地接受鄰居端出的任何食物。 

 

清楚表達期待 

我最近問過一位老朋友，他的父母是如何讓他順從他們的期望。「你爸媽是用什麼方法？」我問

道。他想了好一會兒，才說道，「他們沒有用任何方法，只是對我有所期待，而且他們的期待很明確。」 

請注意，我朋友的爸媽並沒有懇求、協商、收買、哄騙、勸說、解釋或威脅，他們只是有所期待，

他們一方面疼愛子女，另一方面則領導子女，兩邊可都對另一方的動向一清二楚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