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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爸妈胜过好老师》

前言

　　现在的孩子只要有一台电脑，几乎任何问题都能在网络上找到答案。在这样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
，我们无法预测信息将怎样改变我们的教育。但是，父母对孩子的教育方式随着时代变迁，绝对需要
有适切的改变：父母们必须要知道教育的首要任务是——培养孩子面对未来世界的能力。　　很多父
母要求子女的，总是有形的外在事务，比如优秀的成绩、乖巧听话、多才多艺⋯⋯但对孩子来说，这
些都不是最重要的，孩子要能够自在、快乐地活在这个世上，所需的绝对不只是这些，而是更多无形
的潜力及生存力！如同作者在书中所提到的，它们包含了自信、安全感、生活力⋯⋯　　父母如果想
成功培养孩子上述的各项能力，首先就要和孩子建立起健康的亲子关系。如同教育专家指出：“父母
想和孩子顺畅地沟通，必须要学会——从孩子的观点上来思考、决定事情。”秉持着这样的原则，我
和家里的两个小天使在相处上少有冲突，因此在给予孩子建议时，他们不会有情绪所引起的抵抗或反
应，能够如实地面对自己的抉择，学着做自己的主人。　　本书作者引导父母亲解开最常见的教育迷
惑，协助父母在不破坏亲子关系的前提下，避开毁掉孩子六大能力的30大误区，翻开本书，你将领略
高EQ的全新教育方式，让教育变得轻松又愉快！　　最后，以一句作者所说的话做结尾：“要将孩子
视为独立的个体，尊重孩子。”别忘了，教的一切，都要以孩子为出发点，你会发现，原来为人父母
是生命中最大的幸福与喜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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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好爸妈胜过好老师:父母一定要避免的30个教育误区》作者引导父母亲解开最常见的教育迷惑，协助
父母在不破坏亲子关系的前提下，避开毁掉孩子六大能力的30大误区，翻开《好爸妈胜过好老师:父母
一定要避免的30个教育误区》，你将领略高EQ的全新教育方式，让教育变得轻松又愉快！
最后，以一句作者所说的话做结尾：“要将孩子视为独立的个体，尊重孩子。”别忘了，教的一切，
都要以孩子为出发点，你会发现，原来为人父母是生命中最大的幸福与喜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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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翁舒玫，台湾亲子教育专家、亲子类书籍职业作家；曾创办、经营、策划《人本教育札记》、《律动
生活》、《小太阳》等多本亲子教育类刊物，深受台湾年轻父母欢迎。她被誉为“台湾亲子教育界圣
母”“孩子心目中最理想的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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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Chapter 01　毁掉孩子安全感的误区　　03　漠视孩子的感受，直接命令他　　教养情境　　“小
平，不要动妈妈的东西！”、“小平，马路很危险。不要乱跑啦！”⋯⋯3岁的小平，让爸妈很伤脑
筋，他们搞不懂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一个口令一个动作。自己家的孩子却总是那么不听话。叫他别做
的事。他偏偏爱做，总是要挑战大人呢？　　有一首歌是这样唱的：“你说我像云，捉摸不定，其实
你不懂我的心⋯⋯”很适合当做某些亲子关系的主题曲呢！　　不知道你是否发现：当孩子还是婴儿
时，只要他一哭，爸妈就会说：“怎么啦？肚子饿了吗？尿布湿了吗？⋯⋯秀秀喔！”一边安抚孩子
，一边猜测孩子的心情。再大一点，等到孩子牙牙学语时，无论孩子说了任何只字片语，爸爸妈妈都
会努力地翻译孩子的意思。虽然，这个小人儿还不会说“人话”，但他总感觉爸妈很懂自己。　　可
是，等到孩子会说“人话”以后，爸妈这种细致、体贴的“猜心”技能，就慢慢地退化了。所以，当
孩子哭的时候，你会说：“哭什么？讲清楚为什么啊？”当孩子兴奋地说：“妈妈，看公～公～公交
车”时，冷淡地响应说：“公～什么，好好说一次‘公交车”；孩子在学校打架回来，一进门就破口
大骂：“为什么又打架，我不是说过不可以了吗？”⋯⋯慢慢地，你的孩子只能高唱：“其实我用不
在乎，掩藏真心，怕自己不能负担，对你的深情，所以不敢靠你太近！”亲子之间的代沟自然也就越
来越大。　　想让孩子不听话，就命令他吧　　随着孩子慢慢长大，孩子的自我意识也越来越强，他
努力地探索周围的环境与事物，在一次次的尝试中，建立出“我也会”的自信来。　　在友缘基金会
工作12年的资深专职老师詹纯玲，接触过许许多多的家庭与孩子，经常提醒爸爸妈妈们，亲子之间也
该谨守“人际界线”：包含身体的、心理的与所有权的界线，才能够帮助孩子发展良好的自我意识与
人际关系。　　然而，爱孩子的爸妈，常常“越俎代庖”做出踩线行为，总是用命令句来指挥孩子，
代孩子感受与思考，比方对孩子说：“怎么吃这么少？赶快把这碗饭吃完才能下桌⋯⋯”“天气变冷
了，穿外套才可以出去玩。”“那边很危险，不可以去那里玩！”“你又在揉眼睛了，一定是困了，
马上去睡觉。”⋯⋯　　但是，你又不是孩子，怎么知道孩子的感受呢？面对爸爸妈妈的命令，性情
温顺点的孩子可能就“放弃自我”，自己不去感觉、不去思考，反正一个口令、一个动作，等着爸妈
来指挥就好；个性强一点的孩子，不是听而不闻、我行我素，就是在爸妈拿出权威的时候，才勉为其
难配合一下，等到爸妈不在身边，就为所欲为。　　将心比心地想一下，谁会喜欢一天到晚被人呼来
唤去呢？就算我们长大了，也当了爸爸妈妈，每当我们的父母又用“我为你好”的理由来命令我们时
，是不是也会在心里嘀咕着：“我又不是小孩子了，干嘛老爱管我呢！”而我们的小宝贝虽然小，但
他也是个独立的个体，身为爱他的爸妈，我们有责任协助他成为能够独立思考、独当一面的人，如果
只一味地命令他，是绝对没办法帮助他的。　　用说理取代命令　　那么，该怎么协助孩子成为一个
独立自主的人呢？关键就在于：“不要命令孩子，而要和孩子讲道理”。人本教育基金会副执行长谢
淑美，常和爸爸妈妈分享最重要的两个秘诀：不要说教，而要说理；先说“怎么啦”，再说“怎么办
”。　　这个时候，你的心中或许会浮现出一个想法：“孩子还那么小，就算讲道理他们也听不懂吧
！”然而事实上，讲理不是要你和孩子说一长篇的大道理，而是“在真实情境中，协助孩子理解状况
，掌握自己的行为，作出判断和选择。”因此从婴儿时期，就可以开始和孩子讲理。　　当一个小婴
儿哇哇大哭时，爸妈不会直接塞奶嘴给他，而是说：“怎么啦？是尿布湿了吗？还是肚子饿了？⋯⋯
秀秀喔！”一边安慰他的情绪，一边拼命地猜他要表达什么，你不会生气地觉得他是在给你找麻烦，
这就是在和孩子说理。　　说理要从小就开始，从孩子还是个婴儿时开始，在他哭的时候安慰他说：
“怎么啦？”就算孩子长大后也是一样，继续通过“怎么啦？”来理解孩子的状态，表达我们的关心
，也协助孩子理解自己的状态’，弄清楚自己的感受，之后就能发展出思考接下来“怎么办”的能力
。这一个过程，看起来很像只是在关心孩子，然而，这却是很重要的“练习说理的过程”，因为，我
们的关心能够帮助孩子把自己的情绪和感受，转化为旁人也能够理解的话语，自然而然，孩子就越来
越能够表达自己的感觉，不再只会闹情绪，越来越有好好讲理的能力。　　倾听孩子的感受　　想要
跟孩子说理，建立亲子间好好说理的习惯，一定要愿意聆听。和理解（协助你理解孩子，也让孩子理
解你），然后基于理解厘清状况，再来想怎么做比较好，怎么做是自己最不会后悔，是自己能够承受
得来的。这个过程，是理性的发展，不管多大的孩子都一样，就算孩子很小，也可以用比较清楚简单
的语句，多帮他一起猜想，让他理解情形。　　比方说，当小孩进到厨房玩煤气罐时，除了赶快把孩
子带离现场，也要问孩子：“怎么啦？为什么你那么想去碰这个，是因为觉得很好玩吗？”有时候，
也许他只是想要来找妈妈，到了厨房才突然兴起想碰煤气罐开关。　　当孩子有情况发生，比方说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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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学吵架，或是考试成绩不理想，这时，其实是孩子“不知道该怎么办”，也是最脆弱的时候，大人
如果不能通过倾听，理解孩子的感受，只会一股脑地说教，对孩子发泄自己的不满情绪，孩子当然没
办法承担这种庞大压力，只好逃走了。　　孩子小的时候，可能还会傻傻地听训，长大以后，他自然
就学会把自己的问题隐藏起来，不让爸妈知道，造成亲子关系的疏离。而电视与平面媒体中的青少年
自杀新闻，受访者的爸妈和家人也常说：“他平常都很乖巧听话，怎么也没想到他会这样！”这就是
孩子承担太多压力所造成的结果。　　允许孩子“做不到”，允许“再等一下”　　孩子不是爸妈的
附属品，你应该认真地把孩子当成一个有情感、有知觉，独立的生命来对待，当他发出任何信息时，
愿意多去了解，协助孩子弄懂到底怎么了，多花一点心思，协助孩子理解和感受，并经历这些选择，
培养出孩子面对这个困境所需的各种能力。　　先让孩子理解自己的情绪，再慢慢引导孩子考虑到周
遭的环境、人的感受，陪孩子以他的基础作出最好的选择。然后，有耐性一点，因为孩子不可能一天
就从“不会”变成“很会”。过程中要允许孩子“做不到”，允许“再等一下”，这是孩子非常重要
的成长过程。爸妈不只是照顾孩子的身体，更要陪在孩子身边，理解他的感受，当那个很亲很亲的人
。　　照顾孩子的心情绝对比照顾身体重要。身体在安全无虞的情况下，照顾以基础的需要就好；感
情的照顾则要特别用心，让孩子感受到满满的爱，这样孩子就算是遇到再大的困难，也会觉得：“我
能行的！”并持有“我知道这很困难，不会责怪自己”的自信。　　每次的说理，都是爸妈陪着孩子
厘清感受，然后培养出解决能力的过程，这样的成长经验，将让孩子充满安全感与自信心！　　多以
激励代替指责，孩子其实没有你想的那么差。　　先问“怎么啦？”陪孩子厘清感受，再培养解决问
题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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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让孩子能够健康地成长，培养出独立发展的能力，是父母最大的愿望，而惟有用对方法，才能支
持并成就每一个孩子的一生。　　——台北家长协会理事包崇敏　　有质量的亲子互动，真正了解孩
子的需要，尊重孩子的先择，才能让孩子有信心和能力面对未来，做最好的自己。　　——《安亚》
作者美国梦想成真基金会活动总监江琬瑜　　教孩子要用心而不要太用力，因为用力不仅没用，反而
会适得其反。所谓用心，就是要事事防范于未然，用对方法。因此，读这本书，参考别人的经验是最
有效的方法。　　——亲子教育作家李伟文　　孩子生命中最早、影响最深远的老师，就是爸爸妈妈
。爸妈应该像探险家，带着孩子四处体验、感受生活，丰富孩子的生活体验，满足孩子的好奇心，将
孩子与生俱来的兴趣和爱好，“厚植”而成为终生的学习力。　　——格林菲尔托儿所所长刘美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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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传统教育的误区，会让你越是用心教育孩子，亲子关系就越疏远。修订错误的教育理念，升级落
后的教育模式，用正确的教育方法，就能成功教育出——充满安全感，自信，并拥有生活力、探索力
、学习力与社交力的好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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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很不错的书。。看完受益匪浅~
2、正在学习中，书里讲的一些事情都和现实生活有着密切关联！不错
3、很不错，符合实际情况
4、我是在图书馆借来的这本书，觉得很好，自己又买了一本，可以反复看，值得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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