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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让孩子主动想要，比强迫安排更重要！
某个星期三的下午，女儿和同学萍萍买了便当后，一同回家里吃饭。
两人你一言、我一语，聊的都是班上发生的事情。
此时，我拿出水果，与孩子们一起吃，也加入了聊天的行列。
“对了，我们等一下想去小薇家写功课，可以吗？
”女儿突然问。
“既然你和萍萍都在我们家，何不干脆找小薇过来写？
”“我跟你说喔——”女儿正经八百地回答，“我们要买午餐给小薇吃。
”原来，小薇的妈妈希望小薇去补数学，但小薇硬是不肯，两人从早上就僵持着，谁也不让步，眼看
上班、上学的时间到了，妈妈在气冲冲之下出门，也忘了给小薇午餐钱。
听到女儿的叙述，我转问萍萍：“你们喜欢补数学或英文吗？
”“我想没有人会喜欢吧！
”萍萍又接了一句，“不过我搞不懂，小薇的数学又不差，为什么还要补数学？
”***************************************************我认识一位妈妈，在孩子幼儿园的时候，就开始
让孩子学数学、英文、钢琴，到了孩子二年级时，再外加画画，连作文也学了。
当问起为什么要让孩子学这么多时，这位妈妈回答：“这样才能帮孩子从小打好基础。
”她告诉我，她所认识的亲朋好友、邻居中，不少人都是这样让孩子提早打好基础，将来数学好、英
文好，作文也写得顶呱呱。
“那，你儿子有没有说过不想学这么多？
”我很好奇。
“当然有，不过我还是要求他一定都要学，不然将来怎么办？
”说到“孩子的将来怎么办”，的确是父母最关心的事，一位妈妈甚至说：“我也觉得孩子连星期日
都要补习很辛苦啊，可是不这样，将来怎么办？
”这样的心情，我也曾经有过，眼看着身旁有小孩的人，不是让孩子补数学，就是让孩子提早接触理
化，如果没有补数、理，至少也会学英文，加上听到太多人说：“小学四年级的数学会突然难了起来
，中学更难，没打好基础就完了”、“中学英文比小学难很多，很多小学没补英文的孩子都放弃了”
、“早一点把英文学起来，中学就可以减少一科的负担”⋯⋯诸如此类的话，让我也十分纠结，觉得
孩子小学可以不补数学，但“好歹要学英文”吧！
于是，当女儿一年级的时候，我就曾经问过附近的英文补习班，想为女儿将来的英文学习做准备。
不料，从未学过英文的女儿，在学校考试的成绩还不错，加上先生是属于“把学校教的学好就OK”
，又看到女儿放学回家后，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画画、玩、看课外读物），我也就没有让她去上坊
间的英文班。
虽然如此，我必须说实话，我的一颗心依然有些忐忑，毕竟有太多人告诉我：“小学的英文实在简单
到不像话，到了中学有很大的落差。
”总觉得似乎还是得安排女儿学英文比较好，于是，即使女儿在二年级下学期之前，英文考试几乎都
是满分，我仍然不死心地用“赞美法”问女儿：“既然你从来没学过英文，也能考这么好，表示你有
语言天分，要不要趁早学更多，让英文更好？
”女儿却回答：“妈妈，虽然我英文考得好，可是我对英文真——的——完——全——没——兴——
趣。
”令我意想不到的是，原本说什么也不愿意在外面补英文的女儿，竟然在小学三年级时改变了。
那是开学后不久的某一天，女儿吃完晚餐后，突然问：“妈妈，你是不是很希望我学英文？
”“看你自己想不想学啰，不过我觉得英文学了就不要放弃。
”我给了一个很中肯的答案。
“好，那我要学。
”“你是说你——要——学——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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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下巴差点儿没掉下来。
怎么可能？
这个一向对英文一点儿兴趣也没有的女孩，何时变得喜欢起英文了？
还主动要求要学英文？
细聊之后才知道，原来，女儿在这个新班级最要好的朋友Candy，与其他几位女儿认识的同学，都在
同一个英文班，引起了女儿想学英文的动机。
在了解英文班老师使用的课本及教学理念后，我觉得很不错，于是也让女儿正式加入课后的英文学习
班。
从完全不想学到主动开口，我发现孩子不是不愿意，而是缺乏学习的动力——动力的来源是很多元的
，有的孩子因为启蒙老师很会教，让孩子对学习有兴趣；有的孩子是为了考高分而学习；也有人是因
为喜欢某个老师，就对老师教的科目特别用功；甚至像我女儿这样，想与好朋友一起学习。
当然，孩子原先的动力，也可能因为种种原因而消失，此时，父母们千万不要顾着骂孩子“虎头蛇尾
”或对孩子生气、觉得孩子浪费钱。
因为，孩子才是真正在现场学习的主角，很多时候，或许老师教的方式孩子听不懂、无法接受，或是
教学环境不舒服，甚至其他原因，让孩子失去学习的动力。
女儿在四年级时告诉我，她想停止课外英文的学习，乍听之下我不太能接受，觉得她怎么可以轻易放
弃，但经过长聊后，我采取相信她的态度，毕竟，强迫孩子的意愿，对孩子的学习兴趣并不见得有帮
助。
我想，下次当女儿想学东西的时候，也会更深入地思考，不会因为同学去就跟着去。
在教养孩子的路上，我一直在学习着。
过去，我跟许多父母一样，担心在升学体制下，孩子的成绩如果不理想，将来怎么办？
但后来我发现，一个喜欢自己的孩子会因为自己的价值而快乐；一个独立的孩子会懂得自己处理自己
的事情；一个学会选择的孩子，在决定及判断上面将会更精准；一个勇于尝试的孩子，在面对压力时
能够自我克服；一个有管理金钱能力的孩子，不会坐吃山空；一个有创造力的孩子，经常有突破性的
成果。
只要父母愿意相信孩子，培养孩子上述六大能力，将来孩子就具有主动探究事物的能力，并且愿意坚
持下去，在人生中找到最适合的舞台——这正是父母最希望的事，不是吗？
让孩子主动想要，比强迫安排更重要，而主动想要的动力，就在父母的爱与六大能力中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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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通过发生在作者身边一个个平常的事例，总结出轻松教养孩子的方法。
本书没有死板的说教，没有复杂的程序，没有晦涩的理论。
本书提出教育理念的根源来自父母本身，因此，教养孩子的同时，父母更不能迷失自己，“先爱自己
，才能为孩子启发动力”，要重视“孩子想要，比父母安排更重要”。

　　本书的教养观点鲜明，通俗易懂，如“让孩子喜欢自己”、“培养孩子不怕尝试的能力”、“给
孩子思考、选择的机会”、“培养孩子管理金钱的能力”、“培养孩子的创造能力”、“培养孩子独
立的能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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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廖小羽，台湾作家。
目前以出版洽谈、企划、采访、撰稿及个人写作为主，相关经验15年。
自己从事创作，同时也担任出版协助，文字类别多元化，作品多半见于书籍、杂志，有亲子教养类也
有童书，作品曾获新闻局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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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Part1　先爱自己，才能为孩子启发动力
　孩子的问题，就是你的心结
　妈妈真的不必当超人！

　放下高标准，放过自己和小孩吧！

　对孩子的强烈控制欲，来自你的不安全感
　别让无形的枷锁，破坏了你的家庭生活
Part2　爱，是最好的燃料
　你的眼神，造就孩子的心神
　给孩子“专属的”时刻
　相信孩子有话要说
　认同孩子心中的感觉
　爱，从欣赏开始
　做孩子的心灵避风港
　道歉，让亲子关系更好！

Part3　让孩子喜欢上自己
　用界限代替严厉，孩子才不会说谎、患得患失
　少批评，孩子才有好人缘、有自信、少叛逆
　用管教代替叫骂，教出不内向又温柔的孩子
　用引导代替期待，教出“知道自己要什么”的孩子
　认同天赋，教出对生命展现热情的孩子
Part4　培养孩子不怕尝试的能力
　希望孩子勇敢，你就要先勇敢
　当孩子遇到挫折时，帮助孩子跨越它
　当孩子自信心不足时，鼓励是最大的助动力
　孩子犯错时，让孩子知道错误使人进步
　鼓励孩子坚持兴趣，让动力倍增
　给孩子尝试的机会，他才能勇于尝试
　与其担心，不如一同了解
　鼓励之外，适时赞美也很重要
Part5 给孩子思考、选择的机会
　培养孩子选择的能力
　引导孩子说出自己真正的想法
　有主见的孩子会说“不”
　与孩子共同选择电视、电玩
　陪孩子一起策划活动
　与孩子讨论电影、音乐会及阅读的书籍
　用思考的心情，与孩子一起看考卷
　引导孩子思考“说谎”这件事
Part6 培养孩子管理金钱的能力
　不以金钱贿赂孩子
　从小学理财，长大才不会理错财
　孩子的理财第一课：写收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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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想要”与“需要”间做分配
　价格与价值，不一样
　带孩子体会金钱之外的无形收入
Part7 培养孩子的创造能力
　观察力，是创造力的好朋友
　手作、美劳都是创造力的来源
　允许孩子改造
　认同孩子天马行空的想法
　从游戏中玩出大道理
　带孩子外出吃饭，体验不同的食物
　引导孩子从文化中，激发自己的创意
Part8 培养孩子独立的能力
　独立，从不当“抢答父母”开始
　尊重孩子想独立的意识
　让孩子跳脱家庭旅行去
　与孩子共同研究地图
　在长假中，让孩子学着规划生活
　最终的独立，是跟自己做朋友
　Q&amp;A 这些情况怎么办？

　Q：孩子不懂时间管理，怎么办？

　Q：孩子不专心，怎么办？

　Q：孩子对学习失去热情，怎么办？

　Q：孩子很被动，怎么办？

　Q：如何让孩子做家事？

　Q：孩子冷漠，怎么办？

　Q：手足爱吵架、不互相照顾，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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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孩子的问题，就是你的心结。
试着回头想想，为什么这么无法接纳孩子的行为？
然后，慢慢地给孩子一些空间，不再是看不惯就开骂。
你将会发现，自己的内心，对于这些看不惯的部分，多出了一些柔软、理解和体谅，亲子关系也更靠
近了。
莉莎是一位老师，在班上，她可以忍受学生吵闹，可以谅解学生成绩没有达到她的预期，唯独不能忍
受学生“懒”，只要看到学生动作不够迅速，排队慢慢排、清洁没有落实，或是作业没有完成，莉莎
就会如火山爆发般骂学生“很懒”、“懒鬼”、“懒到不行”，有些学生受不了莉莎的辱骂，还会当
场哭出来。
在家中，莉莎也是如此，看到孩子慢慢地收玩具、慢条斯理地做家事、功课写得慢，她都会冒出一股
无名火。
有一次，莉莎的孩子在假日时睡到八点，莉莎叫了孩子两次，孩子依旧赖床，令莉莎怒火中烧。
冷不防地，她冲到孩子身旁，又打又骂地说：“你是猪啊，这么懒”，造成母女双方的冲突与不愉快
，孩子甚至呛声说：“我就是懒啊！
怎样？
”你最受不了孩子哪一点？
试着想想看，孩子在生活中的各种行为，最令你无法忍受的是什么？
是动作拖拖拉拉、不够礼貌、不认真、不上进？
还是好吃懒做、不细心、不体谅别人⋯⋯其实，父母在教养中感到最头痛的问题，往往也正是自己曾
经有过“心结”的地方。
怎么说呢？
我有一位朋友，平日情绪稳定，是同事眼中的好上司。
某次开会时，一位与会人员忘了关手机闹钟，会议进行到一半时，铃声大作，朋友突然变脸，对这位
与会人员说话变得很不客气，跟平日大相径庭。
朋友告诉我，他在小学的时候，曾经被父母的吵架声吵醒，结果，就在父母吵得十分激烈时，起床的
尖锐闹铃声响起，让他顿时觉得全身不舒服。
此后，他对闹铃声变得超级敏感，只要听到闹铃声，情绪就会变得焦躁起来。
曾经被闹铃吓到的友人，不但在成长阶段讨厌闹铃声，就连活到三四十岁，依然如此，何况是在你我
小时候被父母骂过之后，就对于儿时的挨骂事件难以忘怀？
别让“受不了”，成为亲子关系的地雷。
以莉莎来说，她在小的时候，曾经因为贪玩，拖延了洗碗的时间，结果被妈妈骂“懒鬼”，还被罚跪
、挨板子，让她对“懒”这个字特别敏感，所以在自己有了小孩之后，也不自觉地把“懒”视为眼中
刺，只要孩子稍有拖延，就被莉莎一顿臭骂。
但孩子真的是懒吗？
其实不一定。
只是，在莉莎的心中，对“懒”这个字特别敏感，看不惯任何的延迟，只要学生或孩子没做到迅速、
勤快，就会觉得十分焦躁、不满，于是开骂。
这种受不了所衍生而来的负面语言和行为，进而成了亲子关系的地雷。
那么，你最看不惯孩子什么呢？
试着回头想想，为什么这么无法接纳孩子的这个部分？
然后，慢慢地给孩子一些空间，不再是看不惯就开骂。
于是，你将会发现，自己的内心，对于这些看不惯的部分，多出了一些柔软、理解和体谅。
原本内心被各种不满所占据的空间，将重新收获甜美的果实。
你与自己、与孩子，甚至与旁人的关系，都会更加接近与良好。
妈妈真的不必当超人！

Page 8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孩子想要，比父母安排更重要>>

在有了孩子后，再疲累你都觉得没关系，就是要成为一个超人妈妈；你所做的都是对先生好、对孩子
好，就是没有对自己好。
该是你对自己好的时候了！
因为，唯有爱自己，才有更多的力气爱孩子！
在公司忙了一整天，身心疲惫的玉婷下班回家后，依然冲进厨房张罗晚餐。
以最快的速度将晚餐放上桌，玉婷喊着“开饭了”，却见到十岁的女儿和八岁的儿子直盯着电视看，
完全没有离开客厅的意思，叫了两三次后，孩子依然巍然不动，玉婷心中的一把火也油然而生。
她走到客厅，恶狠狠地将电视关掉，又拿起扫把打骂小孩，姐弟俩被玉婷突如其来的发飙吓到，边哭
边跑到餐桌，如惊弓鸟儿般、默不吭声地夹着菜。
然而，玉婷已经完全没有食欲，一方面觉得自己教育失败，一方面又为自己的情绪失控对孩子们感到
愧疚⋯⋯其实你可以不必那么累在现代社会，类似玉婷这样，要兼顾事业，又要照顾孩子的职业妇女
还真不少，尤其另一半经常不在家时，身为妈妈，更要一人分饰两角，不论是家庭主妇或职业妇女，
都会忙得团团转。
然而，许多妈妈为了要当个称职的妈妈，经常会过度使用自己的精神和体力，明明白天已经被孩子的
活力搞到自己没力；明明下班后已经累到想立刻趴在沙发上，心中那股“好妈妈”的声音却又驱使着
自己洗手做羹汤，接着还要看孩子的作业，跟孩子聊聊天，做家事⋯⋯等到可以上床时，已经超过十
二点。
日复一日，当疲惫的身心再也无法负荷时，即使是孩子一点点的“不听话”，也能成为引爆怒火的“
最后一根稻草”。
请问，你为什么要这么生气呢？
是不是觉得自己这么牺牲、对孩子这么好，孩子却不领情，甚至把你的话当耳边风？
如果是，为什么你要这么牺牲呢？
仔细思考，就会发现，这是传统社会文化中，对于“妈妈”这个角色所赋予的模子，认为“妈妈”就
是要付出、要教养子女、要操持家事——即使是“蜡烛两头烧”的职业妇女也被视为理所当然，结果
，职业妇女的生活全部都被事业和家庭占满，没有时间做自己想做的事，也没有可以自由呼吸的空间
。
所以，一旦最关注的重心——小孩不听话或不顺从时，或是觉得付出没有得到“回报”时，那种为孩
子牺牲掉自我的委屈和不满也就涌上心头，情绪失控当然也就会跟着上演。
试着脱下女强人的外衣吧！
向老公和孩子示弱，让他们知道，你也不过是个能力有限的普通人，适时让他们明白你累了，把一些
事情分出去，而不是嘴巴不断叨念，却又在念完后自己马上把事情解决了。
偶尔让家人体会一下，这些事情都不是理所当然应该由妈妈来做的。
在家庭之外，也要找到生活重心。
一位家庭主妇提到，自己平日在做任何行动时，都以十岁的孩子为先：孩子想吃牛排？
好，带着孩子到西餐厅，两人共点一份牛排餐，自己只吃一点点。
孩子想买书？
好，即使自己也有很想看的书，但是预算都用来买孩子的书。
孩子的同学要来家中玩？
好，即使自己假日想得空休息，还是一早就起来张罗零食、冷饮，把家里重新整理一番。
没想到，当她教训孩子不够懂事、写功课拖拖拉拉时，孩子却说“你很烦耶！
”当下，让这位妈妈觉得自己的付出都白费了，伤心不已。
我住的地区，有很多的“阿妈”，这些“阿妈”们经常会聚在一起聊天，内容不外乎“老公”、“儿
子”、“媳妇”、“孙子”。
有一次走过她们身边时，听到一位阿妈率先发难，抱怨她的儿子被媳妇带坏了：“我煮了一堆菜都不
吃，真是讨债⋯⋯”接着，其他的阿妈也纷纷表示自己是如何为儿子、媳妇着想，却“好心被雷亲”
。
阿妈的年代，是最传统的年代，她们没有外出工作，重心都放在家庭孩子身上，即使孩子成家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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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妈的话题还是围绕在儿子身上，没有自己生活的重心，如果一辈子都是如此，是不是很遗憾呢？
不论是家庭主妇或职业妇女，你，都可以对自己好一点，完全牺牲所换来的，不一定就是你想要的，
到时不但自己不高兴，说不定连孩子都嫌你烦，多划不来啊！
放下高标准，放过自己和小孩吧！
或许，你从小就被期待要更好，也很少听到父母的赞美声，但现在是你重新接受自己的时候了，赞美
自己，以欣赏的眼光看待自己。
然后，你将会发现，你和孩子原来都是这么的棒。
小学五年级的琳琳，从幼儿园开始，无论是注音、英文、跑步、画画、钢琴、跳舞无一不好，更棒的
是，除了学术科表现亮眼外，她对同学热心、对老师贴心，日常生活也十分自律，跟同龄小孩相比，
各项发展仿佛超龄的大姐姐。
但在琳琳沉稳的外表下，老师总觉得她的心中，似乎隐藏了一些心事，一次月考后，数学九十七分的
琳琳告诉班上的爱心妈妈：“我不敢回家”，追问之后，琳琳终于道出她的心事。
原来，琳琳从小就被父母要求什么事都要做到最好，除了日常生活的自我要求外，只要学了才艺，就
要努力的练，力求表现最优，如果考试有错，即使成绩已经是班上最高，父母还是会责骂她，让琳琳
的压力非常的大，即使考了九十七分的高分，还是不敢回家。
你是“高标准父母”吗？
琳琳的父母，就是大家所称的“高标准父母”。
以高标准要求孩子的父母，通常不太会赞美孩子的优点，而是希望孩子“好，还要更好”。
即使孩子的表现突出，父母也不一定看得到，倒是会告诉孩子“你这边可以再改进、那里可以再更好
”。
在这样的情况下，孩子会出现两种情形，一种是像琳琳这样，拼命督促自己达到父母的标准；一种是
相反，做不到就干脆连原有的都放弃。
无论是哪一种情形，对孩子都会造成心灵上的伤害。
你是“高标准父母”吗？
每当我问父母们这个问题时，得到的回答通常是NO！
很多父母在讲到孩子的表现时，甚至会气冲冲地说：“我的标准已经算低了，孩子竟然做不到！
”就连我自己，在面对孩子的表现时（通常都是日常生活上的），偶尔也会在心中思索“这么容易的
事，怎么会做不到”？
后来转念一想，所谓的标准，是从哪儿来的呢？
说穿了，我们心中建立的标准，通常也就是我们对孩子的期待，当我们对孩子的期待愈高时，标准也
就愈高。
这样的期待，又是从哪里来的呢？
让孩子从进步中找到动力。
如果，你发现自己对孩子的表现总是很少说出“真棒”，或总是习惯告诉孩子“还可以更好”；如果
，当你看见孩子在得不到你的赞美，脸上出现落寞的表情时，请想一想，这样的场景是不是也发生在
小时候的你身上。
那个幼小的你，是否曾经在尽最大的努力写字后，得到的却是父母的一句“写得这么丑”、“擦掉重
写”？
是否当你很得意地完成一幅作品时，父母却什么都没说，甚至告诉你“用色不对”、“看不懂你在画
什么”？
于是，你为了达到父母的期望，一次又一次地要求自己要做到最好。
而因为你对自己是如此的严格，也不自觉地，将这样的期望灌输在孩子身上。
每一个孩子，都有自己的资质，如果真的要订标准，请以孩子真正的能力来设定目标，让孩子有达成
目标的动力，同时，对孩子的努力也要适当的赞美，如此，孩子才会在进步中找到动力，如果只是以
自己的期待来看孩子，那么即使是你认为很低的标准，对孩子而言，并不一定就是低标喔！
对孩子的强烈控制欲，来自你的不安全感小时候的你没有被当成独立个体对待，现在，你有机会改变
这样的教育模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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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以开始找回爱自己的感觉，多将注意力放在自己身上，选择你所喜欢的⋯⋯十六岁的小晴在暑假
期间与妈妈发生冲突后离家出走，从小晴的姐姐口中得知，小晴到中部找同学，安全上没有问题，但
要她回家有一个条件，那就是妈妈不能再管她。
小晴的妈妈听了，觉得既生气又难过，因为在两个女儿当中，她对小晴比较偏心，从小让她上贵族幼
儿园、跟外国老师学英文，还让她学各种才艺，小晴也因此才能在各项比赛中崭露头角，考上高中前
三志愿，没想到还没升上高二，就学会离家出走。
“真是白疼她了，要不是我都帮她想，帮她安排，她会考得这么好吗？
”小晴的妈妈碎碎念个不停。
但是，在小晴的姐姐眼中，倒是十分支持妹妹，因为妈妈的控制欲实在太强了，从小，只要她和妹妹
没有照妈妈的话去做，妈妈就会哭着说“养孩子有什么用”之类的话，让她们觉得自己不孝顺，即使
不想也勉强自己顺从妈妈的想法，但后来妈妈什么都要管，她们都快成年了，却连买鞋子这类小事，
也要穿妈妈选的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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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孩子想要，比父母安排更重要》一书，从经验与感受出发，从案例入手，娓娓道来。
父母为什么总是用自己的“高标准”苛求孩子？
对孩子为什么总有“控制欲”？
为什么要骂孩子？
为什么无法接纳孩子的行为？
⋯⋯这一系列问题，给读者“身临其境”、“身如其中”和“似曾相识”的感觉；“用管教代替叫骂
”、“用引导代替期待”、“认同天赋”、“给孩子尝试的机会”、“给予孩子鼓励、赞美”、“还
给孩子‘说话权’”⋯⋯这一系列对策与建议让读者获益匪浅。
全书既有案例，又有分析；既通俗易懂，又有心理学、教育学和社会学理论支撑，是一本充满爱心、
责任和智慧的难得的家庭教育优秀读物。
——重庆市教育科学研究院、重庆名师 万礼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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