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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推薦序　　高EQ父母，不必對孩子打或罵　　陳美儒（親子教育家；建中資深名師）　　在拉丁
文，人類（Homo Sapiens）這個名詞的意思是：會思考的族類。
　　英國當代文學家（Horace Wapole）何瑞士　沃波爾曾道：「對喜歡思考的人而言，生命是充滿喜
劇；對凡事只憑感覺的人來說，生命常遭遇悲劇。
」　　再聰明、再具天份的人，如果常讓激情淹沒理智，很可能他就會做出：智者的愚行；也就是說
，高學歷、高IQ智商的人，照樣會做些莫名奇妙的蠢事。
　　美國哈佛大學心理學教授嘉納，在《Frames of Mind，心理架構》　一書中指出，「人生的成就絕
對不是單一取決於ＩＱ的高低。
」甚至大膽明白表示：「據長久的觀察，很多ＩＱ１６０的人，為ＩＱ１００的人工作，原因無他，
只是前者比較缺乏自省的能力。
」　　認識自身的情緒，是擁有情緒智商（ＥＱ）的基本，也是自我內省能力的開始；　　唯有透過
自我了解，才能妥善的管理自己的情緒，也唯有具高ＥＱ的爸爸媽媽，　才有可能教養出優秀的兒女
。
　　由人類智庫出版的《不打不罵，如何教好孩子？
》一書，我認為作者最大的目的就是過書中的每個案例和建議，幫助養成高EQ的爸爸媽媽。
　　閱讀成墨初先生的《不打不罵，如何教好孩子？
》一書，我竟有惺惺相惜、欣逢故人知己的感覺。
喜歡作者充滿「同理心」的思維；喜歡作者不妞怩作態、直直爽爽直接寫出真實個案，再明白開出處
理「藥方」，教父母如何創造雙贏，避免親子傷害的妙法。
尤其令我「驚艷」的的是，一般寫親職教育親子書的，大多是出自已為人母的媽媽，沒想到本書的作
者，竟是位「大男生」。
　　EQ是情緒的再教育，是為內心再造溫柔。
　　將心比心，感同身受，事實上和同理心的意境是相同的；人間最溫柔的心，也就是同理心。
　　爸爸媽媽教養兒女能具同理心，能與兒女凡事感同身受，那也真是親子間最美麗的福音。
閱讀了《不打不罵，如何教好孩子？
》之後，什麼「玉不琢不成器」、什麼「打呀罵的」皆可隨手立即揚棄了！
因為優秀的兒女，在高EQ的父母教養中，自然已逐漸成形、茁壯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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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不打不成器」已落伍，　　優質的教育不是處罰而是引導；　　38招教你以激勵、賞識的方法
教養孩子。
　　步入二十一世紀，以打罵方式來號令孩子的教養方式早已不合時宜，現代父母除了必須提供基本
的照護和關懷之外，更得是以身作則、開明、民主、不缺席、溫和分享的父母。
　　家庭是孩子最基礎的生活教育，父母是孩子的老師，一言一行、一舉一動都會成為孩子仿效的對
象。
許多教育學家的研究都指出，孩子最初的行為習慣都是從父母身上學來的。
所以父母要特別重視自己的行為，處處為孩子樹立榜樣。
　　耐心傾聽孩子訴說，他們就會對父母更親近、尊敬，也會願意把想法告訴父母，更能接受父母對
他們的教導。
　　根據心理學家馬斯洛的需要層次理論，受尊重是人類較高層次的需求，一旦這種需求無法獲得滿
足，人就會有沮喪、失落等負面情緒。
孩子也是如此。
在生活中徹底落實對孩子的尊重，才能養成自主、有自信的孩子。
　　孩子渴望賞識就像人需要陽光和氧氣一樣強烈。
每個孩子都有過人之處，放大孩子的優點，適時給予讚美、鼓勵，孩子的優點就會越來越多，孩子也
自然有上進的動力。
　　孩子犯錯或對自己的能力產生懷疑時，寬容是父母的利器，給孩子抒發情緒的機會、自由發展的
空間、心情上的體貼，孩子也會以寬容、理解、謙讓來回報你。
　　◎聯合推薦　　陳美儒／建國中學老師；親職教育專家　　陳藹玲／富邦文教基金會董事　　黑
幼龍／卡內基訓練大中華地區負責人，知名的溝通大師)　　許正典／臺安醫院身心醫學科＆小兒心智
科＆精神科主任醫師　　林玫玲／台北市明德國小 校長　　林文虎／全國家長團體聯盟副理事長　　
王浩威／兒童青少年精神科醫師　　馮　燕／兒福聯盟董事長；台灣大學學務長暨社工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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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成墨初　　河北邯鄲人。
家庭教育研究學者，家教暢銷書作家，策劃人，作家。
　　北京出版人沙龍發起者，出版人網運營總監；並以親子教育為終身職志。
以「有感動、有感悟」為創作原則，開發出集實用性、娛樂性和個性化於一體的故事化新文體，讓讀
者們在“悅讀”中學到教子智慧。
　　作品以故事見長，說理精闢，被譽為「最會講故事的教育人」。
 　　著有：《不打不罵 教孩子60招》、《孩子，別走彎路》等家教專著40餘種，舉辦近千場的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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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序】陳美儒（建中資深名師；親子教育家）高EQ的父母，不必對孩子打或罵【推薦序】林玫玲
　（台北市明德國小 校長）從又打又罵，到不打不罵【推薦序】許正典　 ( 臺安醫院暨景美醫院精神
科主任)除了打罵的刺激之外⋯⋯【前言】第一章 身為父母，我「應該要⋯⋯」第1招　父母是孩子最
初的老師 ─ 你是個「以身作則」的父母父母的自我要求行為舉止，無一不對子女產生影響第2招　用
溝通走進孩子的內心世界 ─ 你是個「開明」的父母孩子有意見卻無法表達，主因是父母與孩子的溝
通方式不對第3招　鼓勵孩子說出心聲　─你是個「民主」的父母耐心傾聽孩子訴說，他們就會對父
母親近，接受父母的教導第4招　相信孩子，做孩子的好朋友 ─你是個「信任」的父母 信任孩子，很
容易會傷害孩子自尊心，孩子也會對父母失去信賴第5招　擁抱，讓孩子感受到親情 ─你是個「愛相
隨」的父母超過七成的孩子都喜歡父母擁抱，有三成的孩子認為一輩子都需要父母擁抱第6招　多抽
些時間陪陪孩子 ─你是個「不缺席」的父母孩子的健康成長光靠豐富的物質是不夠的，更需要父母的
關愛與親情第7招　與孩子一起分享喜怒哀樂 ─你是個「分享」的父母能在孩子的成長過程中分享他
們的點點滴滴、參與孩子的喜樂或煩惱，是父母的大幸福第8招 蹲下來和孩子說話 ─ 你是個「平等」
的父母孩子是獨立的個體，有自己的思想、人格和尊嚴，父母只有和孩子站在同一水平線上，孩子才
能感受到平等第9招　以體諒代替斥責 ─你是個「溫和」的父母孩子幼小的心靈很容易受到傷害，任
何粗暴、武斷的教育方式都不適合第二章 身為父母，我「應該不要 ⋯⋯」第10招　不要再唸了!老媽! 
─ 你是個嘮叨不休的父母老是對孩子嘮嘮叨叨、重複述說，只會讓孩子反感、產生排斥心理第11招　
不要當孩子的指揮官 ─你是個頤指氣使的父母老是用命令的口吻支配孩子，孩子容易養成退縮性格
第12招　不要端出父母的架子 ─你是個高高在上的父母責備孩子的聲音越小，孩子聽得越認真，教育
的效果自然會越好第13招　不要威脅恐嚇孩子 ─你是個語言暴力的父母父母經常性的恐嚇性語言和行
為，會讓孩子感到恐懼，甚至危害孩子的健康第14招　不要一味指責孩子 ─你是個噴火龍父母老是指
責孩子、在孩子面前讚揚別的小孩，往往無法激發出孩子的上進心第15招　不要把家裡變成嚴肅教室 
─你是個乏味無趣的父母父母要懂得家庭氛圍的重要性，愉快的家庭氣氛本身就是一種教育第16招　
不要拿孩子彼此比較 ─你是個愛比較的父母試著學會欣賞孩子的其他優點，生命是無法比較的第17招
　不要急於糾正孩子的「不一樣」 ─你是個心胸狹隘的父母孩子「打破框框」的行為可能是有創造力
的象徵，不要輕易扼殺第18招　不要對孩子提出嚴苛條件 ─你是個標準嚴苛的父母父母對孩子的要求
過於嚴苛，會在孩子心理造成傷害第19招　不要對孩子過度期待 ─你是個殷殷期待的父母正視、客觀
看待孩子的能力，期望過高往往會造成孩子學習上的反彈第三章　身為父母，我「應該尊重⋯⋯」
第20招　我要與孩子共同商量 —你是個重視溝通的父母父母和孩子共同商量可以增加彼此的了解，也
能避免無謂的爭吵第21招　我要讓孩子決定自己的未來 —你是個願意放手的父母總是幫孩子做決定，
會讓孩子變成沒有自信且無法獨立自主的人第22招　我要注意與孩子說話的語氣 —你是個耐心交談的
父母父母一時的氣話容易在孩子心理留下陰影第23招　我要尊重孩子的想法 —你是個給予思考空間的
父母當孩子開始發表意見，代表他們有思考的能力，父母應該理解他們的心情、傾聽他們的需要第24
招　我要給孩子自由支配的時間 —你是個給予自由的父母孩子自己安排活動，可以認識、感受生活和
周圍的世界第25招　我要對孩子多引導少控制 —你是個揚棄高壓的父母不要以愛為名來控制孩子，站
在離孩子稍遠的地方觀察第26招　我要引導孩子從友誼中求進步 —你是個尊重孩子朋友的父母讓孩子
在與朋友的交往中主動學習，糾正自己的缺點第27招　我要尊重孩子的自主獨立性 —你是個重視孩子
隱私的父母維護孩子的隱私是對孩子的尊重，父母也會因此贏得孩子的敬重第四章 身為父母，我「應
該賞識⋯⋯」第28招　發現和放大孩子的優點 —你是個看孩子優點的父母成功父母會看到孩子的優點
，失敗父母只看到孩子的缺點第29招　隨時把誇獎的話掛在嘴邊 —你是個懂得激勵的父母常受父母誇
獎的孩子日後成材的機率，高於少受父母誇獎的孩子五倍第30招　在他人面前讚美孩子 —你是個強化
孩子榮譽感的父母在別人面前讚揚孩子，可以讓孩子產生成就感和榮譽感第31招　用讚美改善孩子的
缺點 —你是個建立孩子自信心的父母用寬容和鼓勵幫助孩子建立自尊心、自信和自我價值第32招　接
受孩子的「叛逆期」—你是個允許孩子叛逆的父母試著接受孩子的叛逆，讓他有自我發展的空間，逐
步引導他慢慢成熟第五章 身為父母，我「應該寬容⋯⋯」第33招　給孩子自由發展的空間—你是個給
孩子空間的父母不勉強孩子學習，給孩子一個自由發揮創意的空間第34招　 給孩子抒發情緒的機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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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個懂得體諒的父母了解孩子發脾氣的原因，而不動輒打罵第35招　永遠別說傷害孩子的話 —你是
個慎用語言的父母語言傷害更勝於肢體傷害，父母應該多以激勵代替責罵第36招　給孩子犯錯的空間 
—你是個包容過失的父母把孩子的無心之過當成機會教育，也要給孩子解釋的機會第37招　用小紙條
和孩子進行溝通 —你是個擅長交流的父母善用小紙條溝通，主動、真誠向孩子傳遞愛，孩子也會回報
以貼心與愛第38招　從生活細節上關心孩子 —你是個關懷體貼的父母從生活細節關心孩子，耐心傾聽
孩子每一句話，細心觀察孩子每一個眼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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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內文試閱第一章　　我保證，身為父母我必須「要」⋯　　步入二十一世紀，以打罵方式來號令
孩子的教養方式早已不合時宜，現代父母除了必須提供基本的照護和關懷之外，更得是以身作則、開
明、民主、不缺席、溫和、分享的父母。
　　第1招　你是「以身作則」的父母：父母是孩子最初的老師　　俄國偉大的文學家托爾斯泰說：
教育孩子其實就是教育自己，而自我教育是父母影響孩子最有效的方法。
父母的自我要求、對家庭的尊重、每一個行為舉止，無一不對子女產生影響。
　　故事⋯　　有一對夫妻經常責罵孩子貪玩、頑皮，不肯好好地讀書。
有一次他們看到孩子成績單上又有兩門功課不及格，氣得拿出家法，把孩子打得哇哇大哭。
　　住在隔壁的一位老先生，聽到孩子的哭鬧聲實在忍不住了，出面對這對父母說：「你們每天都在
罵孩子不好好念書，你們自己好好念書了嗎？
你們天天都找人到家裡來打麻將，卻叫孩子去念書、寫功課，這樣孩子的功課會好得起來嗎？
」老先生嚴厲的批評，讓這對夫妻一句話也不敢吭。
　　自從那天起，隔壁鄰居再也沒有聽到這對父母打罵孩子的聲音，而且他們家裡的麻將聲也從此成
為絕響。
　　還有一次在公車上，我看到一個孩子對媽媽說：「媽媽，有一個小偷正在偷別人錢包耶！
」媽媽看了一眼公車上的扒手，卻對孩子說：「噓！
那個叔叔只是在跟人家開玩笑，不要亂講！
」　　看完上面兩個故事你有什麼想法呢？
第一個故事的那對夫婦知錯就改，自身為孩子樹立知錯能改的好榜樣，即時糾正就還不算晚。
但是後面那位母親卻因為怕事而把是非、善惡完全顛倒了，讓孩子對正確和是非產生混淆，這就是最
糟的教育方式。
　　孩子是父母的鏡子　　孩子的學習能力是很強的，孩子的行為和舉止往往像是鏡子一樣映照出父
母的作為，父母是孩子最先效法的榜樣。
對於孩子成長來講，這一點尤其重要。
家庭是孩子最基礎的生活教育，父母是孩子的老師，一言一行、一舉一動都會成為孩子仿效的對象。
許多教育學家的研究都指出，孩子最初的行為習慣都是從父母身上學來的。
所以父母要特別重視自己的行為，處處為孩子樹立榜樣。
?　　西方著名教育家馬卡連柯曾經講過：一個父母對自己的要求、對自己家庭的尊重、每一個行為舉
止，對子女來說都是最重要的教育方法。
所以在日常生活中，父母要時時刻刻嚴格要求自己的行為舉止。
要求孩子做到的，父母自己一定要先做到。
?　　父母必須以身為教　　我們老是聽到父母抱怨孩子，抱怨孩子愛看電視、抱怨孩子不知進取⋯。
其實，父母應該先反問自己：你要孩子好好用功，但是你自己也每天用功嗎？
你要求孩子要有不斷進步的心，但，你自己擁有嗎？
你要求孩子要謙卑有禮，但，你自己也是一個懂得應對禮節的人嗎？
你要求孩子循規蹈矩，但，你自己是這樣做的嗎？
　　我們經常看到一個現象，父母希望孩子在家看書，但是自己卻翹著腳在客廳裡看電視。
父母希望孩子尊師重道，自己卻對長輩大小聲。
像這樣連自己都做不到，或者不想做的事情，卻反而要求孩子一定要做到，這樣的教育真的能成功嗎
？
　　一個孩子的學習態度如何？
道德品行怎麼樣？
和他們的父母是什麼樣子有著直接的關係。
有什麼樣的父母，就會有什麼樣的孩子。
父母喜歡學習，孩子就會愛學習；父母愛運動，孩子通常也會喜歡運動；父母樂於助人，孩子就會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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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助人。
父母是孩子最初的老師，身教和言教都是最好的教育。
?　　美國教育家克雷爾曾說過：如果你自己都沒準備有所成就，你也不能期望孩子有什麼成就。
而這裡所說的成就，是指值得孩子效法的行為舉止，並不只是在事業和人生上的成就。
?　　簡單說：善良可以造就善良，開朗可以造就開朗，友愛可以造就友愛，和平可以造就和平。
同樣地，仇恨可以造就仇恨，消極可以造就消極，冷漠可以造就冷漠，自私可以造就自私。
為了孩子的未來，每個父母都要當孩子人生的學習榜樣。
?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個老師　　父母是孩子最早開始接觸的人，在一起的時間也最多、最長。
所以父母的一言一行，就像是一本沒有文字的教科書，潛移默化地影響孩子。
在孩子面前，大至父母的思想品德，小至生活瑣碎細節，都不可等閒視之。
若要教育孩子具有高尚的社會道德，父母自己就要努力成為這樣的人。
?　　正如俄國偉大的文學家托爾斯泰所說：教育孩子其實就是教育自己，而自我教育是父母影響孩子
最有效的方法。
?　　俗話說：三歲看小，七歲看老。
孩子的家庭教育非常重要，等於是建造高樓大廈的地基，決定了建築的風格和高矮。
孩子最早接觸的是家庭，父母是孩子的第一個老師。
　　父母對孩子的影響最深遠。
父母若想成功教育自己的子女，就必須做孩子的榜樣。
以下有三個原則務必要把握：　　小標：1.父母要以身作則　　父母不只是一種權威，更是孩子言行
舉止的模範。
還有一點很重要，父母千萬不要言行不一。
古人云：以教人者教己。
要教人之前，必須先教自己；要求孩子具備某些行為和特質之前，自己一定要先具備。
　　小標：2.捨棄教條式教育　　在家庭教育中，父母經常會對孩子說：你應該這樣做，不應該那樣
做。
希望藉著規範來控制孩子的言行。
可是這種教條式的規範效果微乎其微。
孩子對父母都會心生崇敬，父母的一言一行、一舉一動自然會成為孩子仿效的對象，所以父母在日常
生活中一定要謹言慎行，以身示教，凡要求孩子做到的，自己務必先做到。
?　　小標：3.父母要說話算數　　父母一旦答應了孩子的事就一定要兌現，所以不要輕易做出難以兌
現的承諾。
如果父母經常說話不算話，就會降低在孩子心目中的可信度，而孩子對父母的崇信、敬仰與愛戴，就
會隨著父母失信的次數增加而遞減。
如果父母經常說話不算話，孩子也會下意識地模仿，自然也會說出不負責任的話，養成不良習慣。
不要忘記，父母是孩子一輩子的老師。
　　第2招　你是「開明」的父母： 用溝通走入孩子的內心世界　　孩子是家庭中的一員，父母應該
用平等的態度去對待他們，敞開心懷和孩子談看法、講見聞、說願望、道歡樂、訴苦衷。
　　故事⋯　　小皓才13歲，父親到外地工作，所以平常都和媽媽一起生活，但是母子間的交流卻很
少。
小皓非常喜歡到外面的網咖去打線上遊戲，但是媽媽卻覺得網咖很複雜，很擔心他學壞。
有一陣子媽媽為了不讓小皓再上網咖，就不給他零用錢花用。
小皓開始和媽媽頂嘴，有時候甚至故意唱反調，母子間的衝突越來越嚴重。
媽媽心裡很難過又無奈，為了讓孩子好好學習，她付出了很多心力。
　　有一次爸爸回來了，和小皓聊了好久。
從自己在外面工作的經驗和有趣的事，到詢問起小皓的生活和想法。
媽媽發現小皓改變了，變得比較懂事，也不再口出惡言或是做出叛逆的行為。
媽媽好奇地詢問爸爸是怎麼辦到的：「為什麼他特別聽你的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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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皓的爸爸說：「其實孩子也是個體，你必須多和他溝通，而不是只有命令，其實你和他解釋，
他就會明白了，他就不會再故意唱反調。
你以前就是缺乏和小皓的溝通。
」媽媽點點頭，總算是明白自己和孩子的問題出在哪裡。
　　如果小皓的媽媽可以和孩子有良好的溝通，就能讓孩子也瞭解自己工作的忙碌和生活的辛苦，那
麼，孩子就會改變自己對母親的錯誤態度了。
　　教育專家指出：孩子有意見卻無法表達，主要的責任在於父母沒有給予應有的重視，或是溝通方
式不對。
甚至有的父母認為，對著孩子嘮叨一頓就是溝通，結果卻適得其反。
　　我經常聽到很多父母抱怨：「孩子總是什麼事都放心裡，不願意和爸媽說。
」而孩子卻常訴苦說：「爸媽總是不了解我們要什麼，他們想說話時就嘮叨個沒完，而我想說話時，
他們卻常常心不在焉。
」　　其實孩子也是人，也會有很多心事、感受很想和爸媽說，他們的歡樂、苦惱、意見之所以無法
表達，主要是因為父母沒有給予應有的重視，沒有認真傾聽孩子的意見和感受。
　　很多爸媽總是不願意聽孩子講話，平常也不和孩子談心，要是父母不了解孩子，也不聆聽孩子的
心聲，又怎麼可能幫助、教育他呢？
　　孩子是家庭中的一員，父母應該用平等的態度去對待他們，敞開心懷和孩子談看法、講見聞、說
願望、道歡樂、訴苦衷。
　　以下是幾種與小孩溝通的方法：　　1. 對孩子不要有先入為主的觀念　　父母對孩子過去表現的
看法和批評，會讓自己對孩子有先入為主的觀念，甚至對孩子有誤解，容易流於以偏概全。
事實上，孩子具有發展性、多變性，父母千萬不要有主觀上的偏見，要耐心傾聽孩子的心聲。
　　2. 一定要認真聽孩子講話　　孩子說話時，父母應該表現出熱情和興趣，由衷開心地和孩子溝通
。
孩子講話時不打斷、不批評，並從孩子的立場去理解他說話的內容，使孩子感覺被理解、重視和接納
。
　　3. 重視孩子的內心感受　　父母要注意孩子內心的需要與感受，傾聽他的心聲、煩惱和矛盾，鼓
勵他坦然表露自己的想法和感受。
一定要讓孩子明白：父母不贊成他的某些行為是有理由的，也並不表示無法理解和體會他的感受。
父母對孩子的理解，將會影響孩子往後的發展。
　　4. 言語要合乎情理　　父母與孩子溝通時應該要對事不對人。
無論是批評、讚美，抑或談論主題是家庭問題或是社會問題，都要有正當的理由和想法，不要隨意胡
亂批評。
例如，你覺得孩子某一件事情沒有做好，你不應該這樣說：「你真的是笨蛋，我已經說過一千次了，
為什麼還不改。
」你這樣說也於事無補。
應該要平心靜氣地分析，透過合理的溝通來讓孩子理解，培養孩子的判斷力和自信心，藉此機會教育
，也樹立自己在孩子心目中的地位。
　　5. 溝通要清楚、具體、明確　　孩子想繼續玩，暫時不想做作業，這時你或許會說：「好吧，再
讓你玩一會兒，然後就要回來做作業喔。
」可是這個「一會兒」到底是多久。
孩子或許也有他的計畫，父母則有自己的要求，如果這兩者不一致，一定會發生衝突。
　　同樣地，對於孩子說的話也要充分了解。
比如孩子說：「媽媽，這個周末我們幾個同學想去山上玩可以嗎？
」你不要心不在焉就答應，要問清楚孩子是和什麼樣的同學去？
有幾個人要去？
會去哪些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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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點回來？
　　很多母親與孩子之間的問題和矛盾，往往是由於說不清楚、模棱兩可、似是而非，所以，溝通要
成功、有效，言語就要清楚具體。
孩子是有想法的，你如果不對他說明理由，只一味要求他執行，就等於是強迫他，他會認為你過於主
觀，而無法認同你。
　　如果父母本身做錯了，應該要有認錯的精神，把自己的問題說清楚，不可以用模糊、敷衍的態度
輕輕帶過自己的問題和毛病，卻大聲指責孩子的不對，這樣孩子會認為你自己都沒做好，憑什麼命令
他，他會覺得你是不可信賴的父母。
與孩子溝通時必須採取信任、友善、尊重的態度，口氣也不能有煩躁、生氣、責備或警告的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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