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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第 3 頁） 
的教育經常是缺點教育。像是孩子數學考不好，就一直
叫他要反省、要加強。但他說「這個孩子數學不好，也
許中文或語言能力很好呢！這方面都沒有被大人肯定 
呀！」游乾桂舉作家張曼娟推行「小學堂」時，幽默笑
稱自己「一無是處，只有中文好」為例，「這就是優勢 
教育」父母應該讓孩子看到自己的優勢，加上父母的鼓
勵，就能讓他向前。 
培養積極正向思考 

積極正向思考的孩子在碰到困難時，不容易被打倒
，盧蘇偉指出，這牽涉到父母自己如何處理挫折，及面
對子女遭遇挫折時的態度。像孩子考試考差了，父母把
它視為「上天 好的安排」，而不是災難，父母重視的 
是孩子準備應考時學到的東西，而非考試結果，就算沒
考好、沒過關，但該讀的書都讀完了，也是很大的收穫。
他看許多壓力處理的研究，發現正向思考的能力和能否
面對現實、管理壓力與小時候的經驗有關。他的兒子學
鋼琴，每逢跳級考試就會擔心考不過，但他總是跟兒子
說「根據過去經驗，每次你都能順利過關，所以這次也
一定沒有問題。」不斷給孩子信心，就是要幫助訓練他
正向思考，及培養調適壓力的能力。但如果反過來，每
逢這種情況，父母就數落孩子，「平常叫你準備你不聽，
現在才擔心有什麼用，你八成考不過了。」久而久之，
孩子碰上壓力時，習慣用負面思考，還沒迎戰就先放棄。
終生學習才是目的 

學習是終生的事，不必急於一時，重要在於孩子能
一直保有對學習的熱情，這需要父母的寬容等待。陪伴
鼓勵、寬容、放心、耐心及以身作則，是父母的角色，
而以下幾個相反詞：責罵、催促、急切地替他們做、自
己負面思考、輕言放棄，就請都避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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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孩子若偏食，會影響學習表現嗎？  
□不會  會 

二、鼓勵孩子吃青菜時，父母應該怎麼做比較好？ 
以身作則   □用騙的引誘他吃 

聽語障一通簡訊 警察就到   摘自聯合報新聞網 

台北市今年九月將舉辦「二○○九聽障奧林匹克運動會」，
來自世界各國的聽、語障選手朋友，若發生緊急事故需要台灣
警察協助，該怎麼辦呢？ 

台北市警察局率全國之先，本月起啟用「0912-995-110」
簡訊報案專線，這是警方為關懷聽、語障人士所設，聽奧期間
正好派上用場；不管任何困難，只要手指一按，一通簡訊，警
察隨到。根據台北市社會局統計，全台北市目前有一萬三千九
百廿名聽障朋友、一千零十八名語障朋友，無法使用「110」、
「119」等電話報案專線，遇到危急情況又四下無人時，可能錯
失報案黃金時間，影響救援和權益。為此台北市警察局與中華
電信公司協調，設置一支「聽、語障人士簡訊報案專線」，並
選取號碼「0912-995-110」，取諧音（您就一按，救救我，
110！），方便聽、語障礙朋友記憶。未來有需要協助的聽、語
障民眾，只要以手機輸入案情概況及案發地點，按簡訊專線號
碼傳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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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回傳簡訊給當事人確認。 

 

 

 

 

 

   

 

 

 

 

 

 

 

 

 

 

 

       

而台北市九月舉辦「二○○九年台北聽障奧林匹克運動會」，
估計會有約四千名各國選手湧進台北市，這些人在台期 
間安全將攸關臺灣的國際形象，簡訊報案專線正好提供便利的 
報案管道。市警局說，來台參賽的各國選手，警方會派遣外事
警察人員，隨行協助保護安全，也會加強宣導這套簡訊報案專
線，讓選手可以隨時利用。這支專線雖是台北市獨創設立，但
市長郝龍斌指示市警局局勤務中心，接到其他縣市發送的求救
簡訊，也須代為通報當地警察機關；就算聽語障朋友不在台北
市，一通簡訊，警察服務一樣到。

訂定合理可行的目標 
 父母應該理性評估孩子目前的能力在哪裡，然後將 

目標分成幾個階段，每次為孩子訂一個努力之後可以達 
到的目標，再慢慢往最終目標邁進。例如，你希望孩子 
從 60 分進步到 80 分，與其一下子要求他進步 20 分，他 
短時間內達不到，還不如先期待他每次進步 5～10 分， 
孩子比較容易達到你的要求，藉由每次進步累積信心， 
持續提高學習的動力。 
多信任，少擔心 

父母一味焦慮、擔心並不能改善孩子的學習意願， 
反而可能選擇逃避面對爸媽施加在他身上的壓力。證嚴 
法師常開導大家「如果父母希望他的孩子有福氣，就要 
多多祝福而不是擔心，如果父母常常擔心孩子，他的孩 
子會沒有福氣，因為福氣都被父母給擔心掉了。」因此， 
父母要做的是停止著急、擔心，放心參與及享受陪伴子 
女成長及學習的樂趣。 
給孩子最大的鼓勵、肯定 

例如孩子寫功課時，你對他說，你的字寫得真好！ 
你怎麼辦到的？再寫一次給爸爸看好不好？孩子都希望 
望自己表現很好，還可以讓爸媽看到，得到他們肯定的 
眼神和稱讚，學習自然變成一件孩子喜歡的事。 
父母親身示範 

洪蘭舉例說，住在美國西雅圖的 8 歲華裔女童鄒奇 
奇，小小年紀就讀了很多書，還出書《飛揚的手指》，被 
大家視為神童。女孩說從小父親就經常唸書給她聽，而 
父親唸書時流露出愉快的神情，讓她感受到讀書是一件 
很快樂的事，因此她愛上閱讀。 
優勢教育建立自信 

每個孩子都有正反面、優缺點，糟糕的是現在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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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要訣輕鬆提升學習力 

文章摘自康健雜誌 101 期 謝曉雲 
    孩子不愛唸書學習意願低落，是最讓父母頭痛的問題。有些
家長每天緊盯孩子功課，提供他們最好的學習資源，甚至為小孩
打理一切生活所需，但孩子依然不願意認真學習。父母可以怎麼
做讓對學習興趣缺缺的孩子轉而樂於學習？ 
支持、鼓勵取代責備、擔心 

首先，建立孩子的「自我概念」，也就是讓他覺得「自己是
可以的」，有了這種「自我概念」才會有動力，淡江大學教育心
理與諮商研究所所長柯志恩指出，父母可以用具像的方式幫助小
孩，例如答題時五題裡面答錯了三題，鼓勵他還有進步的空間，
讓他明白自己可以往上做得更好。有一個父親在兒子小時候就經
常罵他笨，一直到兒子上了國中，這個父親聽了柯志恩的演講之
後，很後悔自己過去一直罵兒子笨，於是，他開始告訴兒子「其
實你並不笨」，沒想到兒子竟回答「我還沒笨到你說我不笨，我 
就相信。」可見過去父親的責罵深深影響這個孩子建立他的「自 
我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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