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彰化縣新港國小特教專刊中華民國 102 年 11 月  會問：「禮貌是什麼？」這時引導孩子去感受影片中的角
色，哪些眼神、表情、動作、肢體語言、說話方式、語
調及字眼，能夠讓自己看了、聽了都覺得舒服，離禮貌
就不遠。 

 

 

 
 
 
 
 
 
 
 
 
 
 
 
 
 
 
 
 
 
 

 
 
 
 
 
 
 

 
 
 

六、禮貌說故事。 
當孩子耳濡目染大人常強調的「小朋友要有禮貌」

後，父母可透過讓孩子說禮貌的故事（讓孩子自編或講
出所聽過的故事皆可），進一步確認孩子是否理解禮貌的
概念。有故事，有情節，透過孩子的口述，禮貌的畫面
似乎就在眼前。如果再加上角色扮演，在對話及行動中
揣摩，孩子的禮貌就更有味。 
七、禮貌祕笈袋。 

禮貌，有時反映著孩子如何有效因應生活中的各種
狀況。準備紙筆，與孩子一起討論，在日常生活中，可
能會遇到的情境和問題，並一起腦力激盪問題的解決方
式。例如：分組時被拒絕怎麼辦？剛剪的髮型被嘲笑怎
麼辦？不小心認錯人怎麼辦？ 

每一張紙，只記錄一種模擬情境與符合該情境的各
種問題解決方式， 之後再過濾不可行或明顯有反效果的
方法。最後，將這些模擬情境及解決方法彙整成禮貌祕
笈袋，讓孩子隨身攜帶，時時練功，禮貌一點就通。 
  禮貌一定可以教，也一定需要教。如何教出有禮貌的
孩子？建議您一起從微笑開始，有效運用鏡子的魔力，
練習自我表情的察覺，擺脫臭臉的誤解。主動招呼說聲
讚，讓正向語言的力量隨處可見。一句「做該做的事」，
讓責任如雪球般滾出來。搜尋影片裡的禮貌段落，編說
禮貌故事，讓禮貌概念更深刻。培養禮貌如同練功，腦
力激盪成就禮貌祕笈袋。 

                      
                 

                          
                    

       
 
 

  

7 祕笈，教出禮貌小孩 
                                      摘自《親子天下》      作者：王意中 

大人常對孩子說：小孩子要有禮貌。但對許多孩子來說，禮貌很抽
象，家長需要給予更具體的例子和示範。 

人潮擁擠的大賣場，小男孩推著購物車橫衝直撞，隨口說著：「閃
邊、閃邊！」被撞著的中年男子大聲嚷著：「誰家的孩子，這麼沒禮貌！」
小男孩依然視若無睹不予理會。「小朋友，這裡人多熱鬧，請放慢速度，
慢慢逛，」微笑的阿姨對著小男孩這麼說著，購物車竟也神奇的緩緩而
行…… 

玩具區裡，小女孩任意將物品外包裝拆散，玩弄後不歸位而隨處
放。「嗨！聰明的小朋友，我猜你一定知道玩具的家在哪裡，」一旁的
爺爺如此說著，小女孩隨即點點頭，做該做的事，將外包裝整理好，把
玩具放回原處，並向爺爺說「再見」後，快步跑向故事書那一區。 
  禮貌是可以教導、也應該教導的親子課題。禮貌讓大人與孩子學習
以友善的態度面對生活周遭的人，無論熟悉或陌生。禮貌是一種生活態
度，讓彼此覺得被尊重，也讓人心裡舒服。禮貌甚至是一種生活習慣，
有了禮貌，一切將如雪球般，為孩子成長的路上滾出正向的能量。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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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哪個地方有雇用多重障別的庇護員工？ 

■大安庇護農場  □文山休閒農場 
二、陪伴孩子寫作業時要一直提醒孩子還有哪些作業 

未完成。 □正確  ■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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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出有禮貌的孩子？以下提供七點建議，而成功的金鑰密碼，就在於
父母的優先示範。 
教孩子認識禮貌的七個好點子 
一、 禮貌愛微笑。 

微笑是展現禮貌最基本的方法之一。微笑，是可以耳濡目染的，
特別是來自父母自發性的微笑，總能原汁原味的傳遞給孩子。常常保
持微笑，常常提醒微笑，常常看見微笑，是拉近彼此情感距離與化解
衝突的魔力。教導禮貌，微笑，是最容易進行的事。 

當孩子少了微笑，擺臭臉，大人直覺上容易認定孩子一定是不高
興或生悶氣。有時孩子擺臭臉是情非得已，當孩子太過於專注，太過
於緊張、焦慮或不知所措時，臉部表情很容易僵硬、平板、少變化。 

試著同理孩子的情緒，父母需要練習靜下心來幫孩子說話，如「媽
媽猜，你是不是因為我不讓你出去，在生悶氣？」、「爸爸猜，你是不
是和電梯裡的叔叔不熟，所以他和你打招呼，你會有些緊張？」 
二、靠魔鏡。 

「魔鏡、魔鏡，誰是世界上最有禮貌的小朋友？」如果孩子無法
覺察自己擺臭臉而有所調整，往往容易被誤解為沒禮貌。運用魔鏡來
練習臉部表情的微調，讓孩子站在鏡子前，注視著鏡子裡的自己一分
鐘。讓孩子從鏡中觀察自己的臉部表情，如是否常眉頭深鎖、皺眉、
瞇眼、嘟嘴或嘴角微張。 

讓孩子透過鏡子練習說話，並觀察自己臉部表情的細節，是否隨
著說話內容有所改變。接著讓孩子練習慢慢微調自己的眉毛、眼神、
嘴型、臉頰等肌肉或動作變化。當孩子懂得如何控制自己的臉部肌肉
時，他就有機會放鬆自己的臉部表情，不會因為過度僵硬，而讓人誤
解他要傳達的訊息。 
三、禮貌招呼讚。 

說有禮貌的話，無論是請、謝謝、對不起，或是早安、您好、再

見，總能為孩子帶來好回應。當大人習慣主動向人打招
呼，常常看見對方的好表現，孩子也會有樣學樣。  

 大人都愛「讚」，孩子也不例外。看光點，見暗點，
這當中取決於大人與孩子的一念之間，以及平時看待事
物的方式。引導孩子將注意力聚焦在對方的好表現，並
主動反應出對方的優勢。 

 
 
 
 

父母可以運用便利貼，隨手寫下任何想跟孩子分享
的好話。讓這些寫有正向話語的便利貼，隨時出現在孩
子的電腦螢幕上、書桌前、飲料杯、書本封面上等任何
孩子視線能及的地方。讓這些充滿正向力量的話語，不
著痕跡的在自己與孩子的生活中隨處可見。大人說好
話，孩子學禮貌。 

 
 

意見交流 

 

 

 
 
 

 
 四、禮貌廣告詞。 

 禮貌有時反映著孩子做出符合當下情境的表現。讓
「做該做的事」像廣告詞一樣，透過父母不時耳提面命，
在孩子腦海中深刻烙印、內化。例如：「做該做的事，結
帳要排隊」、「做該做的事，在圖書館請保持安靜」、「做
該做的事，將玩具放回原來的架上」、「做該做的事，遇
見老師說聲好」等。讓孩子了解不同的場合，有不同的
要求，與符合該情境的表現，同時讓孩子懂得應有的責
任。做該做的事，禮貌跟著來。 

 

五、禮貌在哪裡？ 
對於孩子來說，有時談禮貌太抽象、太遙遠，利用

影像媒介則呼之欲出。選擇適合孩子年齡觀賞的影片及
動畫，讓孩子在觀影的過程中，與父母一起尋找影片當
中的禮貌片段。 

有畫面，禮貌在心裡就比較容易看得見。孩子或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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