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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行人：馮幼中 
發行單位：新港國小輔導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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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感謝參與 12 月 10 日星期六親子活動的家長

和小朋友們，如果有任何建議或是感想，歡迎大

家 

在「意見交流站」留言，讓我們籌畫下一次活動

∼以「也有人那樣做」應對「他們都那樣做」∼ 

  我們從小到大，會遇到一種狀況就是，為了規避自己犯的錯誤，
或者對於父母有所求時，都會說出：「○○和××都…，所以我也要 
…。」現在，對於孩子們這種說法，可以用「也有的小朋友沒有」等，
明顯表示例外。 
  孩子如此說，意味孩子陷入視野狹隘中。原因可能是孩子缺乏客
觀看法，他只看到達到目的的孩子，卻看不見其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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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嘗試和孩子溝通，告訴孩子，不是所有的人都是如此，也有一
部份小朋友不是這樣。孩子多會有這種說法，大多是孩子在無意識中
了解到，只要說「大家都這麼做」，父母就一定會聽。無論是任何時
代的父母，愛子心切的行為都是一樣的，父母不希望孩子不如人，所
以當別人都有時，也會希望孩子有，因此，要改善這種情況，還是需
要父母自己努力，消除自己心中的迷思。 
  只要父母提出反論，不和孩子妥協，就能切斷還子這種別人有，
我也要有的想法，如果孩子以「朋友都那樣子做」發動攻擊，父母不
妨還以顏色說：「也有人沒這麼做」，相信一定能摧毀孩子的堡壘。 
 

（文 / 童年網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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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 
見 
交 
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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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孩子的經驗會修改他腦部的什麼部位？ 
 結構  □ 大小 

2、多花時間與孩子好好相處會增加他的安全感？  
 對  □ 不對 

父母的一些構想及實行的決心，可以激盪孩子無限的創意 

∼封殺句的殺傷力無窮∼ 

  美國是個注重人權的社會，公司在舉行會議時，主管不能隨便使
用封殺句來貶低屬下的創意。也就是說，主管對於部屬提出的構想，
不能說：「這是什麼東西嘛！真是無趣！」或者說：「你們難道沒有
更像樣的建議嗎？」因為這種激烈的批評，會使部屬失去思考能力。 
  這種批評對於自由發言是一種封殺，尤其是對聽者而言，提出批
評的人在聽者的心中或者實際地位有絕對權威或者完全信賴的關係
存在，這種封殺句的殺傷力更是驚人。 
  在日常生活當中，我們是否會經常有意無意間講出這種封殺句
呢？仔細想想，果真是如此。 
  例如，有人看到小朋友所畫的圖，就會忍不住批評說：「你畫這
個是馬嗎？如果是畫馬，臉就要畫長一點，你一點觀察力都沒有，怎
會畫出這種四不像的馬呢？」如果說這話的人剛好是孩子們最信賴的
父母，這種封殺句往往會產生嚴重的後果。因為對孩子而言，父母的
意見是絕對正確的，當他們聽到父母的批評，就會對自己的作品失去 

信心，相信自己真的如父母說得一樣糟糕，連創作的慾望都會遭到扼
殺。 

除了畫畫之外，其他像是唱歌、美術，或是孩子們的言行及作品，
都應該避免自己無意間說出這種封殺式的批評。 

∼父母太過熱心解說玩具的玩法，反而會使孩子思想僵化∼ 

  近年來，啟發式的玩具大行其道，就連玩具都有教育的意涵在
內，宣稱只要按照說明書上的玩法去玩，就能促進孩子的智能發展。
然而，如果考慮到孩子玩的欲望，像是這種照說明書去玩的玩具，其
啟發作用實在令人存疑。而且重點不在於玩具本身，而是說明書規定
玩法的問題。 
  我們經常看孩子在玩玩具時，完全是隨心所欲，不按牌理出牌，
與一般人的玩法完全不同，孩子惟有在研究自己玩法及創造玩法當
中，才能培養出創造性的芽。 
  但若是父母不斷地告訴孩子「這個玩具應該是這樣子玩」，那麼
孩子腦中創造性的芽就會逐漸枯萎。因為父母強破孩子接受一定的玩
法，還子就會失去嘗試的意欲，最終結果就是，孩子只會按照父母教
的方式去玩玩具，缺乏想像力跟創造力，結果頭腦就會僵化。 
  但也不是說孩子能隨意地自由玩耍就一定是好處，如果將玩偶當
作噴射機亂拋的作法，也值得考慮。蔑視玩具原有機能的玩法，也就
是跟創造力扯不上關係，不值得鼓勵，惟有將玩具之玩法擴大，並顧
及其原本機能的玩法，才值得鼓勵。 
  當然，孩子必須知道玩具的玩法及用法才會產生興趣，因此也需
要父母從旁指導，但是，絕不要使用命令式的語氣，應該提醒孩子：
「這樣玩好不好？」因為住種詢問的方式，使孩子有思考的機會，總
之，孩子是否會自己思考，端看父母是否願意從小處多費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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