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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負責與承擔學習負責與承擔

        曾聽過個別家長說：「我的孩子若不幫他安排做決定，他便會
難下決定，有時更害怕做決定，老是要別人替他拿主意。」、「我
的孩子還不會好好的管控自己，如不幫他安排做決定的話，他就像
斷了線的風箏，不知飛到那裡去了？拉也拉不回來！」父母在這些
想法的背後，認為管控好孩子，才是一個好爸爸、好媽媽該有的樣
式。然而，我們要知道孩子並不會一夕之間便會長大成人，為人父
母者要用什麼方式訓練孩子逐漸管控自己，學習三思而行的習慣，
勇敢果決的個性。

        透過日常生活瑣碎事，讓孩子得以體驗做選擇的考驗。如給予
孩子適量的零用錢，讓他自行決定想買的東西。這無形中可以提升
孩子對自我的信心，練習孩子做決定的膽量。

       有的父母在親子關係上過於強勢，或怕孩子太小，擔心孩子做的
決定不夠好，於是樣樣都替孩子先做決定。父母應給予孩子機會練
習做選擇，自信就會增加，猶豫的程度便會慢慢地減少。

在生活中提供練習做選擇的機會

父母不要過於強勢，孩子才能敢於選擇



        讓孩子學習承擔經由選擇伴隨而來的後果。這些後果不一定是
負面的，但不管其結果如何，孩子都要負責。如孩子在超市花了他
的零用錢買糖果，吃完後又吵著買玩具，此時父母即使面對孩子苦
苦哀求亦要堅守立場，語氣和緩地告訴孩子他的零用錢已花在買糖
上；他必須等下次零用錢時再買他想要的玩具了。

讓孩子學習承擔伴隨選擇而來的後果

       有的孩子個性比較猶豫，難以作出最後的決策。當家長遇到這樣
的孩子時，父母應採用包容和鼓勵的方式，引導他減低因猶豫不決
而產生的焦慮，然後協助他勇敢地做選擇。

給猶豫不決的孩子更多包容

        年幼的孩子因認知能力有限，對事情處理的能力較弱，但並不
表示他沒有能力做選擇，父母可為年幼的孩子設定界限和引導。如
天氣轉涼了，父母可對孩子說：「待會出門你可挑一件短袖上衣，
但要記得帶薄外套。」這樣一來可讓孩子有自己決定的範疇，也給
予了提醒和建議。

對於年幼的孩子要設定界限和引導

想要擁有卓越做選擇的能力，需靠一生不斷的培養，所以請
讓你的孩子從小有機會練習做決定吧！從這些平日學得到的
生活經驗，會使孩子們的思考變得更敏銳，也更有勇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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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許多家長都害怕孩子做錯決定，帶來不可挽回的後果，卻忘記
了人與生俱來的復原力(resilience)。當面對困境時，人便會產生抵抗
的能力，對環境作出調整及改變，從經驗中尋找意義。經驗告知我
們，我們都是從錯誤中學習，從困難中成長的。父母應讓孩子嘗試
作出決策，容許孩子做錯、改正、從新出發，讓孩子更明白如何作
出合適自己的選擇。

孩子擁有與生俱來的復原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