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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天 給 地 上

生 物 都

設 了 基 因 密 碼

( D N A ) ， 這 些

DNA儲存大量

精 密 資 訊 ，

掌 控 了 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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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生物成長的樣態。人類的DNA決

定我們的髮色、高矮、肥瘦…還有像

糖尿病、高血壓等許多疾病。最新的

醫學研究發現，我們身上往往帶著很

多基因(如某些癌症)，但多數基因可

能一輩子都沒有作用，直到某種情況

下被啟動後才會表現出來(發病)。雖

然科學家目前仍未明確找出人類哪些

DNA決定善惡，但我們觀察人生也

類似DNA般地運作，有各種的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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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質要素與成長的變數。在某些時候

啟動了哪些要素或變數，決定了往後

的發展─失敗、成功、幸福、挫折、

善良、邪惡、正直、取巧…。天下父

母心，都是希望教育孩子們能善良、

可愛、快樂、成功。專家們認為要達

到這樣的目的，關鍵是不斷幫孩子啟

動他「良好」要素和特質。我們比喻

這過程為「啟動善DNA」。如此一

來，無論孩子先天氣質如何，都能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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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發揮他的專長，擁有健全、正向的

人生。《全面啟動善DNA ─親子系

列》是免費公益結緣品，由一群精神

醫學、教育、心理等專業志工共同撰

稿編輯，將分冊談論孩子的情緒、智

能、溝通等議題，希望提供為人父母

們一些教育觀念與方法的參考，替這

個社會啟動更多「善」的力量。如果

閱讀後你喜歡它，請向親友推廣，讓

這小小一冊，能啟動大大的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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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孩子怎麼了？

6

前
陣子報導這麼一則社會新聞：

有位名人，家庭背景、社會風

評都不錯，但

他的孩子卻因

扯上校園幫派

案件被移送法

辦，令社會大

眾震驚。這樣

的新聞時有耳

聞，有些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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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孩子怎麼了？ 那在好地裏的，是指那些以善良和誠實的

心傾聽的人，他們把這話保存起來，以堅

忍結出果實。 (路：8.15)

地位、家境都不錯的父母，他們的孩

子卻沒有預期的優秀，反而成為令父

母煩惱的問題青少年。他們的父母不

論在求學過程或經營事業都很優秀，

但為什麼這樣的家庭，會養出行為偏

差的孩子呢？不是龍生龍，鳳生鳳

嗎？究竟出了什麼問題呢？

    我們看到許多父母很認真的栽培下一

代，讓他們讀雙語學校、學習各式

各樣才藝，從小讓孩子參加比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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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很有名的廣告詞說：「不要讓孩子

輸在起跑點上。」許多父母為了讓孩

子具有競爭力，提早讓他們接受各式

各樣的訓練。是不是這樣的父母就是

稱職的父母呢？前陣子有新聞報導：

南部一個潛能開發的補習班，教孩子

吞火、讓他們做許多危險的事情，來

克服孩子心中的恐懼，如果孩子做不

到就被羞辱，讓孩子壓力很大。這些

父母煞費苦心，為了給孩子更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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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龍生龍，鳳生鳳。要孩子成龍成

鳳，必須用「對」的愛心栽培。平

時你用什麼方式表達你對孩子的關

愛呢？孩子的反應是什麼？

2.你的孩子怎麼了？當你孩子的表現

未能達到預期時，你是一味的責備

孩子，還是認真檢討是否是自己哪

個環節出了差錯呢？

但問題是：為什麼很多父母如此用心

栽培，換來的卻是孩子的叛逆、不受

教、甚至親子感情離異的問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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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父母難為。

10

現
在教育內容

很多元，從

小學至研究所有各

式各樣的必修、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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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若不像小孩子一樣接受天主的國，決不

能進去。

(谷：10.14-15)

修、通識學科，但好像沒有一門課程，

專門教你如何當父母。有句廣告詞說：

「我是當了爸爸後，才開始學習如何當

爸爸」，這句話道出許多父母的心聲。

現在許多父母的教養方式來自上一代，

以前父母怎麼教；現在也怎麼教自己

的兒女。但以前是大家庭社會，親戚

鄰里互動密切，所以會有許多經驗彼此

傳承；同樣地，父母之間的壓力也會很

大，因為如果你沒把孩子教好，立刻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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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有人說話。只要你的孩子在外面做了

什麼壞事，也立刻會有人向你打小報

告。可是現在社會改變了，親戚鄰里之

間關係疏離，樓上樓下不見得會認識，

更不可能幫你管教小孩；或是跟你通風

報信。另外更大的改變是：現在的資訊

非常多元。不論從平面媒體、電視、電

影、網際網路，孩子會從許多管道，接

收到不同的資訊。有一項統計：三分之

一的小孩都是獨自上網。因此父母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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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孩子在網路上，接收什麼訊息、交了

什麼朋友。父母每天苦口婆心的教導，

可能遠遠比不上偶像明星的一句話或網

友的幾則po文。我接觸過不少朋友為

了讓小孩生活單純，家裡不買電視，也

不裝網路，他們認為這樣做可以保護孩

子可以不受社會汙染。但新的問題又產

生了：他們同時也被隔離了很多有用的

流行(或現代)資訊。我們無法限制孩子

不跟其他孩子接觸，難保他們還是會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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觸到那些負面或不良訊息。相對而言，

因為他們的資訊和其他同學相差太大，

有可能被同學取笑或自覺不如人。如同

偏遠地區的小朋友沒有電腦、網路，他

們的競爭力就很容易落後大城市的小

孩，是謂「數位落差」。每年中學或大

學考試的成績，在英文學科，就會看到

兩個高峰：有很優秀的，也有一群集

中在很落後的位置。現在社會呈現M型

化，考試結果也一樣M型化，優與劣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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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大的落差，使得父母更加焦慮，不知

道該怎麼教孩子，更不知道什麼才是對

孩子有益的教育。

1.父母確實難為，你知道孩子使用網

路真正在做什麼？對孩子真正的了

解又有多少呢？

2.陪伴孩子時，你是否保持年輕思

考，與孩子一起學習成長？還是你

感覺自己永遠懂得比他們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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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種米養百樣人。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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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仰觀天空的飛鳥，牠們不播種，也不

收穫，也不在糧倉裏屯積，你們的天父還

是養活牠們；你們不比牠們更貴重嗎？

(瑪6：25)

許
多父母不知道什麼才是對孩子有

益的，因為他們不了解自己的孩

子。其實每個孩子都不一樣，縱使出

自同個娘胎，都會有很大的差別，因

為我們的基因會重組。懷過兩個以上孩

子的母親就知道：有些孩子在娘胎中很

好動，動個不停；有些就比較溫和，很

少胎動。英國學者做過一個實驗：在

嬰兒室中，突然製造一個很大聲響，

鏘！在裡面的二十幾個小朋友，只有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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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會嚎啕大哭，有些則是不動如山。為

什麼會有這麼大的差別？因為有些孩子

對聲響剌激很敏感；有些孩子則比較

不敏感。每個孩子對不同的剌激的敏

感度都不同，有人對色彩，有人對溫

度，有人對皮膚的觸感等等。這些特質

是與生俱來的，專家們叫做兒童氣質

(temperament)。因此你會發現，有些小

孩不管怎麼罵、怎麼打，他都不怕、還

是皮得很。那是因為他對痛覺很遲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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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沒什麼感覺；而有些小孩你只要瞪

他一眼，他就羞愧的低下頭感到很罪

惡，這樣的小孩就是對「人」很敏感。

所謂「一種米養百樣人」，孩子就是百

樣人，每個不同的特質組合出獨一無二

的個性特質。過去那種「小孩不乖就要

處罰，小孩乖就獎勵」的教法太過原

始、也太過簡化。當父母的首先要了解

兒童氣質 Temperament

‧活動量 ‧規律性 ‧趨避性

‧適應度 ‧反應閥 ‧反應強度

‧情緒本質 ‧注意力分散度 ‧堅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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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孩子，看出他不同的特質，給予

不同的管教方式，也就是孔子說的「因

材施教」。比如對好動的孩子，就不要

用“逼的”，強迫他每天長時間靜坐。

如果孩子稍微動一下就挨罵，孩子會覺

得自己隨時在犯錯。有些孩子適應力比

較差，上幼稚園的第一個禮拜就很痛

苦，每天都吵著要回家。這時有經驗的

老師會請家長來陪讀，讓孩子多一點時

間，慢慢適應新環境。所以，不同的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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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氣質不一樣，父母給的教導方式也

要不同。做父母的人要常問自已：你

希望自己的孩子，長大變成什麼樣的

人？

1.每個孩子都是一個獨立的個體，有

著不同的特質，陪伴他們成長的同

時，要多「欣賞」你與另一半的偉

大作品。

2.因材施教 － 瞭解孩子的兒童氣

質，給予不同的教導方式。請試著

描述出孩子的三項特質。



22

DNADNADNA

尊重孩子的特質。

有
些父母常覺得自

己小時候生活條

件不好、被虧待，所以

特別以補償的心態栽培

孩 子 ，

希 望 孩

子得到他

們 曾 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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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人都有他各自得自天主的恩寵：有人這

樣，有人那樣。

(林前七：７)

缺的，長大可以功成名就，光宗耀祖。

社會上的富商名流，可能希望自己孩子

也能像他們賺大錢；而德高望重的學

者、專家，傾向希望孩子也可以讀好

書，以後當博士；一些家長看到光鮮亮

麗的明星、名模，則栽培孩子學才藝、

學音樂，以後也能成為小蔡依林、小周

杰倫。但往往父母卻忽略了，自己的小

孩有這樣的特質嗎？其實孩子的基因、

體質、特質在受精卵結合那一刻就已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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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定了。他有沒有演員豐富的情緒？有

沒有科學家的系統邏輯？有沒有服務業

的善解人意？這些在那時候就已經決定

了。就像我們到花店買種子或花苗，你

買的是玫瑰，以後就是種出玫瑰花；你

買的是杜鵑，以後就是種出杜鵑花，絕

不會買茶花種出蘋果對不對？所以，

我們教導孩子，不是讓他長成我們希望

的，或滿足我們的投射，而是認清孩子

的特質，讓他順著自己特性，發揮得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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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更完善，這才是父母教導孩子的目

的。「你不能用杜鵑的種子種出玫瑰，

但你可以把杜鵑種得很大很漂亮。」

1.不論玫瑰或杜鵑，都有其繽紛的色

彩和獨特的樣貌，端看你能否欣

賞。

2.孩子的特質不一定符合父母的期

待，但卻是屬於他個人獨一無二的

天賜禮物。你願意順著他的特質，

好好栽培並全心全意的支持他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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腦神經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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腦神經的秘密。 我兒，你們且聽我：遵循我道路的人是有

福的。

(箴：8.32)

有
個觀念是「三歲看大，七歲看

老。」其實這話的意思正是前

面提到的：一個人的個性特質從小就

決定了。但這並不代表一個人的發展

也是從小就決定了，人的智慧是不斷

累進的。許多父母愛子女心切，時常

耳提面命。說好聽是「教導」，說不

好聽就是「囉嗦」了。特別孩子在青

少年期，最厭煩聽到父母不斷地嘮

叨，聽都聽膩了，也不會真正把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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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話放在心上。根據科學研究，兒

童的神經細胞跟神經連結，從出生

就一直生長，越長越多，在青少年

過後，神經纖維及連結又逐漸變少，

直到成人階段才慢慢穩定。科學家如

何理解這些現象呢？他們發現我們的

腦神經生長就跟種植花草一樣。植物

種下去時快速生長，但往往長得很凌

亂，等我們有系統地修剪過，它才會

變整齊、好看。我們的腦神經也是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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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一回事。青少年之前，我們的神經

長很多，它互相連接、比較凌亂，所

以雜訊很多，效率很低，這可以解釋

為什麼小朋友的專注度低，容易分

心，自制力比成人差，常重覆犯錯。

有時候，小朋友很有心想要學習，但

就是學不好或做不到，或是容易衝動

發脾氣、動手動腳。小朋友在國小、

國中階段時，自我節制與控制力通常

不好，很容易衝動。原因就是，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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腦神經還沒有長好，要靠不斷的修剪

才能變得有系統有效率。但要如何修

剪？可不是靠體罰就能修剪；更不

是直接拿剪刀從外在去剪。古人有

云：「教育就是要做到先生不在學而

在。」意思是讓小朋友懂得「自我學

習」，不要靠大人在後面一直叮嚀。

所以教育最重要的策略，是鼓勵孩子

自我學習的能力。因為只有孩子本

人，才有辦法修剪自我的神經。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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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透過努力學習自我控制，他那些控

制的神經單元才不斷地被剌激，才會

長出來。就像我們學習拿筷子、騎腳

踏車，不斷自我訓練時，身體的機

能、四肢的動作，才會漸漸被訓練起

來，變成自動化，以後不假思索就會

做。同樣地，小孩的自我控制、自我

學習，需要靠他自己不斷地訓練，才

有辦法做到。身為父母，我們可以給

他規矩、教他觀念。但如果這些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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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因為外在的壓力：來自父母的碎碎

念；或是學校的懲罰，讓他非做不

可，那他可能一輩子都學不會了。因

為他只是應付成人、外面世界，當外

面壓力看不到時，他就不會遵守了。

就像我們如果是怕警察開單才不闖紅

燈，當沒有警察時，你就會躍躍欲

試。反之，如果你了解紅燈的存在，

是為了讓交通更順暢、更安全，你就

會自動自發地守法。同理，如果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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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孩子真正守規矩，就不可能只靠

處罰。否則，我們和孩子的關係就是

警察和小偷、法官和罪犯，這樣小孩

就不可能學會了。

1.小孩的自我控制、自我學習，需要

靠他自己不斷的訓練，才有辦法做

到。

2.人的智慧是不斷累進的，請先幫助

孩子培養「自我學習」的能力，因

為那是人生最重要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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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孩子成長的絆腳石嗎？

34

可
惜的是，還是有家長喜歡把孩

子當犯人一樣，常常找孩子的

麻煩。每天費心思注意孩

子哪裡做錯了？哪裡做

不好了？不斷嘮叨或處

罰，這樣孩子每

天面對是一個

「法官」「警

察 」 怎 麼

可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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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此相待，要良善，要仁慈，互相寬恕，

如同天主在基督內寬恕了你們一樣。  

(弗4：32)

做好呢？孩子守規矩只是因為他「恐

懼」，而不是真正了解規矩的價值，不

是真正內化。但恐懼是不會讓他守規矩

的，等到一天他長大了，不怕打、不怕

痛，他就不會守規矩了。或是遇到天生

痛覺遲鈍、對恐懼遲鈍的孩子，自然也

就教不會了。

另外一些父母採取所謂「愛的教育」，

事實卻是一味的溺愛。尤其是忙於事業

的父母，平時沒時間陪孩子，就給他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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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物質上的補償。有些父母收入普通，

卻願意花自己好幾個月的薪水，買昂貴

的名牌、奢華品給小孩，滿足他們的物

質享受。在這種所謂「愛的策略」(事

實上是溺愛)下成長的孩子，會發生什

麼事呢？因為他不需要控制自己的神

經，就很容易得到快樂的來源，所以他

的神經迴路也建立不起來。我們神經系

統內，有一個很基本的平衡，就是追求

滿足、快樂、安全感，這些都讓我們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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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愉悅的經驗。如果愉悅的經驗非常容

易得到，甚至是只要開口就可以得到，

那他的神經就沒有辦法被訓練。就像如

果一個人長期坐在輪椅上，不費任何力

氣就可跑來跑去，肌肉就會萎縮。現在

很多人覺得平時走路量不夠，運動量太

少，還要花錢到健身房去健身，把肌肉

訓練起來。同樣道理，我們希望孩子達

到自我修正、自我節制、自我訓練的能

力，可是卻從來不給他機會訓練，他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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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鍛鍊自己呢？

請協助他「自我成長」。「自我成長」

是什麼意思呢？大家知道蒙特梭利是一

位有名的教育專家：他的教育方式就是

讓孩子自我探索；讓孩子學習負責任；

讓孩子自己學習找答案，而不是我們灌

輸給他們。我的孩子小時候讀蒙特梭利

的幼稚園，有件事讓我印象深刻：幼

稚園裡小小班(3-4歲)的孩子們，被訓

練自己洗碗。老師把洗碗程序分成好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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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而小小孩們就踩著小凳子，在碗

槽分工合作，一段一段去完成。當我

孩子學習洗碗的第一天回家時，他很高

興的對我說：「爸爸，我會洗碗欸！」

當時我第一個感覺，是他開始長大了，

因為他覺得自己能夠負責任做一些事

情。所以我就趁他對這件事情還覺得有

趣的時候，強化他的興趣，讓他繼續洗

碗。我放了一個小板凳在廚房，每天讓

他幫忙。一開始當然會做不好，會打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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碗、會掉東西、會花掉好幾倍的時間，

我就幫他善後。之後，他透過不斷自我

修正、自我學習，他的腦神經迴路建立

起來了，建立起學習的經驗，自然就越

做越好。所以如果是「恐怖策略」的父

母，看到孩子打破碗就尖叫、或責罵；

或者「愛的策略」的父母讓孩子隨地吃

飯、邊吃邊玩，這兩種方式都沒有辦法

幫孩子建立自我控制的能力。孩子是需

要透過不斷學習，建立成功的經驗；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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讚賞與鼓勵之下學習更是一種愉快的成

功經驗，父母要扮演鼓勵孩子自我學習

的推手。

1.透過不斷自我修正、自我學習，孩

子的腦神經迴路才會建立起來，在

父母的讚賞之下學習更是一種愉快

的成功經驗。生活中有哪些事，能

放手讓孩子親自操作呢？

2.每次面對孩子犯錯、失誤時，你的

態度是什麼呢？有沒有更好的方法

幫助孩子改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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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的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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祂賜給疲倦者力量，賜給無力者勇氣。少年人能

疲倦困乏，青年人能失足跌倒；然而仰望上主

的，必獲得新力量，必能振翼高飛有如兀鷹，疾

馳而不困乏，奔走而不疲倦。 (依40：29-31)

當
孩子成功的推手有幾個重要原

則：

第一是剛才提過的，鼓勵孩子去嘗試，

只要在安全範圍內讓他自己嘗試；鼓勵

他自己去找答案。

第二：鼓勵他學習「好」的事情。當我

的孩子還小時，我教他們祈禱說：天

父！求你教我當一個乖寶寶，不要亂

哭、亂叫，聽爸爸、媽媽的話。這三句

話，就是我讓孩子從小學習的禱文。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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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雖然還小，很多事情不知道，也無法

自我控制得很好，但在祈禱的過程中，

他知道這件事情是重要的，是他要努力

做到的，慢慢他自己就會學到方法。

第三：盡量少看到他”做不好”的事

情，多注意他”做得好”的事情。孩子

一定會闖禍，闖禍時也一定需要提醒，

甚至要有適當的處罰。但別忘了，闖禍

也是學習的過程。反過來，當我們多

鼓勵他做「好」的部份，少去指責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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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不好」的部份，這樣他越做越好，

就沒有時間往壞的方向了。一個人只有

24小時，只有一個心思，當他用心追

求好的、正向的，他就沒有時間，也沒

有心思去學壞了。在美國有一個州，他

們為了鼓勵青年騎腳踏車時戴安全帽，

想出一個策略：在街上若是警察看到青

年騎腳踏車戴安全帽，他就會把他們攔

下來？攔下來的目的不是懲罰，而是給

他們舞會入場卷當獎勵。這樣青年們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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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被動、怕被懲罰才戴安全帽，變成

樂意主動的去戴安全帽。而當大多數

人都這麼做時，也就自然而然養成了

習慣。所以當我們要幫孩子建立一個

「好」的行為，是懲罰有效？還是鼓勵

有效呢？懲罰只是讓他們知道什麼不能

做，頂多教出一個「不犯錯」的孩子，

但如果你多花心思注意他「好」的行

為，多給鼓勵，就會教出一個成功、做

好事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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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避免威權控制。很多孩子從小就

會問「為什麼會有我？」「為什麼會這

樣？」他對人的存在、生命、死亡已經

開始探索了。父母很重要的責任便是

陪伴他們、引導他們，去探索人生的

價值和道理。若父母越尊重孩子，越

聽他說的話，他的自主性、自我概念就

會越早建立、越健全。如果父母碰到這

種事情就告訴他：「你不要想了。」、

「你不會知道。」或是隨便掰一個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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敷衍，其實小孩是會知道你在敷衍他。

就像「聖誕老公公」的故事，說了這麼

多年，難道他們不知道禮物是父母送的

嗎？只是在配合你演戲，反正也有拿到

禮物，就不願意去拆穿這個謊言。為人

父母，更需隨時充實自己，想清楚自己

人生的方向。免得兒女問起時，啞口無

言，只是很膚淺的回答：「不要想那麼

多，專心讀你的書就好。」這樣，如何

教子女信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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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推手的四個原則：

1、鼓勵孩子勇於嘗試，有犯錯的空
間，給予他們學習的機會。

2、引導孩子追求「善」的目標，當做
生活的核心。

3、多注重孩子好的行為，少看到他不
好的行為。

4、與孩子做朋友，陪他們一起探索這
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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禱詞

德
蕾莎修女說：傾聽一個無人願

意聆聽的心聲，是件很美的

事；假如你欣賞別人，你就會讚美他

人，豐富的心靈會流溢於言語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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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學業與升學的沉重壓力下，許多孩

子都充滿挫折感；而華人又認為

「勤」是成功的主因，忽視青少年的能力

和興趣。求主使為人父母的期望，不會超

越子女的能力。又求主將教養的智慧賜與

我們為人父母者，幫助我們不要光靠孩子

外在表現而評斷，而能看到屬於孩子獨一

無二的珍貴特質，幫助孩子善用他們的特

質，找到他們人生的方向。

改寫自《為教會的青少年禱告40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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