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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乘火车的时候看到一对母子的互动相当有趣。那男孩子大约 5–6岁，与母亲并排而坐；

不知何故，母亲严肃地训示他。只见男孩子默不作声地把身体渐渐移动，离开自己的座位，转

到身旁另一个空位上。母亲慢慢地意识到儿子的表现，亦沉默不语。于是，两人身体虽然只是

一位之隔，但在情感上，却好像停留在两个不同的世界里，两者相隔很远。 

 

“责问式”管教受用？ 

作为父母，可能曾经遇到以上类似的情况，因为孩子一些不理想的表现而与他们在关系上产生

张力，例如：孩子外出没有向人打招呼，在家不小心打翻汤水，又或者测验成绩差。家长当时

对孩子的表现有何想法和感受呢？会不会因为孩子没礼貌、不专心、不用功，心中感到不满而

动气呢？是否因此而不快地质问孩子：“为什么不跟人打招呼？”“为什么那么不专心？“为

什么不勤奋多一点儿？” 

 

大家可以理解家长每次严厉的管教背后，其实都是为孩子的好处着想。可是，孩子面对着这些

责问式的管教，发现自己做得不合父母心意，又会有什么反应呢？他又能否明白父母的苦心呢？ 

 

当孩子被责骂之后，泪眼汪汪地哭；这一哭叫孩子伤心之余，其实父母自己也痛心。父母心疼

之余，也同时掉进了内疚中，疑惑着“究竟是否应该恶狠狠去责骂孩子？是否有点过火？但不

责骂他，他又怎能学会呢？“心中充满挣扎和矛盾。 

 

要推走还是亲近？ 

人与人相处是互相影响，有互动的力量。批评和责骂往往会把人推走，明白和接纳会让人亲近。

教养子女，某程度像与朋友相处，当朋友工作表现不好，被上级责骂，我们要是作出负面的批

评，如“是不是你做得不好，才被上级骂？”总会把朋友推得远远。所以，我们不多去批评朋

友，怕他们感到不是味儿。 

 

可惜孩子还小的时候，他们不会用说话去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感受；同时，他们需要依靠父母才

能生活。于是，纵使面对家长的负面训斥，孩子们只可以像刚才的例子，用身体语言作出无声

的抗议。直到孩子长大了，有一天，他们在与父母亲冲突后离家而去，父母感到愕然，但却不

知就里。 

 

其实当孩子遇到问题，他们自己处理不到，心里也不好受。如果家长可以在孩子小时候遇到难

题开始，多去了解根本，例如：孩子没有向人打招呼吗？便去了解他们问题背后的难处，可能

是出于害羞（害怕与陌生人相处），或者是孩子一直都没有与人打招呼的习惯（成长过程中，

没有被照顾者持续地教导）。家长透过明白和体谅孩子难处的角度，去思考不同的成因，便可

有效地帮助孩子制定合适的解决方法。当孩子仿徨、困惑的时候，感受到父母的爱的同时，亦

有信心父母可以协助他们解决困难，彼此建立起互信和良好、亲密的关系。 

 

火车事件没有完结，当那位母亲冷静了一阵子，接着她望着儿子，开始温柔地跟孩子说话，母

亲的语调十分神奇地把孩子原先拉紧的身体慢慢地放松。然后，母子两你一句，我一句，孩子

不知何时坐回母亲的身旁。看见那母亲用手搂住儿子的肩膀，这是多美好的一幅图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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