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超
商門口結帳櫃台前，一位3、4歲的孩

子拿著一盒玩具小汽車，一直向爸爸

要求說：「拜託，拜託，買給我啦，求求你

嘛！」爸爸很堅定地說：「不行」，卻未說

明任何理由。孩子鍥而不捨地繼續堅持說：

「我好喜歡小汽車，求求你，求求你嘛！」

爸爸又說：「不行，媽媽一定不會答應。」

這個孩子沒哭也沒鬧，只是很純真地繼續堅

持：「拜託啦，我真的很想要嘛！」只聽見

爸爸接著說：「不行，你再吵，警察會來把

你抓走。」

孩子耍賴父母不宜輕易妥協
孩子在公共場合吵著要買玩具的場面屢

見不鮮，相信很多父母都有類似的經驗。這

位爸爸堅定不買的立場始終如一，但他不僅

沒有對孩子解釋不買的原因，還拿別人（媽

媽）當擋箭牌，最後甚至動用了警察的權

威，希望以此嚇阻孩子的吵鬧，但這些方法

卻完全無法幫助孩子自律。另外有些父母習

慣半哄半騙或邊罵邊妥協，甚至礙於面子上

演賄賂戲碼，和孩子說：「乖乖不要吵，等

一下去百貨公司就買冰淇淋給你吃喔！」看

起來故事似乎結束了，可是問題並沒有解

決，下次換個場景，類似的場面還是會發

生。

那麼，到底要怎麼做，才能教出自律的孩

子呢？其實，依據家庭教養的相關研究，已

經有一些結論可以應用在生活中，幫助父母

輕鬆育兒。心理學家分析父母的管教方式，

發現可以分為專制、放任與威信三種類型。

其中威信型父母教出來的孩子，不僅學業表

現好、自尊比較高，而且獨立自主、生活有

目標、不良行為比較少，人緣也比較好。此

外，即使到了青春期，仍能和父母維持較佳

的關係，比較沒有劇烈的價值衝突。

「威信型」指的是讓孩子在合理的限制內

發展自主能力的管教方式，此類型的父母能

夠在溫暖關懷、同理孩子感受的基礎上，態

度堅定地講求道理，以此引導規範孩子的行

為，使孩子願意順從。

以前文的故事為例，孩子還小時，難免

會看到喜歡的玩具就想買，這時父母應該以

孩子可以理解的簡單話語，對孩子說明為何

現在不能買，以及用掉這些錢的結果。例

如：如果父母有購買汽車的打算，把這個計

畫和小孩分享，說：「你想要玩這個玩具把

錢花掉，還是要存起來買一輛新車車？」，

或者：「如果你能等到生日，爸爸媽媽會買

一個更好的玩具給你，這段時間你多看看，

再慢慢決定最想要什麼。」讓孩子在等候的

過程中，學會延宕滿足與珍惜所有。多用討

教養孩子有訣竅 放任、專制都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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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及說理的方式來和孩子產生共識，假以時

日，孩子在賣場或超商，會日漸養成自律，

而能克制一時的物欲。

不過，孩子畢竟是孩子，有時候還是會羨

慕別人擁有自己沒有的玩具，建議父母盡量

運用大眾服務系統，例如圖書館、美術館、

博物館、公共設施裡的玩具室，也可以藉由

去親友家，滿足孩子玩多樣化玩具的慾望。

禮物則在特定的節日買給他，時間久了，孩

子就知道父母的堅持及底線。

以關心和溫暖陪伴孩子
至於邊罵邊妥協，或者和孩子交換條件的

做法，就是「放任型」管教了。此類型父母

總是捨不得孩子難過，因而過於寬容，很少

規範或限制孩子的行為。因為忽視自律的培

養、縱容孩子的違規行為，所以養育出來的

孩子依賴心重、比較衝動、學業表現差，而

且參與活動時比較缺乏自信。而妥協談條件

的管教方式，更容易養成孩子予取予求、討

價還價的壞習慣。

另一個極端的管教方式則是「專制型」

的父母。他們對孩子非常嚴厲，不對孩子解

釋規則，較少表現對孩子的愛和關心。他們

會使用體罰及強迫的方式要求孩子無條件服

從，導致孩子敢怒不敢言，常覺得受陷於困

境。研究發現，這些孩子在學校表現較差，

也缺乏自信；他們在和別人相處時容易有攻

擊性，人際關係也受到影響。無論是放任或

專制，都是父母要自省並避免的管教方式。

事實上，前文提到的這個孩子擁有很棒

的優勢，就是他懂得用溫和的方式展現堅定

的特質。四歲左右的孩子，正值主動探索

外面的世界的階段，如果父母一味的處罰

或禁止，孩子就會產生罪惡感。父母要懂得

欣賞他這個堅定的特質，支持並鼓勵他達成

和父母共同制訂的目標，在過程中以關心和

溫暖陪伴孩子，再加上適度督導孩子朝目標

努力。如此一來，孩子就能在父母的愛中成

長，並感受到達成目標的成就感，這就是「

威信型」父母愛孩子的最佳展現了。

耕心文教講師

杏語心靈診所伴侶╱夫妻治療師

宇寧身心診所少年生涯規劃師及施測師

耕心文教以國內EQ教育領域享有盛名的楊俐容

老師為核心的團隊，於2010年元月成立，希望藉

由楊俐容老師累積多年經驗而發展出的EQ教育

課程，秉持著Enhance life Quality的宗旨，期能

改善師生對立、親師溝通不良、同儕關係緊張等

問題，創造更和諧的環境與更高品質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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