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關於孩子在家裡學會的事    

     

    需多調查報導顯示，現代家庭的親子相處時間不足，也就是爸媽跟孩子在一起

的時間很少，如果扣除接送孩子、在外用餐、假日出遊，爸媽跟孩子在家的時間就

更少了。 

 

    「家」是家人共同的歸屬，也是孩子依賴爸媽、父母養育孩子的地方。曾經，

孩子在家裡的時間很長，從父母身上學會的事很多，包括生活自理、應對進退、待

人處事；而現在，回家睡覺是許多人想到「家」的時刻，在家很無聊是多數孩子或

青少年對家的感受。當生活型態或內容有所改變，往往是機會的得與失，而大人累

積的經驗、養成的能力，會漸漸適應、逐步調整以樂於所得、補足所失，但是孩子

不懂得、也無所適從。 

 

    例如：因為手機的普遍使用和多重功能，使得現在的孩子幾乎沒有機會撥打或

接聽家用電話。我們使用手機回應時，顯示功能都會呈現是誰打電話或傳訊息來，

因此孩子不必請問「你找誰」、不需要弄清楚對方是誰或主動告知自己的身分，即

可直接開始對話；但家用電話不是這麼單純，打電話來的人可能撥錯號碼，或是爸

爸的同事、媽媽的朋友，也許好久不見的長輩。現在的大人覺得孩子不必接電話，

打手機就解決了！所以孩子沒有機會接聽家用電話、不知如何應對，缺乏與人接觸、

互動的機會，尤其是口語對話的經驗不足，使得孩子不容易專心、來不及反應，不

知道該講什麼、聽不懂也記不住別人說的話。 

 

    原本孩子在家裡跟著爸媽學的事，現在很多都不需要、也沒機會了，孩子缺乏

見識父母在其他方面的才能或表現，跟爸媽的互動就變得制式、進而被動，難怪越

來越多的孩子不願意跟父母分享心情或尋求幫忙，覺得爸媽只是會簽聯絡簿、看成

績單，總是催促、經常嘮叨的大人。對父母來說，看著孩子 一天天長大，卻感覺

漸漸生疏，不知道孩子在想什麼、會做什麼，有時必須「繞道」，詢問老師、同學

或朋友才能略知孩子的狀況。儘管科技日益進步，但我們衷心希望孩子還是能夠跟

著爸媽，在生活當中學會應對進退、待人處事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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