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愛與管教     

    在少子化及講求「愛的教育」的社會環境中，許多父母面臨了愛與管教的兩難，

一方面擔心愛得太多會寵壞孩子，另一面又害怕管得太嚴而傷了孩子，到底愛與管

教輕重如何拿捏？在疼愛孩子時，又兼顧管教上的責任，可說是現今父母最大的難

題。 

 

    許多人認為愛與管教是衝突的，但其實管教子女也是愛的一部分，管教的含意

是「學習」，管教的目的不是懲罰孩子，而是讓孩子學習不再犯同樣的錯。其實孩

子害怕的不是被處罰，最擔心的是父母不愛他。若孩子的情感帳戶充滿愛的存款，

即使父母責備、處罰，孩子都願意接受，因為他們知道父母所做的管教是出於愛。 

 

訂立規範和界線 

    父母在管教孩子前，應先訂定具體明確的規範和界線，制定過程可以讓孩子參

與討論，會提高孩子遵守的意願。 

 

溫柔而堅定的管教 

    父母不宜在氣頭上管教孩子，等處理好自己的情緒後，才能用溫柔的態度進行

管教，但在孩子應遵守的界線上，父母必須堅持，讓孩子知道沒有討價還價的餘地。 

 

用引導代替說教 

    當孩子犯錯時，若父母能與孩子會談，用問題引導孩子反思，找出犯錯的原因，

將會徹底幫助孩子，而不只是導正孩子的行為。 

 

用鼓勵增強正向行為 

    當孩子有好行為時，父母要及時鼓勵與肯定，孩子得到的肯定與讚美越多，不

但讓他有自信，也會增加其自律的動力。 

 

    總之，愛與管教是父母養育孩子的兩塊基石，個中技巧與方法因孩子的差異、

發展階段的不同而有分別，若父母用心的了解孩子，必能找到最適合自己孩子的管

教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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