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關於孩子的「我不想……」    

    任何事情都有正、反兩面，有「想」就會有「不想」。有時，大人詢問孩子〝想吃什

麼早餐？〞孩子在思索「想要」的過程，其實是排除了許多「不想」，才會得到最後的答

案。因此，孩子說了想要的，即使如所期待地得到了，他同時也會想到或「複習」不想要

的選項，而更加深了自己不喜歡、不願意的「主觀」意識——憑感覺想要或不想要，不一

定要有原因或理由，也不需要經過客觀考量，就是以自我為中心即可。 

 

    然而，如此的生活經驗並不利於學習成長，因為孩子的需要和慾望「與日俱增」，家

長也將面臨到越來越難滿足孩子的內心；所以，當孩子的能力提升時，家長不妨多利用機

會去引導他善用能力、適當地配合且付出代價，讓孩子從中學習瞭解、體驗許多事情的因

果關係和困難度。例如：大人通常會預備點心，以便孩子叫餓時，可以隨時有得吃。但當

孩子漸漸長大了，家長就要讓孩子學著自己去洗手、坐好、準備吃點心；甚至可以學習自

己拿盤子、杯子放在桌上，並耐心等待。如果孩子不想做或不願意等，那這次他就得不到

滿足。所以，此時大人要把握機會，帶領孩子做些簡單的工作，像是放起司片、塗果醬等，

讓孩子享受動手的成就和樂趣。 

 

    大人如果能以此引導孩子生活「自理」，適應「想要」會有其對應的代價，同時接受

不是隨時隨地都能夠得到滿足的「現實」，以及瞭解之前他人為自己「想要」所付出的代

價，孩子將會更懂得感謝與珍惜。因為，當「想要」不再是那麼容易隨手可得，孩子也就

比較不會隨心所欲，而會有不同的考量，甚至經過評估後也可能變成「不想」。畢竟，多

數的「想要」只是結果，而「不想」的卻是其過程或應付的代價。 

 

    然而，許多的「不想」其實是「懶得」。消費市場深知其中蘊藏的商機和獲利，因此

服務業針對諸多的「不想」及「懶得」，強力促銷「代勞」的選項，例如：外送平台的快

速發展和激烈競爭，隨著網路的發展而興盛，滿足「想要」的人遠比「需要」的人多，而

被滿足的「想要」背後有許多「不想」，例如：不想出門、不想排隊、不想日曬雨淋，等

人送上門。或許有人認為這是自願交換，享有服務的人付了錢，提供服務的人得到酬勞，

甘願付出代價、承擔風險。 

 

    可是，這對成長階段的孩子來說，生活細節會累積成經驗、變成習慣，也就成為他看

待環境的角度，反映他對人與對事的觀點和判斷。也就是說，一旦孩子的「不想」被人代

勞時，孩子是覺得自己受到他人幫忙而心懷感恩，或是認為那是自己應得，且是別人理當

提供的，將會有很大的差別和影響。而這——錯把他人的尊重、體諒、協助，當作順便、

隨便，真的是大人「想要」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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