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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1 	為甚麼每天都要上學？	為甚麼每天都要上學？

當孩子問你：「為甚麼每天都要上學？」的時候，往往可以分當孩子問你：「為甚麼每天都要上學？」的時候，往往可以分

為兩個角度來看待這個問題。為兩個角度來看待這個問題。

提問是想引起家長的關注

一方面，孩子在與上學相關的活動中得到一些負面資訊，

從而引起孩子本能的逃避心理，這個資訊可能來自學校、上下

課的路上、做功課時的困難，或者只是重複生活等「痛苦」的

體驗。另一方面，孩子產生「為甚麼」的疑問，可能不是因為

「上學」這個活動本身發生了甚麼，而是由於其中的經歷不能

滿足孩子相關的心理需求。換言之，相較於「上學」，孩子有

更渴望參與的活動。

對於孩子來講，不上學可能更接近於趨利避害中的

「利」。孩子這樣的起問就像成年人問「為甚麼要上班？」一

樣，需要一個強而有力的說服條件。但孩子的疑問未必真的是

想家長提供答案，孩子是想通過提問，引起家長的關注，或

者想告訴你一些事卻不知如何開口，就變成了一個「終極問

題」——「為甚麼要上學？」

變主動為被動

問題本身不是問題，為甚麼問這個問題才是問題呢？當家

長面對孩子提出「我為甚麼每天要上學？」時，不必驚慌。只

要想一想孩子為甚麼會問這個問題，然後去了解就可以。家長

可以反問：「咦，我很好奇你怎麼會想到問這個問題？」或「發

生了甚麼讓你會這樣問呢？」從而引出孩子自己的解釋。也可

以回應：「嗯，你這個問題問得好！」先肯定，繼而可以說「讓

你產生這種思考的原因是甚麼呢？」或「發生了甚麼，讓你這

樣想呢？」這樣提問，都是站在一個不把問題當「問題」的角

度，亦是一個尊重孩子「可以有疑問」的角度，更是一個對孩

子成長中出現這樣和那樣「狀況」很包容的角度。

別把擔心「投射」在孩子身上

家長對孩子提出的問題之所以會緊張，是基於家長自己的

成長經歷和負面經驗，或者是家長自己的擔心，家長會把自己

的擔心「投射」到孩子身上。家長「恐懼」的是甚麼呢？多是

我們無法滿足的願望，比如「不上學將來就考不上大學，考不

上大學就找不到好工作，找不到好工作就要靠父母來養活，而

我真的不敢保證我可以養你一世……」

孩子對於家長的焦慮是非常敏感的，當家長對自己的焦慮

減少了，那麼應對孩子成長中出現的「突發狀況」時也就沒有

那麼緊張了。孩子提問，家長都可以反問：「咦！你怎麼想到

問這個問題」，變被動為主動，自如應對孩子各種「刁鑽古怪」

的問題，「兵來將擋，水來土掩」，並引發孩子的思考，從而

做個智慧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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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02 	孩子做功課總是不專心	孩子做功課總是不專心

孩子做功課總是邊寫邊玩、拖拖拉拉，是大部分家長都遇過的孩子做功課總是邊寫邊玩、拖拖拉拉，是大部分家長都遇過的

問題。這一般都是因為孩子的心神不定，我們可以從以下幾個問題。這一般都是因為孩子的心神不定，我們可以從以下幾個

角度來看看。角度來看看。

不想錯過好東西

孩子不能夠或潛意識中不敢投入眼前的事，他或許擔心一

旦進入一個專心的狀態，就會有不好的事情發生。比如大人

不見了，尤其是媽媽不見了，哪怕媽媽只是出去買菜，這也讓

他恐慌；或者家裏出現了甚麼新奇有趣的事讓他錯過。有些家

庭成員比較多，這個來了、那個走了，這個帶來了甚麼好吃和

好玩的、那個甚麼時候忽然就出門，這樣紛繁的家庭景象，讓

孩子覺得有趣；但孩子一旦進入一個專心做功課的狀態，家長

還可能關上孩子的房門，房門外面的世界讓他惦記卻又不能參

與，心怎麼能安定下來呢？

孩子那麼不喜歡眼前的功課，因為他曾在做功課這件事上

受過挫折，留有不愉快的記憶。孩子只要在某件事上受過挫

折，就會留有心理陰影；而這個受挫，有可能來自老師的批

評、同學間的競爭比較、家長的斥責等。

有能量的說話

在面對孩子問：「為甚麼每天都要上學？」，可以回應：

	 	「你這個問題問得好！讓你有這種思考的原因是甚麼
呢？」

	 	「發生了甚麼，讓你這樣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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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沒學會又如何去做

上小學對孩子來講，從幼兒園的小朋友成為一名小學生，

把它稱為「人生的第一次質變」。當孩子還沒有學會適應這個

質變，他還沒有學會如何更好地聽講和如何記筆記，更沒有學

會如何做功課。可是他又不能問，一問，家長就斥責他。他想

寫，因為至少他還坐在書桌前。但他真有許多的疑問在心裏，

寫也不是，不寫也不是。

我輔導過一個媽媽，她的兒子看圖作文不合格，老師經常

要求「見家長」。我了解一下情況後就告訴她：「孩子不是一

開始就會看圖作文的，都需要有一個訓練的過程。但更重要的

是讓孩子覺得有安寧的心和環境。你可以坐在大椅子上，讓孩

子坐在你的前面，你們共坐一張椅子，孩子小小的身軀靠着

你，他覺得安心。然後你用手把着他的小手，帶他一起看圖上

有甚麼，比如有小貓、小魚，然後再看小貓在幹甚麼……一

邊帶孩子看到這些，一邊寫下來。」

媽媽問：「這麼複雜呀！那孩子從此就依賴我？」我說，

你把着他的手引導他，但每個生命都是要自主的，他頂多讓你

把一個星期，就不要你的「束縛」了。結果，這個媽媽剛帶孩

子這樣做，不到半分鐘，孩子馬上掙脫媽媽的手說：「我知道

了，我自己來」，於是在第二天的作業評分中，老師給他 100

分。老師都驚訝，以為是媽媽代寫。從此，這個孩子在寫作方

面完全是優異生了。

孩子從小被讚聰明

有些孩子反應快，從小就被讚聰明，這樣的孩子內心多是

驕傲。他要保持其「聰明」的稱號，就要各方面都體現出來，

但學習並非全靠那靈光一閃的聰明就可以做得優秀。那麼，一

個聰明人，如果他專心做功課而又沒寫好寫對，被老師批評，

他就會覺得自己不聰明，不聰明就代表失敗，那不如根本就

不用功、不認真，而不是不聰明。所以，這時候我們該體諒孩

子的「左右為難」，可以告訴他：「如果聰明再加上用心（不

要說用功，因為「用功」二字會讓孩子不知道怎麼才算用功，

但用心是很清楚的），遇到不明白的可以問爸媽，這樣你會越

來越棒（「越來越棒」表明你本來就棒，這樣一來你就會棒上

加棒）。

案例分析

 

長開房門對孩子造成心理壓力 

有一個一年級的男孩，因為剛上學成績不符合爸媽的要

求，而他的爸媽覺得孩子需要監督，就拆掉孩子房間的門，結

果孩子的成績越來越差。父母帶他尋求心理輔導；孩子告訴老

師，他覺得沒有門特別害怕，總覺得有甚麼東西會突然襲擊

他。老師和孩子的父母溝通後，父母才了解到此事的危害，於

是把房門安裝回去。並且改善了對孩子的態度，孩子的成績很

快就得到恢復，並且有提升。

	 				 孩子的世界不是成年人所想般簡單。從出生到長大，孩
子的心路歷程是父母想像不到的。我經常在課上問一些

成年人，你們還記得小時候的事嗎？還記得孩童時經歷

過的事情嗎？許多人都說忘了。而我，小時候每一段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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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記得，我會用當時的感受來體會孩子的感受。希望做

家長的可以把自己降低到你孩子現在的年齡來和他對話，

給予安全感。心，安定了，孩子才能專心學習。

有能量的說話

孩子做功課總是不專心。可以回應：

	 	「你安安靜靜、踏踏實實做功課，媽媽就在廚房做
飯。你需要媽媽的時候叫我一聲，我都在。」

	 	「沒關係，多練習幾次就會好。」

	 	「每個人都要耐心練習很多次才能做好做對的，媽媽
相信你會很棒的！」

孩子總是玩到很晚才	孩子總是玩到很晚才	
開始做功課開始做功課0303

孩子因貪玩而遲遲不去做功課，這在任何年齡的孩子身上都有孩子因貪玩而遲遲不去做功課，這在任何年齡的孩子身上都有

可能發生，尤以小學生為甚。孩子放學回家後總是坐不住、靜可能發生，尤以小學生為甚。孩子放學回家後總是坐不住、靜

不下；但功課這麼多，再不趕快做，就會拖到很晚。大人難免不下；但功課這麼多，再不趕快做，就會拖到很晚。大人難免

疲累，情緒受影響；久而久之，家庭氛圍和彼此的身心都受影疲累，情緒受影響；久而久之，家庭氛圍和彼此的身心都受影

響，孩子的成績沒改善。家長着急且疲憊不堪，對孩子無計可響，孩子的成績沒改善。家長着急且疲憊不堪，對孩子無計可

施；孩子愈發不能以好的狀態來學習。施；孩子愈發不能以好的狀態來學習。

孩子過早要去學習

面對孩子晚上「打仗」的現象，家長首先要知道這不只是

自己家的特殊情況，而是社會的普遍現象。一般來說，家長都

怕孩子輸在起跑線，提早把孩子推到競爭的跑道上，讓孩子過

早進入知識的學習中。殊不知，孩子早期的遊戲就是最好的學

習和訓練，而這種學習和訓練本應是隨着孩子生命成長的節奏

而來，而不是為了孩子之間的比賽、家長之間的比較。

每種現象的背後，原因都不是單方面，一定有家長和孩子雙

方的原因。在家庭教育中，這些現象的起因都是孩子從出生到成

長的過程中，孩子的需求和滿足家長的方式的錯位所帶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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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1 	孩子三數天就喊生病	孩子三數天就喊生病

孩子經常生病，去醫院查也查不出原因。家長可以估計這也孩子經常生病，去醫院查也查不出原因。家長可以估計這也

許是「身心症」的症狀。所謂「身心症」，就是沒有生理上的許是「身心症」的症狀。所謂「身心症」，就是沒有生理上的

原因，主要受心理因素而導致的疾病，有許多身體症狀都與壓原因，主要受心理因素而導致的疾病，有許多身體症狀都與壓

力、抑鬱等情緒問題有關。力、抑鬱等情緒問題有關。

病，其實是向爸媽表達訊息

當孩子覺得「爸媽不愛我，他們只愛我的成績」，那在他

心中就會產生和父母作對的心理，「你不是愛學習的孩子嗎？

我倒是要看看我學習不好，你還愛不愛我」。但孩子畢竟不敢

賭父母不愛他。當他發現自己生病的時候，父母對他格外關

心、愛憐與退讓——「都病了，就不要上學了」；他會評估「一

個為父母上學的孩子得到的愛」不及「一個生病的孩子得到的

愛」多。換成任何一個孩子，會讓自己成為哪一個孩子呢？答

案很明顯——做個「生病的孩子」。

孩子的病其實是在表達「爸爸媽媽，多愛我一些吧，讓我

知道你們愛我」。父母可以在孩子生病時對他說：「看來你的身

體是想告訴爸媽你需要休息，讓上學這件事等一等吧。」如果

父母這樣說也這樣做了，看看孩子是否就健康起來。試試看。

有能量的說話

孩子三數天就喊生病，影響上學。可以回應：

	 	「看來你的小身體是想告訴爸媽，你需要休息，讓上
學這件事等一等你。爸爸媽媽也可以等你的。」

	 	「生病沒關係，上學也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爸媽
希望你健康快樂。」

心理

小知識

有研究指出，通過正確的意識與心態的自我
對話，會有療癒效果。比如，對於自己的眼

睛，自我對話是「我愛我的眼睛。我在任何

一個角度都可以看清。我帶着愛和感激看我

的過去和未來。我選擇用新的角度去看自

己。我感謝我的眼睛」等等。成年人可以有

意識地通過自我對話去療癒自己的身心，但

孩子呢？就需要父母的幫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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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想自殺，父母怎孩子想自殺，父母怎
麼勸阻？麼勸阻？0707

有一個心理學家說過，他曾成功幫助一個想自殺的孩子放棄自有一個心理學家說過，他曾成功幫助一個想自殺的孩子放棄自

殺的念頭，回歸到正常的生活的軌跡；起因是心理學家做輔導殺的念頭，回歸到正常的生活的軌跡；起因是心理學家做輔導

時，看到一個孩子神情恍惚，與人隔離，眼光迴避。「總之，時，看到一個孩子神情恍惚，與人隔離，眼光迴避。「總之，

我就是看着這個孩子不對勁！」於是，心理學家及時聯繫班主我就是看着這個孩子不對勁！」於是，心理學家及時聯繫班主

任，找了這個同學談話；果然，這個孩子已經寫了遺書，正準任，找了這個同學談話；果然，這個孩子已經寫了遺書，正準

備在這一天實施他的跳樓計劃，幸而被及時發現。備在這一天實施他的跳樓計劃，幸而被及時發現。

讓孩子的情緒被接納

有些家長對孩子要求嚴苛，有些家長對孩子期望很高，有

些家長對孩子不信任等，都會造成孩子對自己的懷疑。孩子會

懷疑自己的智力、能力，甚至懷疑自己是否父母親生的。尤其

是青春期的孩子，會出現不能自我控制的情緒波動和青春期躁

動；不論與同伴、與父母、與老師的關係都會評判多於順從。

當孩子的情緒被父母接納，可以順暢地表達，孩子就會順

利度過這個時期。如果孩子經常被批評、被指責、被質疑、被

打擊，甚至被暴力；那麼，內因通過外因而起的作用就有可能

是極端的，比如自傷、自殺，甚至傷害他人等。

案例分析

 

每年兩次上演割腕一幕

我接過一個年紀大一點的孩子的自殺案例。孩子從初中到

大學，每當考試之前就會割脈自殘，但每次都是很淺的劃傷，

最多滲出一些血。但每次對於父母都是如臨大敵，母親哭、父

親急，孩子無力不語；但最終，孩子還是要參加考試，只是成

功地讓父母不要問成績，不要問排名。

當我了解到這些，我告訴孩子父親，孩子其實是在用這個

行為告訴父母：「別逼我非要考出甚麼好成績，你們要是再逼

我，今天我只是劃傷，明天我就真的自殺了！」奇怪的是，這

個孩子從初中到大學，每年如此，每年兩次上演這一幕，而家

長從來沒有好好和孩子談一談。

當我給孩子的父親進行了一系列分析，父親決定回去和孩

子好好談談，我們進行了談話的演練。父親打算回去說：「孩

子，每年看到你都這麼痛苦地把自己劃傷，我和你媽很心疼。

其實，我們都希望你輕鬆快樂地生活，只是我們一直不知道怎

麼能給你想要的輕鬆和快樂，是我們太粗心了。我和你媽媽希

望你以後能夠想說甚麼就說甚麼，我和你媽都會好好聽你講，

我們也希望你能好好對待自己，可以嗎？」

 之後的故事相信大家也能想像得出來，這個孩子沒有再
自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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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面行為是在向父母尋關注

孩子總把「我要自殺」掛在嘴邊，長此以往，語言會帶來

情緒的變化，語言會促使行動的實施。而且，孩子的一些負面

語言或行為，其實是在向父母「尋求關注」；由於正面行為沒

有被父母「看到」，孩子的情緒沒有被父母及時關注，孩子不

喜歡被父母忽略，會找機會刺激父母，比如打架、說髒話，甚

至自傷等，都是在告訴父母「你要重視我」、「你要重視我」、

「你要重視我」。

無論遇到孩子的哪種極端行為，家長都可以說：「我知道

我們以前對你的關注沒有讓你覺得滿意，但爸爸媽媽內心是

非常愛你，也希望你可以感覺到。」繼而再說：「假如你不說

想自殺，你想對我們說甚麼呢？我們很願意傾聽。」無論之前

父母和孩子之間有多少不愉快，孩子都願意「原諒」父母的；

無論在孩子的哪個階段，只要父母意識到和孩子之間有溝通問

題，並加以改善，孩子的問題也會得到解決的。

有能量的說話

孩子想自殺，父母應該怎麼勸？可以回應：

	「爸爸媽媽非常愛你，看到你不開心，我們很難過。
聽到你這麼說，我們更難過，能告訴我們你希望我
們怎麼做嗎？」

心理

小知識

在心理學對自殺的診斷中，針對想自殺的人，
如果不是突發自殺，那就要看他是否有實施計

劃，包括具體的時間、地點、方式等。以下是

一份專業的自殺評分標準：

	 1.	 絕望感（+3）

	 2.	 近期負面生活事件（+1）

	 3.	 被害妄想或有被害內容的幻聽（+1）

	 4.	 情緒低落 /	興趣喪失 /	愉快感缺乏（+3）

	 5.	 人際和社會功能退縮（+1）

	 6.	 言語流露自殺意圖（+1）

	 7.	 計劃採取自殺行動（+3）

	 8.	 自殺家族史（+1）

	 9.	 近期親人死亡或重要的親密關係喪失

（+3）

	 10.	 精神病史（+1）

	 11.	 鰥夫 / 寡婦（+1）

	 12.	 自殺未遂史（+3）

	 13.	 社會經濟地位低下（+1）

	 14.	 飲酒史或酒精濫用（+1）

	 15.	 罹患晚期疾病（+1）

根據上述 15 個題目量表根據加分規則得出總

分，分數愈高代表自殺的風險愈高。≤5 分為

低自殺風險；6~8 分為中自殺風險；9~11 分

為高自殺風險；12 分為極高自殺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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