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幸福列車         第六站 攜手 放手 

第一次上學，是誰牽著我的手走進陌生校園？

第一次寫字，是誰握住我的手一筆一畫學習？

不管是爸爸、媽媽，還是阿公、阿嬤，

大手牽小手的畫面，小心呵護的情景，

遙想當年，是多麼美好又溫馨的回憶。

物換星移，長大之後，

這一方覺得「我多愛你、對你多好」，

另一方只想「快快逃離、飛到遠處」。

雙方的心，不再靠近，

想再牽起彼此的手，竟成為最遙遠的渴望……

讓我們從心學習，重拾歡笑，

珍惜旅程中的每一個有緣人，

陪伴彼此生命，心與心相映，

一塊探索，跨越困難，彩繪美麗藍圖。

教案▓福智家長聯誼會

陪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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吶喊！我要自由呼吸的空間！　

從小，媽媽就對我無微不至地照顧。到了大學

時代，我在外地讀書，媽媽擔心到哭，甚至說她

要在學校附近租房子，可以幫我煮飯。她任何事

都先幫我做得好好的，到哪兒都把我呵護得很周

全。一吃完飯，她就把我的餐具收走，馬上奉上

水果；我住宿時穿的衣服，她要我全部拿回家給

她洗……。個性緊張、凡事求快的她，讓我快喘

不過氣了，只想離媽媽遠遠地，「天啊！好不容

易終於得到一點兒自由，能不能您也喘口氣，讓

我過過自己想要過的生活？」我在心中無奈地吶

喊著。

畢業後，以鄉下人的進度，二十幾歲還沒結

婚，讓觀念傳統的媽媽又開始煩惱了。隨著年齡

增長，每次回老家，姑姑、嬸嬸、阿姨就拉著我

的手，教誡我「不能不結婚、眼光不能抬太高」

等等，還不斷幫我介紹對象。所以我只要回家，

壓力就很大。

後來認識了我先生，終於要嫁了。結婚之前，

媽媽一想到我要結婚，三個月後將要離開這個

家，就哭得很傷心。可是坦白說，我心裡一點兒

感覺都沒有。我想：「啊，您不是希望我趕快嫁

出去嗎？那麼多年的催促，每天都在我耳畔一直

叨念，好不容易，我滿了您的願了，有什麼好傷心的？」

等我嫁過去，媽媽又在操心婆家會不會像她那樣疼我？婚後，我

第一次在婆家過生日，媽媽特地送了生日蛋糕來，告訴婆婆：「今天

是我女兒生日，親家母，以後就要麻煩您了！」我覺得好壓迫，雖然

我知道媽媽很愛我，可是，我真的承受不了她那麼強烈又令人窒息的

愛……

「起床 起床 快起來 去洗臉 去刷牙 記得梳頭

  這是你的衣服和鞋子 有沒有在聽啊

「要吃早餐 因為醫生說早餐是一天中最重要的一餐

  要吃維他命 因為這樣有天你才長得壯又高

「離電視遠一點 關小聲一點 吃飯別玩手機

  今晚不准玩電腦 不想被沒收iPod就給我聽話

  ………」

當《威廉泰爾序曲》第四樂章的號角合奏響起，當爆紅於英國達人

秀的蘇珊大嬸雄赳赳、氣昂昂地，連珠炮般唱出〈老媽之歌〉，立即

引發觀者共鳴、會心大笑。

〈老媽之歌〉節奏快似饒舌，給人有點喘不過氣的感覺，正是這種

「壓迫感」，傳神地把媽媽嘮叨咄咄、愛深責切的形象表露無遺。

不論前奏選曲或歌詞鋪陳，在在看見創作者的幽默。話說「威廉泰

爾」的故事，發生在古老的十三世紀，那時候的瑞士在奧國暴政統治

下，人民過著水深火熱的生活，有一位叫做威廉泰爾的愛國神射手，

積極參與抵抗暴政行動。而該序曲最有名的第四段「終曲」，描寫的

則是自由的瑞士革命軍英勇進攻，以及民眾因為勝利而高聲歡呼的情

景。以這樣的前奏表達心聲，既昭然若揭也耐人尋味。

曾幾何時慈母成為暴君？監護人化身舍監？何以摯愛變成障礙、仰

賴變成挑戰？究竟是什麼讓這美麗的初衷起了化學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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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蓮阿姨 小啟發

※父母／老師所扮演的角色對孩子

是很重要的。

每個當長輩的人都應該要靜下心

來回顧：對孩子而言，我最常扮

演的什麼角色？我的做法又是什

麼？是不是做了很多事，最重要

的「心」卻沒顧到？

父母所扮演的角色對孩子是很重要的。

孩子小的時候言聽計從，曾幾何時長大了，翅膀硬了，牽不到手

了，心遠了…… 「大手牽小手」有那麼困難嗎？為什麼我們想要牽孩

子的手，卻拉不到？問題到底出在哪裡？我們明明很愛自己的孩子，

心卻離得越來越遠？這時得要反省一下，自己最常扮演哪種角色？獄

卒、舍監、禁足者？其實，這些都不是爸媽內心想要的定位。 

而孩子的心聲又是哪些？小時候父母這麼照顧、疼愛我，長大後慢

慢地我有了自己的見解和想法，就跟父母親產生種種的對立，嫌他們

囉唆、嘮叨、逼迫、煩人，是什麼原因造成我們之間有這樣的一個問

題？真是想不通。

通常，當自己的身分成為父母或者經過學習之後，才會體會到父母

的辛勞，想要重新拉著父母的手再一起去探索世界，然而這個機會還

有幾次呢？

若是沒有「醒覺」，繼續複製上一代的做法，什麼事都一手包，不

僅剝奪了孩子學習的權利，無形當中，這樣的教養方式也會跟孩子形

成對立的問題。在孩子的記憶中，只留下受傷害的心結與血淚斑斑的

刻痕。

事實上，小手一定會牽大手的，因為父母就是孩子的視野和靠山；

反而是大手要留意，有可能因為自己的心情起伏、對孩子期

望不同而產生對立，就把小孩的手推開了。有愛，但方

法錯誤的話，也只是窒息感。

 

父母常常會忘記自己是誰？有時候不小心

就只是一個監督者，管理者，像獄卒一樣，就

是管他，管他，哪裡做不好，哪裡做不好，然後

要怎麼改善。

智
者
的話

兩代琴　

最近，寶貝外孫熱愛彈鋼琴，所以我常常陪他去學琴。記得，他剛

開始吵著要學琴時，我曾很認真地問他，「為什麼要學？你真的喜歡

嗎？」「練琴很苦喔，每次上完課回來都要練習耶。」「鋼琴可學可

不學喔，你真的要學嗎？」他每次都很肯定地說：「我要學！」幾次

來回確認後，我告訴他：「要學可以，但是鋼琴不用買，用租的。」

即使他突然不想學了，也可以立刻不租，外孫也欣然同意。

為什麼要這樣一再詢問他的心意，是因為曾經有一段陪女兒學琴的

第2階

小

故
事
 大

啟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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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當孩子心靈的知己、友伴，以及痛苦時的傾聽者。

或許，牽孩子的手也沒那麼困難，首要之務就是「把心拉回來」，又或者說

「把心湊過去」，重點就是縮短心與心之間的距離。

你能想像只要平時撥出一些時間，即使是不說話的傾聽與用心陪伴也能發

揮功效？更何況是口語表達或是實際關愛的小動作，一杯水、一把傘、一個便

當、一個微笑、一句鼓勵，都能溫暖彼此的心。定期地灌溉耕耘與付出，在關

鍵時刻就自動化險為夷。

眼見孩子的成長表現有偏移不如預期，父母、老師的內心情緒多多少少也會

心急焦躁，卡住的問題還有哪些？還要陪多少次才會進步？這種情況也拖夠久

了吧？可是當長者的人得要沉住氣，而且要有心理準備：每個孩子學習進度都

不同，無法用比較的心態來預期結果。耐心陪伴，孩子有一天也會用相同的態

度回饋。

事實上，只要是還沒有學會、一直學不會的，就是「幼嫩的苗芽」，更需要

呵護才能成長。即使是外型已長成大人的我們，也有很多不會的，從學習的角

度而言，也是仍在「成長中的幼苗」。陪伴孩子的同時，孩子也在陪伴我們長

大。

父母師長的角色不應只是監督者、管理者，更應該學習當孩子心靈的知己、

友伴、傾聽者。參與，但不必介入；關懷，但不必控制。當彼此表現好的時

候，不妨來個「好寶寶印章」或是送對方一張「乖寶寶貼紙」，如此親密又俏

皮的溫馨互動，讓彼此感情越來越好！

父母要當孩子心靈的知己、友伴，還有在痛苦的

時候的傾聽……，反正世間美好的那一切，父母

都要當！因為你不撐著，他就倒了，幼嫩的苗芽需

要悉心地呵護。不要隨著他的心起伏，你要站定

自己的位置，呵護他，給他前進的力量和勇氣。

水蓮阿姨 小啟發

※幼嫩的苗芽需要悉心地呵

護，想想如何牽孩子的

手一起向前走？省思我

還要努力的是什麼？

想
一
想

智
者
的話

慘痛教訓。記得在她小時候，我要求她要學才藝、學琴、學舞，當時

我一心只顧著她既然學了就一定要學到好，從不曾關心她的想法和意

願。有時和家教談及她的學習狀況，只要聽到她哪裡沒彈好，我馬上

回頭立刻就打她的手心：「又錯！又錯！」打到最後，女兒開始討厭

彈鋼琴。

後來，她到國中就不願意再繼續學了。有一次，她的同學們到家裡

玩，大家圍著鋼琴高興得又彈又唱，結果女兒自己一個人悶不吭聲躲

在書房裡面一直看書。我進去問她：「同學彈琴彈得好高興，妳怎麼

不一起玩哪？」卻聽到女兒憤怒地回答：「我恨死鋼琴了！」我當場

愣住，原來我逼她認真用功，反而害她不想學習？這巨大的衝擊造成

我心絞痛，悔恨不已。我陪伴的方式絕對有錯誤！竟然活生生地扼殺

一個孩子學習的興趣！

現在，我陪外孫學琴，做法徹底變了，也不再背負買鋼琴的巨額

費用與不學的壓力。鋼琴半年租約期限到期前，或是帶他去彈鋼琴

時，我會關心問他：「你每次都要練習耶，好辛苦喔！如果沒有興趣

的話，沒有關係，這世界上可以學的東西很多，不一定要繼續學這

個！」但是他每回都說：「阿嬤，我喜歡！我不怕苦！我要學！」

在學習的過程中，我一直體會他的情況，有時練琴久了他看起來興

趣缺缺，我也會想了解他的心情：「你還想學嗎？不要勉強喔。」我

不監督，只是陪伴與傾聽，結果寶貝外孫到現在已經堅持了三年多，

繼續學習下去而且愈學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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郵局掛號 挫敗初體驗

記得有一天，媽媽拿了一包資料給我：「妳去郵局掛號！」可是，

怎麼掛號？那時我才小學六年級，想跟媽媽問個清楚，媽媽卻沒多

講，只說：「掛號這麼簡單都不會？妳到郵局再問！」我不情願地嘟

嚷：「我就是不會啊，沒寄過掛號才問的嘛。」搞不清楚狀況的我只

能硬著頭皮到郵局再問。

到了郵局，幼小的我很緊張地跟櫃檯說要掛號，小姐給我郵票後，

我直接把它貼在信封，接著就「咚」一聲丟進郵筒了。

好不容易完成了任務，開心地碰碰跳跳跑回家，沒想到被媽媽教訓

了一頓，原來，直接丟郵筒根本不是掛號！想到一開始媽媽就沒說清

楚，後來又要被責怪，脆弱的心靈感到委屈受傷，還躲

起來哭了一陣子。

後來，我做事變得容易畏畏縮縮、沒有自信，我

想這也許是兒時掛號那件事帶來的後遺症吧。

煎荷包蛋 也要過三關

煎荷包蛋，難嗎？

兒子同學的媽媽覺得超簡單，她不能理解怎麼兒子學了

一、兩個月還不會？

有天我們剛巧路上碰面，她開始碎念抱怨道：「煎蛋這麼簡單，別

人家孩子一學就會，我兒子居然學了一、兩個月還不會。」

我很好奇地問她：「妳怎麼教？」

她很驚訝回答：「不就是開火、熱油、打蛋，這還需要怎麼教？」

聽她這麼說，我開始揣摩她和孩子遇到的難點。

我說：「對孩子來說，光是瓦斯爐開關就是個挑戰，因為他會怕

火。再來，放油熱鍋也是個挑戰。打蛋又是第三個挑戰，打進鍋裡也

第3階
會怕呀，怕被油噴到。不妨先教他把蛋打在碗裡，再把蛋液從碗裡滑

進鍋裡，這樣就比較不怕啦。」

教孩子也是有方法的，若在一次一次陪伴的過程中，想想怎麼讓孩

子比較不會害怕，減少挫折恐懼的感受，增強自信心，不是很好嗎？

快速通關 心不卡關

過年期間，我們全家回香港懇親。到機場後發現出境大廳人山人

海，我跟先生已辦好「自動查驗通關系統（e-Gate）」，可以快速通

關出境。可是卻要花時間等待大三的女兒排隊檢查護照。

當時，我心裡很不開心，覺得這孩子真不聽話，因為早在三年前

女兒進出上海探親時，我就提醒她要找時間辦理「e-Gate」。但孩子

拖了這麼久，都沒去辦。以前遇到類似狀況，就會忍不住叨念孩子一

番，孩子也會很不開心地回嘴，最後甚至吵架。然而每次吵完，彼此

都要花好長時間調理情緒，身心都很疲憊。

這次，我想起師長說：「關愛教育是了解孩子爬不上去的難點，

給予支持、給予力量……」於是，我認真地想，孩子到底遇到什麼困

難？

當我的想法改變不再責備孩子，心情也變輕鬆了，也讓我想起去年

九月到日本旅遊的往事。當時原本全家有共識，一早由女兒負責叫二

部計程車到機場，但孩子到岀門前都沒有行動，後來我才明白：孩子

不曾使用「電話語音系統」叫車，又要同時叫二部車，她卡住了，不

知如何應對。我發現孩子「沒做過，沒信心，不敢嘗試」的難點。

於是，我調整心情、秀好表情，語氣柔和地問女兒：「今天剛好班

機延誤，爸媽陪你一起辦e-Gate，好嗎？」，女兒說：「不用了」，

我問：「為什麼？」女兒回答：「沒有為什麼，就是不想辦……」我

心想她平日跟爸爸感情比較好，不如讓她爸爸陪她，於是不氣餒再繼

續問：「要不請爸爸陪你辦？」這次女兒未答腔，爸爸很有默契地跨

步陪女兒去排隊。後來排隊到一半，女兒已經觀察到如何辦理，她決

定自己完成，不需要爸爸再陪。

果真，沒一會兒，女兒獨自辦好e-Gate，全家快快樂樂出境了。回

學
習
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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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女兒提前一天回到臺灣，快速通關入境後，很開心發LINE謝謝我

和爸爸鼓勵她辦e-Gate，這是一次很成功的經驗，陪伴孩子跨越了她

的難點。

想
一
想

智
者
的話

了解一個人爬不上去的難點，給予支持、給予力量，並且體會

教育是重複性的工作。反覆地探索、反覆地觀察、反覆地琢磨。

在陪伴的過程中，若是保護太過周到，孩子容易退縮沒自信；若是

過度高壓監控，孩子也會抗議反彈。孩子不是麻煩製造機，一定是有

他的難處，才會出現讓人傷腦筋的行為。上面幾則故事，你是否有看

出來一個人爬不上去的難點？

當發現孩子有爬不上去的困難，我們可以拆解動作一步步地說明清

楚，給他一個容易的下腳處前進。孩子長大了，有時也會有自己的情

緒，通常他不直接說「我不會」，而是拐個彎說「我不要」。當個有

智慧的人，解讀背後的心思，才能善巧地助人輕巧過難關，先不扭曲

不卡死在情緒糾結中，才有向上跨一步的勇氣推動力。

然而，要想看清楚、讀懂一個人的心，我們必須先放下自我與高姿

態，尊重每個人都是獨立的個體，欣賞他人的特質和個性，才能真實

地觀察到一個人的內心、體貼這個人的辛苦。過程不是容易的喔，得

要訓練耐心、愛心，不求一次到位，經過反覆地探索、反覆地觀察、

反覆地琢磨，放掉控制掌握的習性、用寬廣包容的心胸，接受孩子的

失敗，鼓勵他再站起來。教育就是重複性的工作。

失敗是有它獨特意義的，錯誤的價值在於避免下次遇到相同的問

題，朝向成功多一點。在錯誤中不停地學習。關鍵是他在這個錯誤中

學到什麼？要讓他學習，而不是因為這一些錯誤，就把他打得鼻青臉

腫，到最後什麼都不行了。

當我們堅持給予支持和關愛，足以「改變親密關係、拉近心的距

離」，其轉變的力量遠遠大於責備。另一層收穫是讓下一代實際體

驗和複製良好的陪伴方式，「幸福」將能代代傳承下去。學習關愛教

育，世世代代保平安。

每個人都在錯誤中不停地學習。關

鍵是在錯誤中學到什麼？要讓他學

習，不要因一些錯誤，就把他打得

鼻青臉腫，不是懲罰他，而是要教

育他。

教育就是教導他、培養他，讓他

知道取捨。一次不行，再來一次！

再一次不行，再來！再一次不行，再

來！教育是重複性的工作。

觀察孩子，現在遇到什麼爬不上去的難點，

我如何幫助他？

未來可能會遇到什麼難點，我如何提醒他？

讓每株幼嫩的苗芽，都能突破困境，順應特

質，發揮自己的才能，快樂學習長大。

做
功
課 

水蓮阿姨 小啟發

  親子師生 協同合作

※生命中，自己有沒有爬不上去的難

點？感覺如何？

※想一想：孩子會有哪些爬不上去的

難點？

※我要如何扮演好支撐者的角色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