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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人際關係 13 

善群能力從親子關係開始培養 

我家有個高中兒子 A。 

 

他小時候很乖、很聽話，每天跟在我身邊問東問西，既乖巧又窩心，國小成績也很耀眼，是

讓我們夫妻倆覺得驕傲的孩子。但是自從進入國中之後，整個人似乎變了一個樣：在家多半

時間不主動與我們講話，問他一句話（話題多半都是學校發生什麼事？考試時間、成績之類

的），他都是簡短的、不情願的回你一句；只要碰到電腦鍵盤，就像被膠水黏住，無法離開；

多數時間都是「黏」在電腦上，從來不碰書本（說真的，能夠上延平，也真出乎我們意料之

外）。眼看成績那麼爛，我們不得不著急。提醒他幾句，整個人就發飆，砸東西、對我們大小

聲；對姐姐不尊敬，對弟弟「非常」不友善。聽他與同學講電話，三不五時，夾雜一句一字

經、三字經之類的。不由得我們不著急：這是現代社會年輕人的時尚嗎？ 

 

想我們小時候，那敢這個樣子？爸媽說我們，只有乖乖低頭聽訓照作的份；對於兄姐，自幼

也被教要：「長兄若父、長姐若母」，還要幫媽媽忙，照顧弟妹。我們大人示範給孩子看的，

絕對不是他目前表現出來這個樣子。到底是哪裏出問題？難道時代進步，就不再需要倫理道

德了嗎？是我們跟不上時代腳步了嗎？ 

 

如果時代的進步，讓我們人類必須揚棄人與人之間應有的尊重與規範，所給我們的只有物質

上的方便與享受，那們我們人類的生活難道僅僅只是比動物略勝一籌而已，沒什麼特別的？

做人的價值難道僅僅只是這樣嗎？教育難道只是知識的傳授而已嗎？ 

                                                         一個憂心的家長 敬上 

簡老師： 

有些時候，我覺得爸爸媽媽很不講理：一聽到或看到某種情況（他們不滿意的），張口就罵，

完全不給我辯解的機會，也不想花點時間做深入了解。我好不容易鼓起勇氣解釋幾句，他就

罵我：「做錯事還敢頂嘴！」「狡辯！」「推卸責任！」印象中好像從來沒有把手邊的事情放下

來，專心聽我說話、瞭解我委屈的經驗；有一個電視廣告：「跟你的孩子促膝長談。」在我們

家，不可能會有這種事。 

爸爸最常對我說的話：「我工作這麼辛苦就是給你們享受，你們只要把書讀好就好，自己的問

題自己解決，不要來煩我。」更可怕的是：「讀不好就退學，去做工！」「不聽話就給我出去！」 

但是就我們這個階段，要把書「讀好」，尤其在我們學校，同學都很棒，要考出像國小時那樣

耀眼的名次，短時間內有困難；而且我們現在所遭遇到的問題，比國小時複雜，很多已經不

是我自己能力所能解決（比如：聽不懂；不知怎麼讀？不知怎樣和同學相處？考不好；心情

有時沒有原因的很煩、很悶，不知道怎麼辦才好，…等等），我期待的是爸媽們能知道我的問

題，容許我解釋，至少在我遇到困難的時候，能傾聽一下我的煩惱，知道我的問題，給我一

點鼓勵、安慰和指導，對我會是很大的幫助。 

多半的時間我都覺得他們是在「落井下石」、「雪上加霜」、給我增加更大的困難。我真的很想

知道：爸媽在遇到像我這樣困難的時候，他們都會怎麼辦？爺爺奶奶有沒有罵他們？或威脅

他們？還是他們真的都沒有遇到過困難？ 

還有，為了這個「書讀不好」，我的人生也變成黑白的：我一向喜歡唱歌、欣賞音樂、彈奏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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琴、吉他等樂器，也很喜歡親近大自然，都因為我功課爛而被迫停頓。 

我知道爸媽工作都很辛苦，都很愛我、一切努力都是為了我的將來。可是如果他們對我講話

的時候和顏悅色一點、口氣溫和一點、態度尊重一點，在我遇到難題的時候，耐心了解問題

所在，我會覺得比給我物質享受還要受用。 

經過這十幾年的折磨，我已經確定完全沒有辦法與爸媽溝通，雖然老師您說要幫我忙，跟爸

爸媽媽說說看；但我可以肯定回答您一句：「沒有用！」他們不會聽的，他們甚至來學校都不

願意，因為「成績那麼爛，到學校去丟臉。」就是這個原因，連學校日他們都不肯來呢！ 

老師！成績爛，難道就不是人嗎？說我成績爛，只因為我讀二、三十幾名，那讀在我後面的

那些人算什麼？ 

我想要爸媽改變態度唯一的可能就是：「我把功課讀到前幾名」，可是「我很用功，功課卻弄

不好」正是目前我的煩惱啊！老師啊！您說：我要怎麼辦？                學生 B 敬上 

各位家長與同學： 

個人的出生： 

由父母賦予「我」生命→教養（我的）人格→發展親子關係→發展與其他人的倫理關係 

本文兩個不同立場的當事人，其問題有的共同點： 

1. 父母忽略或不懂孩子的心理需求，卻對孩子有個人的期待 

2. 孩子只感受到家長的責備與期待，沒機會或不給機會了解父母的用心； 

雙方溝通之門是阻塞的。 

鑒於人類的倫理關係是由親子關係開始→家屬→鄰里→同儕→社會，不斷往外擴張、發展 

如果雙方僅僅停滯在親子關係上面打轉，無法進步。 

所以經由這兩個話題作以下闡述： 

壹‧與親子關係有關的： 

一、父母的職責 

    因為家長是大人，是下一代各種有關「人類特質」的啟蒙者，是孩子人格的塑造者，影    

    響下一代的品質至鉅，故在此多所著墨。 

個人一出生，第一個接觸到的周遭人物是母親及父親（或代替母親的照顧者）。所有有關

一切人類特質的部份（與其他動物不同者）（比如：說話；兩腳站立走路；用手製造、操

作工具；了解抽象的語言文字；組織記憶、邏輯推理等等）父母都是啟蒙者。還包含愛

的接受與表達、關懷服務他人、生活經驗的整理與傳承等等。 

所以康德（註一）說：「教育的目的就在於使人成為【人】（註二）。」 

只有在人的教導下，人類的特質、功能才能彰顯與發揮。 

★ 父母對於子女的職責就是：育之、教之。 

1. 養育 

扶養一家人很辛苦。因為必須用自己的知識經驗、心力、勞力辛勤工作，與別人競爭，

滿足一家生活之所需；當遇到困難挫折時，想盡辦法克服；有時為了全家生計，就算

是學非所用、高階低用、降格以求、犧牲尊嚴也在所不惜。 

是何種動力促使人們有此勇氣與力量？是對家人的愛、責任。   

2. 教育 

只有養育還不夠，還要教下一代能「成為一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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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無法做到這點，那養孩子與養牲畜並沒有什麼不同。（因為養寵物也還是要訓練

牠們） 

★教育孩子比養育孩子更辛苦、困難千百倍。 

某些家長對於自己的「親職」有迷思，歸納起來不外乎以下： 

工作辛苦為家人帶來享受，似乎已盡好先生、好父母的責任： 

    但事實上是太小看自己對一個家庭的重要性了。如果一個人對於家庭的功能僅只

限於經濟供給者，那跟養牲畜的心態是無差別的。因為如果養寵物的話，主人還

要費心教牠大小便及禮貌的規矩呢。我套句孔子的話：「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

教，何以別乎？」 

學校教育非萬靈丹，不是「只要把孩子放到學校，孩子自然什麼都學會」。 

  自幼無規範的「制約」（註三），長大把他放入一所較嚴格的環境，對一向無拘無

束慣了的孩子，會覺得苦不堪言、學習效果受打折，也影響他人課程的進行。 

  對同學而言：上課時不守規矩，講話、作怪、搗蛋，侵犯別人聽課的權利。 

  對老師而言：要讓老師不斷的暫時停止上課、維持秩序，也影響上課的進行。 

  這些現象，可能導致孩子人際關係變差。因為如此，孩子會尋求其他管道（比如

更加搗亂作怪）來取得自己在班上的位子，而非以成績、善群能力來獲取。 

  而這種結果都非我們所願見到的結果。 

在生活中只想到自己需求的滿足（比如孩子把「分數」、「名次」讀好、考上名校、 

    熱門科系等），忽略孩子的困難、意願、能力等等。以致家長的期待與子女的表現 

    有落差，親子間誤解與衝突於焉產生。 

   （比如 A 同學在國中時行為態度為何有如此變化？如果親子關係良好，孩子的問

題能自在的向父母提出來，父母能理解、給予幫助，問題當不致變得如此嚴重。） 

很多家長自然而然會把自己關愛的眼神放在較弱勢者、較搗蛋不聽話的孩子身上， 

  不知不覺會疏忽自動自發、自律自治的孩子。這是不公平的現象。 

  父母當珍惜老天的禮物，勿因為他乖巧不須費心就不關心他，反而在不聽話的孩 

  子身上下功夫，這是賞罰不分，不公平。 

        家長們必須了解一個現象：  

每個小孩在進入一個新的學習階段之前，都先要具備一些基本行為能力（這些能

力都必須在家庭教育中被父母培養好）： 

比如上幼兒園之前：要學會站、走路、控制大小便、要有某些表達能力，會聽

懂簡單的指令，會自己吃東西等等。最重要的是：情感的接受與表達、對別人、

自己情緒簡單的了解。 

上國小之前：除了自己會自理大小便之外，會聽懂語言的含意、會表達自己意

思、會操作簡單工具，會與人相處、具備交叉學習的能力（註四），會簡單的察

言觀色，願意接受規範與教誨，有強烈的學習動機與慾望。 

上國中之前，舉凡讀、寫、算、接受抽象概念的學習、組織能力的培養、自省、

舉一反三、人際溝通、將心比心、責任感、自動自發的學習習慣、並有記憶經

驗與教材的技巧等等。 

          高中階段就是把過去學來的、累積的各種能力，整合擴充，在學校作最大的發

揮。 

如果不具備這些起點條件，等孩子進入學校以後，當別的同學都可以馬上進入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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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發揮學習效果的時候，這個孩子才開始要學習前一階段該學沒學的。 

對於新的學習內容，既無法進入狀況，反而因為自己的行為與現階段的環境格格

不入（這種學習，尤其以尊重他人、責任感、遵守規範更重要）而遭受挫折，影

響自信與人際關係，嚴重的還會影響未來的善群能力。 

        考試成績表現絶對不是孩子能力的全部。 

父母要接受「多元智慧」的觀念：了解人的智能多元（至少有：語文智能音

樂智能數學邏輯智能空間智能肢體運作智能人際智能內省智能自然

觀察智能）。父母的職責是讓孩子有機會接觸各種不同能力展現的場所，讓孩子發

現自己的性向專長，引導孩子往這方面發展。 

成功的父母是孩子遇到問題時，願意找你討論解決方法的父母；而非變成是他另

外要解決的一個更大的問題（如何隱瞞你，不讓你生氣。） 

★在家庭中，在經濟許可條件下，父母不能以任何藉口避開教育子女的責任，尤其孩

子在年幼的時期（因為這是讓孩子人格健全的關鍵期）。等孩子人格發展成熟、知道

如何從生活中萃學習材料（知道學什麼？如何學？）之後，才放手讓他「自己學」。 

二、子女對父母的態度： 

    1. 要有智慧感恩父母的辛苦與用心： 

      時時心存感恩：他們賜給我們生命、養育我們長大、沒有讓我們餐風露宿、為生活愁 

      苦、讓我有讀書學習的機會。 

      如果非得一定要等到「養兒方知父母恩」時，往往會讓我們後悔來不及。 

      如果沒有智慧善解父母生、養、教育之恩，一顆心時常處在排斥、作對、反抗上，縱 

      有天高的 IQ，也無法發揮功能。 

    2.不要揚棄固有傳統的孝道。因為道德的精神是：「盡其在我，但求心安」。 

一個孩子自幼與父母親密慣了，成長到某個階段，突然變成會對父母沒大沒小嗆聲、

關起門來不理會父母，眼看父母為自己痛心難過，還要裝得無動於衷，…除非他是一

個沒有良心的人，否則不可能安心自在。「不能安心」會讓我們痛苦、內疚，行事無法

順心如意、得心應手。 

★父母「不好」、「無理」，絕對不能成為自己行為不孝的理由。 

3.要了解親子關係是所有人倫的開始： 

我們的人際關係是由親子開始→同儕→群己→社會→環境→大自然 

親子關係和諧有效率，其他的倫理關係必然更有效。如果人際關係停留在親子關係打 

轉，世界無法開闊。 

      想要讓自己前途寬廣、人際無礙，處處得善緣，請從親子關係開始努力→把不可能 

化為可能。這是一個很重要學習機會。 

      ★當然，為了子女「成龍」、「成鳳」，父母的配合更重要。 

    4. 當心裡有事時，不要悶在心理，以打電動宣洩情緒、逃避面對，這是逃避、只是把問 

       題養大，非解決問題的好辦法。找父母、老師、親友都是方法之一。 

     以 A 同學為例：他的心已經完全被電玩掳獲盤據，身處盲點之中，無法客觀看清自 

     己的處境。故且不論當初是為了什麼因素逃避現實、沉迷於電玩世界？ 

      可是現在如果肯把自己的心稍微從電玩上抽離出來，以旁觀者的角度看看自己的際  

      遇：衣食豐足，有福分可以上學，有舒適的空間可以讓自己隨心所欲玩自己的電腦，   

      有關懷自己的父母手足同住，三不五時可以無禮的對父母兄弟撒嬌咆哮，過的是「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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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幸福之中」的日子； 

    ★而自己正在以什麼態度、生活內容消費這些幸福？ 

      沉迷電玩、虛度光陰，荒廢課業、傷害感情。 

        每天過的是最奢侈浪費的日子：因為浪費掉的青春時光用再多的錢也買不回來；被 

        傷害的親情難以用金錢彌補（好在用愛可以彌補）； 

      浪費自己的福分： 

        福分不是平空得來，需要靠平時的播種累積。 

        我們小小年紀，如果平時不多做善事，目前還沒有能力為自己植福。所有目前所享 

        有的福分都是來自父母庇蔭。 

        這種恩情，報答都來不及。可是看看我們回報給父母的是什麼？咆哮發飆、傷害手 

        足感情，害父母擔心難過。 

        如果為了電玩可以犧牲這麼多：親情、父母的眼淚、前途、光陰，除了滿足一時情 

        緒的宣洩之外，究竟可以為你帶來何種收穫？可以改變你的現在與未來？ 

      ★同學們自己想想：目前我的生活是什麼情況？我是否「身在福中不知福」？ 

        父母對於我們有如許大恩：生育、養育、教育，我是以什麼態度回報？ 

        以上所說，是老師認為「百善孝為先」的理由。 

      ★子女對待父母的態度：知福→惜福→感恩→造福 

貳‧倫理規範的必要性 

一般人可能會把「規範制約」與「壓抑創意」劃上等號，其實是不正確的。 

壓抑創意可能與教材教法或考試方式有關；但一個人的潛能創意絕對是在冷靜思慮的情

境下才得以發揮。 

一個孩子如果隨時都處在心浮氣躁、容易受周遭事務干擾的狀況，心定不下來，縱有再

高的天份，也發揮不出功能。 

大學中有句話：「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

（同學如果有不懂的，請問自己爸媽：這句話是什麼意思？） 

佛教主張「戒定慧」：生活遵守規範（守戒律）→內心安定→智慧呈現。 

指的都是生活中遵守規範、規律的重要性。 

一個孩子如果因為過動、定不下心來學習，是不得已。 

但是如果是因為父母縱容溺愛，自幼捨不得加以規範制約，等到一個新的學習環境，當

別人隨時可以定下心來學習時，這個孩子卻情緒興奮高亢，喧嚷聒噪，心思都不知道飛

到那兒？不只自己沒辦法學習，也影響到人聽課的權利。也因此影響到人際發展、適當

行為的學習。 

而這種行為規範的建立，是自孩子幼時在家庭日常生活中被制約建立而來。 

尤其現代的孩子，每天生活被「聲光速度、感官刺激」灌爆，行為如果再沒有規範的約

束，「深思穩重」的特質無由建立，這是對「領袖特質」的傷害！是社會的損失。 

★ 同學們知道了：要接受班級規範，是邁向成功的第一步！也是作個現代公民的基本條

件！ 

參‧倫理關係的擴充與發揚 

親子關係是所有倫理關係的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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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子關係從愛出發，孩子從被愛、被尊重、被體諒→學會如何愛人、尊重人、體諒人 

→學會仁民愛物（動物、植物及萬物）→愛大自然。 

我們要培養出來的下一代，應該是如此有愛心、有能力可以關懷別人、照顧別人、服務

社會、有感情、有溫暖，可以與別人作正向溝通的人。因為： 

1. 世界擴大，人與人之間的距離因為交通、資訊的發達而變得接近：與別人接觸、意見

交流的機會增多了。而溝通是縮短人際界限的主要手段。 

2. 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因忙碌、電子工具的使用（電話、電視、網路等），沒時間「用

心」了解彼此之間的需求、情緒、感受、尊嚴、感情，而疏離；具備這方面特質的人，

因此而更顯重要。 

    3. 服務業佔現今產業結構之絕大部分，就業市場需要的比較多是【對人的服務】－貼心 

       了解對方需求、給予適當服務的人才。 

4. 現代社會工作內容變得複雜，專業分工是趨勢。要發揮自己所長、與別人分工合作 

      最基本的條件就是需要「善群能力」。善群能力並非天生，需要不斷學習、練習。 

★ 一個人如果能時時把倫理規範存放於心，行事不逾越倫理，則人際關係必佳：情緒不

會被沒有必要的衝突、煩惱盤據，做事能專注；長輩疼、平輩服氣、晚輩尊敬，行事

到處得助力→此即善群能力。 

★ 我們想要培養的理想下一代不就是如此嗎？        

註： 

一、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德國哲學家，德國古典哲學創始人。他被認為是

對現代歐洲最具影響力的思想家之一，也是啟蒙運動最後一位主要哲學家。 

二、【人】：指的是人格健全、經過社會化的【社會人】。 

三、制約：就是利用「獎勵」或「懲罰」為手段，讓孩子學會什麼事可以做（被獎勵的行為）、

什麼事不可以做（被懲罰的行為）。 

四、交叉學習：看見別人被肯定、獎賞的行為，會去學習； 

見別人被責備、被懲罰的行為，會警惕自己，不要照作。 

 

              ★證嚴法師靜思語：能孝才有善，真正的好人從盡孝開始。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BE%B7%E5%9B%BD%E5%8F%A4%E5%85%B8%E5%93%B2%E5%AD%A6&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90%AF%E8%92%99%E8%BF%90%E5%8A%A8&variant=zh-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