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環境適應篇 2 

延平家長初體驗 

   首先恭喜各位家長，你的孩子慢慢脫離兒童時期，即將要進入所謂「少年」時期了。今

天藉此機會給各位家長先作心理準備： 

一個即將面臨青春期的國中新鮮人，他可能會遇到什麼問題？ 

一個延平的「國中新鮮人」，他可能會遇到什麼問題？ 

    知道他即將面臨的問題，也就是我們大人們可以事先了解、事先預防，對孩子做「有效

的」協助。 

對孩子來說：新的階段有不同的問題需要克服、解決、適應；能克服、解決、適應，就叫做

新經驗的學習，就叫做「成長」。 

對家長來說：隨著孩子不同的成長階段，了解他所歷經每一階段的困難與問題，陪他一起經

歷，必要時助他一臂之力。對我們而言，也叫「成長」： 

讓我們藉此機學會學習做個「稱職的青少年父母。」 

壹‧你的孩子成為國中「新鮮人」，他（她）可能會遭遇到什麼問題？  

一、遭受挫折的機會增加了 

1．因為年紀增長，父母的要求與期待增多、也提高了。 

2．自我要求與現實表現有落差 

3．面對課業壓力、環境適應、人際關係、異性交往、解決問題等等，在在都是新的遭遇、 

都需要自己解決。面對問題的機會增加了。  

二、情緒的穩定受考驗 

1．心理成熟的速度比不上生理成長的速度，時常讓自己手足無措。 

2．面對挫折時，不知、或無法解決時的焦慮。 

3．面對選擇時無法做決定的困擾。 

三、生活的圈子擴展了 

1．國中、高中的同學，來自不同階層、背景的家庭，也來自跨學區、各不屬同一社區的 

生活環境，彼此間差異甚大。每一個人所擁有的社會資源大有不同。 

2．由於年齡增長，活動的範圍不再以家庭、學校為滿足，想探索外面寬廣的世界。 

四、外在的誘惑刺激增多了 

誘惑的來源來自： 

1．不同背景的同學、朋友間的交流、或比較。 

2．各種大眾傳播媒體或出版品。 

3．網路世界的接觸與探索。 

五、親子衝突的機會增加了 

1．孩子所面對的問題較以前困難、複雜或多元，表現無法像以前一樣出色，短時間之內，  

子女的表現與父母期待有落差。 

2．由於長大→對外面世界有好奇、探索與擴展的心理需求： 

與外界交流的結果，孩子比較有機會做出讓父母不放心或不滿意的行為。 

    3‧孩子還小時，所有的行為都被看成是可愛的，是可以被原諒或包容的。「長大」以後 

的言行則要被要求、被責備。 



六、學習的內容複雜了 

    1.由具體→抽象；   

2.物質層次→經驗層次、概念層次 

★不同的教材有不同的學習方式。 

貳‧成為「延平」新鮮人，他（她）可能會遭遇到什麼問題？ 

一、認同的問題 

1．認同學校 

少數同學來就讀延平，並非自己的選擇，而是被父母逼迫來此。 

不是自己選擇就不願意負責。 

★產生的問題是： 

    A.遇到困難就推卸責任，認為是父母害他的。 

B.他的心不願為延平打開，老師所講的可能聽不進去。 

2．認同自己 

如果家長對孩子有高度的期待，或者家長自己的求學過程順利，或者親友的孩子表現

都出色。對無法達到他的要求的孩子，責備多於肯定，讓孩子對自己沒有自信，不喜

歡自己、不認同自己。 

★產生的問題是：不相信自己是有能力的：不願為自己的前途而努力。   

二、課業成就的問題 

孩子上了高（國）中，等於是邁進人生另一階段，不論生理、心理、思考方式、讀書態

度與方法，都要有所調整。有些孩子調整的腳步快，很快就能適應新階段。有些則習慣

上仍然沿用過去的方式，一時很難看到他課業上的成就。可能帶來的問題是：被家長責

備，導致對自己缺乏信心，因而自我放棄。有些則是因長期缺乏成就感，導致沒有學習

動機。再加上其它因素： 

1．國、高中的學習教材內容比前一階段困難與複雜些： 

       A.具體現象→抽象概念 

       B.現象（what）→推理（why？how？） 

       C.記憶、背誦→組織、理解 

2．本校的考題也較不容易考高分， 

3．本校學生的素質普遍較高，每位同學的競爭對手都很強。 

這些因素也可能導致學生沒有成就感。 

三、有關「功課」的問題 

國小時，每天導師都會指定「功課」。 

但上了國、高中，在課業方面，講究的是「自動自發，主動學習」。 

所以每天的課業：預習、複習、作業、考試準備，不必特別叮嚀，「都是功課！」 

四、孩子可能不再像國小或國中時是受矚目的焦點 

最主要的原因是：來本校的學生，多數在其原先的學校都是耀眼的星星，這麼多耀眼的

星星聚在本校，變成強烈的光芒：在強光之前，看不到每顆星星的耀眼，但其光芒其實

仍然存在。家長們要對自己的孩子有信心，不要被一時製造出來的的「數字」沖昏頭。

其實孩子一時的成績不好，有其因素，需要一些時間讓孩子調適。 

參、「延平新鮮人」的父母可以為孩子做些什麼？ 



一、讓孩子學習「認同」：認同自己、認同學校 

    多肯定、鼓勵孩子各方面的長處，讓孩子喜歡自己、悅納自己，願為自己的前途、榮譽

而努力。  

    無論孩子是什麼情況之下來延平，都要讓他接受、喜歡這學校，如此，我們對他們的教

育才有效、才使得上力。而孩子們也會願意為團體的榮譽而努力。 

二、與孩子培養親密的親子關係，讓彼此的溝通有效。 

三、讓孩子瞭解何謂「功課」：培養孩子每天做到： 

課前預習、上課用心、課後自動複習的好習慣。 

讓孩子瞭解：我們是為求知而學習、為適應環境而學習、為造福人群而學習，而不是為

考試、為分數而學習。 

要讓孩子從嘗試錯誤中自己去體驗屬於他自己一套「有效的」讀書方法：而不是每天「幫」

孩子讀書，剝奪他「從做中學、經驗中學」的機會。 

四、建立孩子的自信和價值感 

「自信」是一個人「價值感」的基礎：一個人要有自信才能瞭解到自己存在的重要性，

才會為達到自己存在的目標而努力。 

而孩子信心最重要的來源就是父母所給予的讚美與肯定了。 

現代孩子要面對的競爭對手是世界上的菁英，是海峽對岸「重點式的栽培」的人才，孩

子如果缺乏自信，要花很多心力去克服別人或環境對他的影響，潛能無法充分發揮。 

五、培養孩子「服務、利他」的價值觀。 

    讓孩子學會「高瞻遠矚」，勿讓他「短視近利」、書讀得好，品行更要好。 

六、給孩子自行解決問題的機會；使孩子擁有適應社會的能力 

人類的學習活動，其實就是在學習前人的、別人的生活經驗，應用之，以解決現實生活

所面臨的問題。 

可以解決，就是可以適應環境，可以生存。 

不可以解決，就有動機想要在原來所知道的方式裏加上新變化；以解決這些所面臨的新

問題。這些新問題解決了，就是可以適應變化以後的新環境，也就是可以在新環境中生

存。 

所以解決問題的經驗愈多，新經驗的學習愈多，愈有能力適應複雜困難的環境。積極的

還有能力幫助別人生存。 

所以當我們的孩子在一個新的情境裏遇到困難時，是讓他自己想辦法解決；而不是「幫

他做」，這等於是剝奪他學習的機會。 

七、讓孩子在使用電腦的過程中，學習利用時間、自我克制、懂得利用網路增加學習優勢。 

    暑假期間孩子難免會上網或迷電玩，切記要他學習克制，一迷上就很難收心。 

八、注意孩子的品德。 

書讀得好，品德更要注重。 

讓我們親師合作、家庭與學校協力，一起為下一代的前途努力！ 

                               

★「成長」是一連串迎接挑戰、克服困難經驗的累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