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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大沒小沒規範，如何教導才恰當？ 

輔導老師：您好! 

我的兒子今年就讀貴校的八年級。在國小時成績是相當優異的，來延平就讀是希望擁有更佳的學習環

境。 

想不到現今的這個班級中，有少數幾位「非常」活潑的同學：說他們小嘛，都已經是個中學生了；但

是聽他們淘氣的內容，感覺心理年齡似乎還停留在小一或更小的幼稚階段－－國小學生該學會的簡單

社會規矩(比如說：對師長、長輩的態度、尊重別人所有權及存在、公共場所甚麼事不可做、在上課

中應遵守的規矩等等)幾乎都沒有。 

這幾個孩子人數雖少，對班級秩序及同學行為的影響力卻很大。令我們做家長的實在很擔心：影響學

習效果事大，孩子被汙染事更大。不知我們要如何解決這個問題，才能多全其美呢？ 

                                                  一個憂心的家長上 

憂心的家長及各位同學們： 

壹．在展開話題之前，先讓各位了解幾個概念： 

1. 「知識」的內容是甚麼？ 

我們所有上課學來的、演講聽來的、閱讀各類書籍領悟來的…均屬之。都是前人的、別人的經驗；

還有一種是自己親身體驗、或嘗試錯誤，或與別人互動過程激盪出來的的經驗……這些經驗儲存

在我們腦海裡，成為我們知識的一部分。 

◎我們可以說：「經驗即知識」。 

2. 行為能「自我約束」是人格成熟的具體表現 

倫理之道講的是人際之間相處的道理、方法。這種方法能被社會大眾接納、讚許，就是「倫理道

德。」 

依據皮亞傑（註一）的《道德發展理論》，個人道德發展的過程分三個時期： 

A. 四歲以前：道德無律期 

這個階段的孩子行事以自我為中心，對周遭環境還似懂非懂，社會規範（註二）對他沒約束作

用。 

◎特色：不知是非善惡，行事為所欲為，不能自我約束。 

B. 四歲~八歲：道德他律期 

      這階段的孩子是看行為的結果(這種行為有沒有被禁止？或做了有沒有被懲罰？或別人做這 

      種行為有沒有被懲罰？)來認定這種行為是好或不好？是對是錯？是可做或是不可做？ 

此時是父母開始為孩子建立「分辨是非對錯」的開端，是孩子未來建立道德觀念的「印痕」（註

三）。 

父母在這個階段如果賞罰不分、獎懲沒有原則－－做錯該懲罰沒懲罰，或沒錯居然被懲罰，會

對孩子造成是非混淆。 

◎特色：要他人約束，才會表現合宜的行為。 

這個階段是孩子學習：分辨何者為是、何者為非的關鍵階段。如果父母對孩子的錯誤行為無法

建立「約束」的機制，會讓孩子心理年齡一直停在「道德無律」的階段－為所欲為，但因為身

體與膽識隨年齡長大，到青春期以後，會讓大人對他無可奈何。 

C. 八歲以後：道德自律期 

此時一般兒童已能了解：規則雖是大人所訂，但視其行為動機，後果是獎或懲也不一定。例如



因偷吃食物、或因幫媽媽洗碗打破碗，外在行為雖然都是打破碗，但因為其動機不同，是非對

錯的認定也各異。孩子在這階段開始學習區辨：是非對錯的本質，而非表面看到的行為表象。 

孩子如果在「他律期」行為被周遭重要他人「制約」(註四)，對是非對錯本質的觀念銘刻於心，

遇到道德兩難情境需要抉擇時，心中自有一把尺，不會糊里糊塗和稀泥。 

  ◎個人行為開始學習自制自律，是邁向人格成熟的具體表現。 

同學們也請注意：八歲以後就應該能「自律」，請問你們現在幾歲啦？ 

3. 「倫理道德」是最普遍、最基本的社會規範：必須自幼在家庭教育中學得。 

每個人一出生就需要在家庭（或代理家庭）(註五)的照顧之下長大，在家庭中學習成為一個「人」

－－人格之形成(註六)，也學習與父母兄弟姊妹等親人之間相處之道－－「家庭倫理」。 

隨著年齡增長，個人接觸到的人際範圍(人倫)逐漸往外擴大： 

家人→其他鄰里親屬→同學→社會上其他人→世界上其他人(透過資訊)。 

「倫理道德」約束的是人與人彼此之間的對待關係，其特色並非法律、戒規那般來自外部的拘束，

而是當事人發自內心的自我要求與約束。 

◎父母(或代理父母者)是個人「人格形成」、「道德發展」學習的最早、當然老師。 

隨著時代變革，幼兒園、視聽教學節目、媒體內容等等，也逐漸在這方面承擔了重要的責任。 

4. 為什麼要來學校受教育？ 

以今日世界科技之進步、資訊之發達，「遠距教學」(註七)不成問題。如果我們學習活動的目的只

是在求知識的充實，獲得好成績、考上好學校，坐在家電腦前學習即可，為何還要成立學校：老

師、學生們天天要上班、上學，每天都要勞師動眾、耗費社會成本？ 

只因我們所有學來的、體驗來的、制訂來的、創造得來的知識、經驗、器物、制度，最終都是要

應用在處理與人與人之間、人類與生存環境之間有關的問題上。所以學習活動，最好在人群中實

作：體驗舉凡遵守團體規範、服務利他、領導管理、分工合作、倫理道德、競爭統整、建立價值

體系等等與人有關的課題。這些課題，只靠語言文字的傳承是不夠的：同學們如果沒有親歷其境、

實際體驗，所學會與現實脫節。 

◎學校是在規劃力求完善的的人際環境中，提供種種師資、設備、軟體、硬體以方便我們知識技 

能的學習。 

◎學校還有另外一項主要功能： 

  提供一個小型的人際情境，讓我們從實際遭遇到的問題與衝突，體驗問題解決的方法。 

貳．道德發展與實際年齡不一致的主要原因？ 

從人類的道德發展過程：無律→他律→自律看來，都是透過與周遭大人的互動關係學來。大人對待（管

教）的態度對個人的倫理道德發展影響至鉅。 

這些對待態度大至分三種： 

一、愛的不足或缺乏、或愛的表達不適當 

孩子感受不到愛，不知道被愛的感覺，自然也沒學會愛他人、適當對別人表達愛與關懷的機會。 

二、管教過度嚴苛，甚至暴力相加： 

 包括生理上的體罰、心理上的折磨以及語言上，尊嚴與價值的貶損否定等等。 

    對孩子帶來的影響：會讓被對待者缺乏自信、缺乏安全感：  

1. 缺乏自信，嚴重者會產生以下影響： 

學習上：自閉退縮、缺乏鬥志、遇事不敢據理力爭、不敢表現創意、缺乏行動力； 

情感上：敏感脆弱、心靈容易受傷害(以為對方蓄意羞辱，其實多數時候只是自己『對號入座』)、 

       情緒不穩，容易失控。 

行為表現：嚴重者自我傷害或傷害他人。 



一個人日常心思如果都損耗在無謂的懷疑、受傷、痛苦的狀況，當然無法與他人有善意、平等

的互動關係，也無法專注於所學或工作的內容，影響學習成效，潛能無法充分發揮。 

◎這在人才的培育上是一大損失。 

2. 缺乏安全感： 

會敏感多疑、懷疑別人的言語、行為動機將對自己不利。為自己的安全，會先採取防衛行動－

－或退縮逃避，或語言、暴力攻擊。嚴重的會導致「反社會性人格異常」(註八)的行為出現。 

      其危害社會嚴重的程度，我們可以從 2007 年發生在美國維吉尼亞州校園槍殺事件，以及 2011 

      年的挪威大屠殺，窺見端倪。還有發生在國內的事件：在公路上酒駕狂飆、虐待動物、開名車 

      阻擋救護車行進…… 

      這些行為者多半是二、三十歲以上的成年人，其中很多還是家境良好、高學歷者。生理上已經 

      成年、學歷已經高等教育以上，可是道德發展卻仍然停留在「無律」的階段。 

   社會上這種人，只要出現一個，都會為整個社會帶來不安，更何況多幾個呢。 

   ◎「缺乏愛」、「虐待」、不適當的愛，都可能是造成「反社會性人格異常」的主要原因。 

三、過度的放縱叫做「溺愛」： 

  1. 愛太多，愛的表達不適當（比如以物質的滿足表達疼愛）、沒有原則，會讓孩子覺得父母給的愛 

    都是理所當然，只片面的接受，不知珍惜、感恩與付出。 

  2. 物質給得太多：孩子不知道凡事要有付出才能有得、不知感恩惜福、珍惜資源、不會勤勞節儉。 

  3. 替得太多：剝奪孩子從做中學、學中覺的磨練與機會，怠惰、生活經驗貧乏、沒有責任感、不 

    會負責盡職。 

  4. 指揮(不是教)太多：會讓孩子沒有主見、缺乏自信、被動依賴、不會與他做人際間平等、有效 

     的互動、沒有責任感。   

  5. 寬容太多：做錯事不須承擔後果，讓孩子沒有是非對錯的學習，不會遵守社會規範，沒有良心 

與道德的觀念，也不知後悔與懺悔。 

◎「溺愛」的教育方式，無形中剝奪了孩子區辨是非對錯、遵守社會規範、培養倫理道德、學習獨立 

  自主、尊重利他、勤勞節儉的的美德，讓孩子的心智年齡一直停留在與實際年齡不一致的自我中心、 

  道德無律階段，無法與年齡一起成長，邁向成熟。 

家長如果不瞭解孩子身、心齊步發展的重要性，適時、適性、適法地加以調整，這種不成熟的情況會

延續到成年。除了前述「反社會性人格」，還有一個專有名詞：「小飛俠併發症」(註九)就是在講這種

情形－－指的是與年齡不一致的可愛成年男人，他們雖然沒有不重視生命或危害社會的行為，但無法

適應社會環境，也是人力資源的一種浪費。 

這些管教態度的不適當，對現在的社會、國家未來卻影響至鉅： 

現在：造成人力的浪費、也帶來社會不安與衝突。 

未來：現在的子女未來也要為人父母，他有可能複製自己父母管教子女的方式對待自己的下一代 

      －－複製未來社會責任的承擔者。 

知道原因，我們就要補救、預防。 

◎部分有智慧、意志堅強的孩子，不會被周遭大人錯誤的對待，與環境的橫逆影響自己的人格形 

  成與發展，這是相當難得的人才，其未來成就絕非社會上一般泛泛之輩可以比擬。 

四、民主式 

  尊重孩子的想法與選擇、容許孩子犯錯、給予機會與時間修正、改變與發展，陪他一起迎接種種困 

  難與逆境－－培養明是非、有智慧、能善群、解決問題的領導人才。 

參．孩子班上有過度活潑、影響班級學習效果者，身歷其境的孩子該怎麼辦？ 

  社會人有三種：影響別人者、被別人影響者、旁觀者。 



  影響力也有兩種：正面影響－把別人變好；負面影響－把別人帶壞。 

  但是每個人都共同具有一種最大的能力：自己的「一念心」：它在決定把別人帶好、或把別人帶壞？

他要影響別人？還是被別人影響？還是事不關己、袖手旁觀？ 

  我們的基本立場是： 

  當在與自己個性差異甚大的其他孩子相處，如何不傷害對方尊嚴、又不會被他影響自己的情緒、 

  工作效率，這是一種很大的考驗、學習機會； 

再如果學會運用智慧，讓對方發掘到自己的長處、特色，把對方往向善、向好的方面引導。你覺得

後果會怎樣？ 

  未來將要面對社會上的人，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獨特性。要如何與這類孩子「有效」相處？不被影響  

  是消極；學習用自己方式改變他們、提升他們，就要靠能力、智慧，這才是真正的、實用的學習。 

  父母、師長如果能從旁適時加以引導、協助、鼓勵，則獲利的不只是雙方的孩子而已。對這些孩子、 

  他們父母、社會而言，獲益最大。是扮演別人「生命中的貴人」的契機。 

肆．調皮不守規矩的孩子要怎辦？ 

  孩子的學習領域不必勉強，不一定每個孩子都一定要走升學的道路。及早發現興趣傾向、及早學習

技術是好事。但是在國中階段，仍然是基礎教育，基本的知識仍然要具備。 

這些孩子必須隨時提醒自己、或被父母提醒：已經長大了，言行要符合自己的年齡身分，不可如稚齡

孩童、或動物一般，隨意任性、恣意妄為，會被別人輕視。 

如果能在一個友善的、充滿愛心、智慧的人群中學習，同學師長的指引，要感恩、要接受－－這是遇

到貴人，是得最好的助緣，可以轉逆為順。 

調皮、活潑、好動這些行為都與品行好壞無關，但是如果侵犯到別人的身體、權益、自由，這些行為

就必須要自我約束、或被禁止。從成人的社會責任來看，是觸犯法律、要接受公權力制裁的。 

我們必須了解這些。 

伍．結語 

少子化，讓我們每個孩子都是寶，將來都必須有能力承擔社會上種種重責大任。這些事務都是與人有

關的社會事。如果孩子會讀書、考得好成績、考上好學校；同時具備啟發周遭人力的潛能，把別人往

向善、向上方向提升，這才是最實用的能力。 

再者，縱使課業成績表現不出色，但善群能力強，多得助力，領導或參與團隊所發揮出來的效果對社

會影響力更大，才是最有價值的能力。 

在生活過程中所面臨的問題，都是情境教育、機會教育。我們成人的責任，不能只是在為下一代披荊

斬棘、製造一個單純的無菌室(教學環境)；而是要孩子們本身擁有抗體－－生活過程中所面對的問題，

一起來面對、一起想辦法來解決。每解決一次困難，對孩子來說，都是終身難忘、迎接挑戰最寶貴的

資源。 

證嚴法師有一句話：「以菩薩的心教自己的孩子，以父母的心愛別人的孩子」－－在每一個孩子的心

中播下一顆善的種子，不管是影響別人的，被別人影響的，都是善。未來的社會充滿「善」，這不是

我們的目標嗎？  

 

註一、尚．威廉．弗里茲．皮亞傑（Jean William Fritz Piaget，1896.8.9~1980.9.16））法籍瑞士人，是 

  近代最有名的兒童心理學家。本文引用其道德發展理論。 

註二、四種社會規範：倫理道德、輿論、宗教或團體內規戒律、法律。 

註三、印痕作用(Imprinting」)－偽親子關係。 

天主教聖心女子高級中學生物科許家榕老師/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生命科學系張永達副教授責任編輯 

印痕一般常指幼小的動物出生後會固定了牠的第一個學習到的視覺、聽覺或觸覺經驗，永留腦中不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3%95%E5%9B%B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91%9E%E5%A3%A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4%BF%E7%AB%A5%E5%BF%83%E7%90%86%E5%AD%A6


易消失，此後並跟隨該目標、對象－自然界中通常是自己的父母親。以後的行為，無論是模仿、或 

是對聲音、顏色及形象等刺激所產生的反應，無不以這個第一印象為範例。   

註四、制約學習：利用「獎勵」的方式建立某種新行為的學習，或用「懲罰」的方式消除某些不想要 

  的舊行為。 

註五、代理家庭：比如其他保母家、寄養家庭、or 育幼院等。 

註六、人格：主要是指人所具有的與他人相區别的獨特而穩定的思维方式和行為風格。《百度百科》 

註七、遠距教學：係指運用現代傳播科技（電腦、網際網路、視訊會議設備及視訊整合系統）來傳授 

  知識和技能的一種教學方式。這種教學方式打破時間和空間的限制，學生可以在自己的個人電腦前 

  聽教師在遠方教室上課；也可以參與討論和發問，整個教學過程如同在一般教室上課。《網路資訊》。 

註八、任孤行：﹤分享一下、十種「反社會人格」的症狀與特徵﹥－5.反社會型人格異常。網路資料。 

  為了自己的利益忽視他人的感覺、財產、權力等。（簡單來說，就是不懂尊重別人。）對自己造成 

  的破壞沒有罪惡感也不會自責。男性較女性為多。…… 

  這類型的人性格很不合群，時常作出不符合社會要求的行為，妨礙公眾。無法忠於個人或團體，自 

  私、不負責任、衝動、缺乏羞恥或罪惡感，常責備或歸咎他人，對自己的過錯行為卻總有很多理由 

  來辯解…… 

註九、李政勳醫師－台北市立療養院精神科主治醫師(摘錄自網路資訊) 

 「小飛俠併發症」目前還不是一個清楚歸類的精神科疾病，毋寧說是一種心理現象，是指一個人在

成長過程中，因為父母教養觀念的偏差，和周遭環境的溝通與互動不良，造成人格上某些重要部份

的缺陷，導致日後人際關係、環境適應上的障礙。 

  由於大部份的患者是男性，整體給人的感覺是平時很可愛，甚至可愛得近乎幼稚。當他被期望應負

起和他年齡相稱的責任時，他卻經常會逃避、推卸，猶如一個長不大的孩子，就像童話故事塑造的

「小飛俠彼得潘」，成為永遠長不大的男孩，或者更正確的說法應該是「拒絕長大的男人」，因此為

了加深一般人的印象，便被稱為「小飛俠併發症」了。 

 

★證嚴法師靜思語：以菩薩的心教自己的孩子，以父母的心愛別人的孩子 

http://baike.baidu.com/view/664766.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