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困惑與規範 6 

被動、依賴、又稚氣，嬌兒何時寬我心？ 

簡老師： 

論人生階段，我的孩子已經是個「青少年」了。他絕不是壞孩子，可是為什麼還這麼孩

子氣呢？感覺上，好像還留在小學一年級時一樣：我隨便舉幾個例子： 

●他的臥房、書桌、抽屜、書包、脫下來的衣物……一團亂。  

●起床、上學、吃飯、洗澡、睡覺、讀書、寫功課……都要有人叫、有人催、有人盯、有人

陪。（當然玩樂與休閒除外） 

●天冷了，凍得發抖，自己不會加件衣服：天熱了，任憑汗水淋漓，不知道要把外套脫掉。 

●只要一有空閒：漫畫、卡通、電動，不離手眼； 

●身上有錢，不是上網咖、就是集卡、買漫畫、購玩具……。對於物質慾望，克制力又極低，

沒有耐心等待有錢、或適當時機才買。 

●而他所交的朋友，也是令我耽心的：都跟他差不多。偶然聽他們講電話內容，內容空洞無

聊。又沒有禮貌：就以打電話來家找人來說吧！「喂！我找 xxx！」對接電話的人連句稱

呼都沒有。問他是「那一位？」叭！的一聲掛掉電話，絲毫沒有尊重或體諒聽電話人的感

受。我真是疑惑：到底是我的孩子影響他們？還是他們把我的孩子帶成這樣？ 

簡老師！或許你以為我沒有教自己的孩子？事實上這些生活細節、對人應有的禮節，我

都每天不斷在教啊。我不知道他是健忘呢？還是根本沒聽進去？  

另外，我也有一個迷惑：別人都說：延平功課都逼得很緊； 

可是我的孩子自從進延平之後，每天幾乎都沒什麼功課，比公立國中還要輕鬆快樂。到

目前為止，課業表現還是一團糟。我想是否太孩子氣、太愛玩、心定不下來、無法專心念書

所致？ 

簡老師：我很愛我的孩子。雖然這麼大了，還不時膩著我，要我「抱抱」，親子關係親密。

可是這些「長不大」的行為、態度，在在都讓我憂心：畢竟這是個多元化的社會，兢爭對手

又多又強，光以目前的「稚氣」表現，學術、生活知能方面的鬆散，將來要憑什麼立足於社

會呢？我們家庭教育與學校教育要如何配合，來促使這些孩子成長呢？希望指教！ 

一位憂心的家長上 

 

各位家長及同學： 

一看到「孩子氣」這樣的名詞，在感覺上似乎是指：天真可愛，不懂人情世故，分不清

是非對錯．人際上分不清公私人我，處事上無法區辨安危、輕重，不知道如何解決問題，沒

有責任感等等的行為 。 

通常小孩子生活經驗少，「孩子氣」是正常。但隨著年齡的增長，生活圈子的擴大，生活

經驗的累積，這個人無論思想、行為都要隨著配合其年齡、身份而有所改變，恰如其份，被

一般人所接受。但有些人雖然成年了，其思想、言行卻還有如幼童一般 （而且這種人為數還

滿多的）。既然我們把這一篇幅當作是學習的材料，那我順便在文後附註欄介紹一下，有一個

心理學上的名詞：「小飛俠併發症」（註）。 

當然：目前我們的孩子的行為表現並不是「小飛俠併發症」。只是順便讓家長們知道：成

人之中也有言行「不成熟」的：而且還納入精神科的領域。 



為何目前的社會有這麼多心理年齡的發展與實際年齡行為表現無法搭調的人？以下依次

展開我們探討的話題： 

壹‧ 心理年齡成熟較遲緩的原因： 

    我的觀點是這樣的： 

一、 現代經濟富裕： 

一般人享樂慣了，養成「好逸惡勞」的習性；再加上人們「趨樂避苦」的天性，使人們

遇到困難就想逃避，減少從「克服困難」的過程中經驗學習的機會。 

孟子曾說：「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智、勞其筋骨、空乏其身、…」。享樂慣

了的人，缺乏承擔大任的磨練。若沒吃過苦，沒有機會成長。 

二、現代人孩子生得少，每個孩子都是寶： 

捨不得讓孩子吃苦、受罪，什麼事都幫孩子做幫孩子收拾、幫孩子善後，剝奪孩子「從

做中學」、面對困難、解決問題的學習機會。很多「長不大」的孩子，多數是「遇到困難

就逃避」。 

三、過去一直以來，升學掛帥：孩子只要讀書，其他事都可以不做。 

甚至有的人認為：孩子只要成績好，「做什麼事都可以」。價值觀錯誤的引導，讓孩子會

為了分數，不擇手段；或者是用部份聰明來念書，用更多的心力來做「不被允許做的事」。 

四、父母親不知如何做「稱職的」父母： 

給孩子錯誤的管教方式，促使孩子不敢面對「長大」必須付出的責任。這些原因都有可

能讓孩子不會、不願、不敢或拒絕「長大」。 

★ 而人類學習的目的，消極的就是：學習別人的、前人的經驗，整理自己「從做中學」得來

的經驗，用來面對未來的問題、解決未來的困難，以求適應環境（在社會中生存）。而思想、

言行表現能配合自己的年齡身分，也是環境適應的的目的之一－這樣的行為才能叫「長大」。 

再來探討家長們的困擾： 

貳、與課業有關的問題： 

在談這主題之先，先澄清一下幾個觀念： 

一、為什麼要讀書？（讀書的目的） 

二、為什麼要到學校來念書？ 

三、學校教育可以提供我們那些方面的學習？ 

 

如前一段所言，人類為了在憑自己特有的智慧與巧手，所建構出來的文明社會裏面，佔

一席之地（求生存），必須具備各種能力，才能與對手競爭，而這些能力非學習不可：動物的

世界裏只要能習得覓食、及逃避敵害的本事即可生存；在古代人類的生活方式簡陋，只要勤

勞、肯花勞力，也可生存。 

但在現代的文明世界裏，每個人要面對的挑戰 其困難度比古人難上千百倍，最簡單來

說：你不識字、不懂得表達、不會數學、不會使用電腦、不會操作電器用品，找工作就不容

易、生存就較困難。 

但科技、人文發展的結果，我們要學的東西實在太多了；再加上科技的進步是瞬息萬變

的，你不論如何努力，也趕不上新增加的內容。所以以人類這個軀體，受時、空的限制，是

無法了解宇宙萬事萬物的道理。所以我們就把各種知識（前人所發現的、歸納的生活經驗、

自然現象等等）分門別類、濃縮成各種原理、原則，在學校裏傳授。人們學了別人的經驗的



濃縮還不夠，還要學會觸類旁通、舉一反三、聞一知十，並能隨時將之應用來解決現實的問

題。 

當然，解決現代現實生活所面對的問題，不只靠知識，還要靠技術，還要周密的組織、

規劃決策能力，還要有推陳出新的創意，堅持到底的意志力…。 

★我們在學校讀書所學到的，只是前人的發現、前人的生活經驗的濃縮，是所有適應環境能

力中，最基本、最簡單的東西。雖說如此，但沒有這些基本能力，還是無法適應現代的環

境。 

有人不喜歡讀課本上的東西，卻喜歡看課外書籍，用自己的方式累積各種知識，再吸收、

消化成為自己的一部份，雖然課業成績不理想，但不必耽心，因為時間並沒有浪費。學校可

以提供的，除了各種基本知識之外，舉凡：技能、學「如何學」、人際處理能力、領導、被領

導、負責、服務、價值觀建立、挫折忍受力、遵守團體規範…等等，也是必須在團體中會的

適應能力。課業成績絕對不是來校學習的惟一的目的。 

★為什麼孩子的課業成績表現不好？（不像國小或國中時那麼突出） 

歸納原因如下： 

一、 讀書方法不對： 

同學在過去看書的習慣一直是：走馬看花－用瀏覽的、用看的，未用思考，未組織它：

充其量只能叫：看過一堆文字，不能讓這一堆字變成是自己知識的一部份。 

二、 讀書態度不對： 

國小時，通常一個導師教很多科，每天會為學生指定「功課」。 

而國中、高中各科老師不同；讀書態度著重在自動自發、主動學習； 

讀書的方法著重在：課前預習、上課注意聽，課後作整理。這些功夫是每一科、每天都

要做的，任課老師都不會特別聲明：「這是功課」，所以同學們以為都沒有功課，所以「隨

時學習、隨時吸收」這一點沒做到，累積到段考才要念，當然沒效果。 

三、 競爭對手太強： 

同學們在國小或國中時，多半都是班上出色的人物。現在聚集在同一個班上，如果不是

特別用功、掌握住讀書的訣竅，較難像國小、國中時表現那樣耀眼。但同學們要有自信，

不是你變差、或變笨了，而是同學們都太強了。只要你趕快找出自己讀書沒效果的原因，

趕快糾正、盡力即可。 所以在課業方面： 

★ 同學們要做到的是： 

1. 培養自動自發、主動學習的讀書習慣，並摸索一套屬於自己的讀書方法 

2. 閒暇時間，多閱讀有益的書籍（因我們有時間、空間的限制，無法每一件事都經歷、

都親自體驗），只好看不同書籍、直接接受別人的經驗來彌補自己的不足。 

★ 家長要做的是： 

1. 不必一直都要陪孩子念書。但剛開始，孩子學習自我安排、自我規範，所以需要父母

從旁協助：教他們如何安排時間、讀書計劃。 

2. 了解孩子用什麼方法念書？評估一下是否有效？但不一定要強迫孩子用你自己的方

法：因為每個人的學習風格不一樣。 

3. 過濾孩子所看的書籍，要看對孩子心智發展有助益的。如果孩子有「視覺」方面的學

習障礙，可幫助孩子聽有聲書。 

 又：上網查詢資料已是時代的趨勢。但又怕孩子上網做一些浪費時間、沒有意義的用



途，所以平時親子之間必須建立互信的關係，孩子必須學習自我約束的良好習慣。 

參、有關人際關係方面：  

學校是讓人學習「社會化」的場所。  

何謂「社會化」？就是讓我們一個人的思想、行為能適合我們的年齡、身份、被社會大

眾所接受的過程。 

小孩子是自我中心的（這是動物的本能，目的為求生存）：看事情、做事情都是以自己的

利益為出發點、以自己的想法去猜測別人，換句話說，就是較自私自利。在家庭中，因家人

彼此之間有愛、有包容，所以這些「自我中心」的言行想法會被家人接受、容忍。所以「成

熟的人」就是能被社會、一般人接受、讚美的人。 

★而學校就是一個孩子初步踏入的社會。 

★同學們要如何才能成為一個被接受、被讚美的人？ 

1. 勿自私自利，只顧自己，隨心所慾，任性而為。 

2. 要尊重別人的權益與尊嚴，勿侵犯到別人的安寧、權益與尊嚴。 

3. 要將心比心、體會別人的感受－「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4. 與人交往、態度誠懇。 

5. 要熱心助人 服務別人。 

★家長要做的是： 

1. 與子女相處，多談感受：對孩子某種行為，讓他知道你的想法與感覺； 

2. 引導孩子談他對事情的看法、想法與感受。 

因為「感受」是很主觀的、也很抽象。只能在日常生活中，由父母引導孩子用心來看現

象；不要讓孩子成為看到現象就要急著下判斷的膚淺之人。 

惟其如此，孩子才能成為被接受、受歡迎的人。 

肆、有關生活常規的問題： 

要做一個被尊敬、被接受、被喜歡的人，先決條件：消極方面就是自己能遵守生活規範。

這種生活規範，在家中有「家規」，在學校有「班規」、「校規」，在社會有「法律」。 

不管家規、班規、校規或法律，都是規定得明明白白，並明定罰則；違反了，要怎麼處

罰？看重自己的人，知道什麼事不該做，會自動的、習慣的不去做、當然不會被處罰。看輕

自己的人，「明知故犯」，時常要做一個被罰的人，這樣就是看不起自己。 

★為什麼要有規範？ 

因為每個人都有屬於私人的領域：包含權益、自由、身體等等。「孩子氣」的人，行事是

以自我為中心，不考慮別人的感受與看法；隨心所欲的結果，不知不覺就會侵犯到別人的領

域：比如上課時只顧自己愛講話，卻侵犯別人「聽課的權益」：喜歡動手推擠打人，侵犯到別

人「身體的自由」：愛開玩笑、藏別人東西，侵犯到別人「財產的權益」；考試作弊，影響的

是整體「考試公平」的問題…。每個人都不喜歡別人侵犯到自己的領域，「將心比心」，自己

就先不要侵犯別人的領域。 

現代的社會，各種刺激品充斥。想想看：我們在學校忙了一天，回到家，洗澡、吃飯、

看電視、寫功課、打電動、看課外書 …… ，時間等於都被「灌爆」，等這些忙完，就要睡了，

那有時間思考？腦子都不用了。這樣的生活，很容易讓我們流於膚淺、沒有智慧。 

如果日常生活中，我們把遵守規範、不侵犯別人領域，對於外在沒有意義的刺激（比如

電視劇、電玩等等）能夠自我克制，心自然能定下來。心理安定，較能理智來理解周遭的環



境正在產生的變化，你才能掌握環境、改變環境、甚至操縱環境。 

所以佛家認為：人們因為遵守「戒律」，心才能「定」下來，因為「心定」，看事情自然

透澈明白，「智慧」自然產生。所以主張人要勤修「戒、定、慧」。 這裏講的是： 

★行為要有節制。 

  同學們再想想看：四書大學裏有一句：「知止而後能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

後能慮，慮而後能得」，是什麼意思？與「戒、定、慧」有無呼應之處？不懂，請爸媽解釋給

你們聽。 

伍、有關親子之間互動的問題： 

到底孩子這麼大了，尤其是男孩，時常膩在媽媽或爸爸之身邊，要求「抱抱」，算不算「長

不大」？ 要我說：如果親子之間有這種關係，是令人羨慕的。我們東方人比較拘謹保守，人

與人之間不太習慣有肢體上的接觸。事實上，這種身體動作，很容易拉近彼此間的距離、安

撫情緒，是最直接的溝通方式。 

★有關親子間互動方式，對家長與同學有以下的建議： 

1. 多使用身體的語言：如擁抱、握手等。 

2. 多表達自己的感受。 

3. 讓孩子學習有心事可以向父母傾吐。 

★但家長要注意的是：屬於大人之間的恩怨要自行解決，勿讓孩子承擔－如果他還不夠「成

熟」的話。 

陸、有關影響別人或被別人影響的問題： 

我一向把人分為兩種： 

一、是多數時間都是被別人影響的人： 

有人稱之為「被別人牽著鼻子走」－這樣的人是比較缺乏自信，沒有主見，不敢、或不

能影響別人。這又分兩種： 

1. 渾渾噩噩，不明是非、不分好壞，只要別人說，他就照著做。這種人跟到好人就好，

交到壞朋友，可就糟了。 

2. 明知不好或不對，但為了爭取友情，只好盲目服從。 

二、是專門影響別人的人： 

我再分三種： 

1. 侵犯別人權益，讓別人無法安寧的人。 比如說在班上愛講話、剝奪別人安靜聽課的

權益；偷竊別人財產，鬧得人心惶惶，無心念書。 

2. 把別人帶壞的人。 

★ 這兩種人，在團體中，扮演的是「老鼠屎」的角色。 

3. 對別人發生「好」的影響力，把周遭的環境往「好」的方面提昇的人。 

國父曾說：「人生以服務為目的」。「聰明才智越高的，盡一己之力服億萬人之務，次

者服千萬人之務，更次者服千百人之務，再次者服十百人之務，最少也要盡一己之

力、服一己之務。」扮演老鼠屎角色的人，不只不能服自己之務，反而帶壞別人、

破壞環境，成為社會的負擔。而對別人發生好的影書力的人，造福別人越多，越有

價值。 

同學們！ 

你覺得做人的話，要做那一種人比較好？如果你不希望做老鼠屎的話，從現在就要開始



了－先從遵守班級規範開始做起。 

★家長要做的是： 

平時教育孩子要是非分明：何者為是？何者為非？何事可以做？何事不可以做？多鼓

勵、分析事理：少用貶損人格尊嚴的用字來責備孩子。如此孩子才會有自信，當他面對友誼

與正義難以兩全時，才有「擇善固執」的勇氣。 如果妳的孩子有智慧、有自信，你就不用耽

心他會交到壞朋友，被別人帶壞。如果他能分辨好壞朋友，那消極的會做到：不去交往。積

極的還能做到：把他變好，讓社會少一個壞人，多一個好人，豈不功德一件？ 

柒、成熟的標準： 

成熟並沒有絕對的標準，因為每個年齡層都有不同的行為表現。但最少一個「人格成熟」

的人必須具備下列幾個條件： 

1. 自己的事情自己能處理。 

2. 對於所熱衷的事務有自我克制的能力。 

3. 能以客觀的角度分辨事情的輕重緩急、安危與否。 

4. 懂得把握時間、管理時間。 

5. 有面對困難、解決問題的勇氣與能力。 

6. 有將心比心、替別人設想的能力。 

7. 有服務別人，把周遭的人環境往「好」的方面提昇的能力。 

8. 有看重自己、尊重別人、掌握環境、尊重自然的生活態度。 

 

註、小飛俠併發症 

（下載摘錄自電腦網路）作者：李政勳醫師－台北市立療養院精神科主治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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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學們，如果你將來不想成為「小飛俠併發症」的一員，現在應該怎麼做呢？ 

 

★個人的價值，是在對別人發生「好」的影響力，把周遭的環境往「好」的方面提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