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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主題：溫和且堅定的教養你也做得到 

 
本文節錄自《親子天下雜誌 103期》 

作者／邱紹雯 

現代媽媽不想複製上一代的威權與打罵教育模式，亟欲和「毒親」撇清關係，但

當孩子出現與期待不符的行為時，理智又立刻斷線。威權或自由、控制或放手，

是父母在教養路上最想解開的難題。 

公園裡，中班的孩子跟旁人借了玩沙工具，對方急著要回家了，孩子卻不肯放下

手中的用具，哭倒在地上喊著：「我還想再玩！」媽媽勸了幾次無效，面對愈哭

愈大聲的孩子，最後不忍心，出手救援：「他還小，再讓他玩五分鐘好嗎？」  

校園裡，上小學的孩子忘了帶水壺，家長不僅專人送到，還替孩子向老師道歉：

「是我忘記幫他把書包整理好。」孩子出現偏差行為時，家長第一個反應是幫忙

找理由辯解：「你們誤會我的孩子了，他的本意是……」老師一一舉出例子反駁

後，媽媽才緩緩道出：「如果我不幫他找理由，他會不會以後什麼心事都不願意

告訴我了？」 

這是一個最願意尊重孩子，卻也最怕孩子受傷的時代。 

一齣《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電視劇，讓為著孩子勞苦付出的媽媽們被冠以「毒

親」的罪名，社群輿論舖天蓋地的指控媽媽們「以愛為名」行「支配孩子之實」。 

成長時歷經權威崩解、多元價值興起的Ｙ世代父母，亟欲和「毒親」撇清關係，

他們更願意尊重孩子、給孩子自由發展的空間，但似乎過度放大「尊重」的意涵：

因為尊重，不敢對孩子做任何限制；因為尊重，不敢對孩子發脾氣；因為尊重，

什麼都以孩子的想法為中心。結果發現：孩子學不會為自己的行為負責，甚至對

大人頤指氣使。 



過多的教養資訊，反而讓家長更焦慮 

這也是一個教養資訊最豐富，但父母教養信心最薄弱的時代。 

 

「現在處於舊價值觀被推翻，新價值觀又尚未建立的年代，過多的教養資訊，反

而讓家長們無從確立什麼才是對孩子最好的方式，」寶血幼兒園園長何翩翩以「鐘

擺效應」形容，教養從威權擺動到自由的另一端，現在似乎過頭了些，需要時間

不停的擺盪，才能找到確切的位置。 

在持續校準的過程中，現代父母經常動輒得咎、失去定見。各式教養學派、親職

專家、素人網紅，每天出現在你的臉書塗鴉牆和 Line訊息中，教你如何當稱職

的爸媽。過去關起家門沒人知道的親子互動被放上網路公評。 

「現代父母們很怕做錯，因為隨時都有人可以指正，這樣教孩子不對，」親職專

家「醜爸」陳其正說。人氣教養專家王宏哲也觀察，社群裡的媽媽們容易以別人

的意見為意見，或是落入比較，反而失去篩選資訊的能力。 

常有的挫折與矛盾還有：儘管不希望再用上一代對待自己的方式來教孩子，然

而，當孩子出現與你期待不符的行為，而且不斷重複出現，你的「民主開放」理

智立刻斷線，忍不住一股腦宣洩所有的情緒後，猛然驚覺：「那個歇斯底里的模

樣，竟跟自己的父母如此相像；你最不想那麼做，卻還是重複了同樣的教養輪迴。」 

願意給孩子更多自由與尊重，卻不知如何給予相對應的規範和限制；在控制孩子

與放手間該如何找到平衡，儼然是現在父母在教養路上最想解開的難題。 

引導孩子「由內而外」改變行為 

面對孩子行為的失序，學習當個「溫和且堅定」的父母，在這個時代更顯得重要。 

由美國教育學博士簡．尼爾森博士提出，奠基於阿德勒心理學的「正向教養」

（Positive Discipline，又稱正面管教），這個在美國風行近四十年的經典理論，

近來引進台灣，一系列向阿德勒學教養的書籍占據暢銷排行榜，儼然成為現代父

母不想打罵、又想引導孩子自發好行為的教養解藥。 



「正向教養」強調不打罵、不威脅、不利誘，跳脫傳統行為學派的途徑，鼓勵孩

子透過內在動機的驅動來改變行為。在執行上，講求以溫和且堅定的態度、平等

與尊重的精神，邀請孩子參與規範的制定及解決方案。這裡所指的「溫和」其實

就是尊重，不會一味討好孩子、時時救援、保護孩子不受到失望的打擊，而是相

信孩子有能力做到符合他年紀的任務，並讓他們經驗自由與限制並存的真實世

界。 

著有《綠豆粉圓爸遇見阿德勒的九堂教養課》的「可能教育」創辦人趙介亭也解

釋：「溫和不代表沒有規範，堅定不代表要很凶，而是能劃定清楚的界線，界線

內的全都可以討論，但界線以外的，不行就是不行。」 

要溫和又要堅定，可說「知易行難」。尤其，很多家庭會在施行後前半年的「排

毒期」卡關。趙介亭形容：「一開始會覺得孩子好像變本加厲，因為以前吼他，

他會怕，現在都不怕，還更敢表達意見，大家會開始質疑：真的有效嗎？」八年

來，他組共學團，帶家長們一邊討論、一邊實踐正向教養之路，堅持到現在，最

大的感覺是：「親子關係變好了！」 

翻轉思維，改變看待孩子的眼光 

如果大人只是想找到一個快速讓孩子聽話的方法，可能會失望。因為，正向教養

在提醒父母，真正要改變的不是孩子的行為，而是你看待孩子的眼光。教養的目

標不是孩子的現在，而是孩子的未來。要落實溫和且堅定的正向教養，需要翻轉

三個教養思維： 

翻轉教養 1 改變孩子之前，先改變自己 

過去的教養方式都將問題的製造者指向孩子，很少反思成人們的教養方式與風

格，是如何影響我們的孩子。諮商心理師、美國正向教養協會認證講師鄭皓仁指

出，當父母的焦點全放在孩子身上，急著解決問題，沒有先檢視過去的教養信念

與價值觀是從何而來，乃至於教養的標準總是不斷反覆游移、變動，學習再多的

教養技巧也無法發揮成效。 

同樣的，正向教養也主張：「大人先決定你要怎麼做，而不是要孩子怎麼做。」

以設限為例，諮商心理師王嘉琪說，家長必須先想清楚自己的教養界線在哪，這

條線不用和別人家一樣。父母也得有安頓好自身情緒的能力，碰到孩子質疑，或

是當他無法做到約定時，才可能穩住陣腳，而非一直期望透過孩子行為的調整，



來幫助自己的心情舒坦。而且，當一旦你開始焦慮、慌亂，這條線就會移動，下

次要再設限就會更困難。 

翻轉教養 2 從著眼於當下（改變問題），轉向放眼於未來（如何增能） 

多數被搞得疲憊不堪的父母都曾問過這樣的問題：「怎樣才能讓孩子聽我的？」

「如何才能讓問題不再發生？」當你一直在意這些問題時，你只會需要一根打地

鼠的棒子，將孩子的問題一個個敲下去，再等著下次，不同的問題又一個個冒出

來。如果換個方式發問，答案可能就完全不同： 

「怎樣才能幫助我的孩子感覺到有能力？」 

「怎樣幫助我的孩子感覺到歸屬感與價值感？」 

「怎樣才能幫助我的孩子學會尊重、合作與解決問題的能力？」 

無疑的，這些問題解決的是全局，並且是基於長遠考量的。父母應將眼光放在

「教」，教會孩子未來面對社會所需要的能力和品格，懲罰、羞辱與打罵都無法

達成上述目標，而教導這些能力的最好時機，正是他犯錯的時候。 

翻轉教養 3 先連結情感，再糾正行為 

大人通常擅長處理問題，不擅長連結情感。《跟阿德勒學正向教養》一書中指出，

過去我們一直以為，成為好父母的途徑，就是專注在糾正孩子的行為上，卻忽略

了，如果沒有先連結情感，「糾正行為」其實產生不了效果；讓孩子感覺好，他

會做得更好，無論對孩子，還是對大人都是。 

此外，傳統的管教方式，是讓孩子為他過去所犯的錯誤付出慘痛代價，從恐懼出

發來改變一個人的行為，卻不見得能改變行為背後的心態。美國正向教養協會認

證資深導師姚以婷表示，一旦孩子原本做這件事的內在需求未獲得滿足，就可能

透過其他不同的行為來獲得，因而從原本的小錯誤，延伸出更多錯誤。 

因此，正向教養是父母花時間和孩子建立良好的關係，從鼓勵的角度貼近孩子，

改變他內心潛意識裡設定的心理滿足目標，進而幫助他用社會可接納的方式來重

新設定內心的目標。「大人們總是忘記了，孩子需要練習的時間比我們想像多很



多，」王嘉琪提醒，在教養上要有的心理準備是：「所有的設限，一定會造成孩

子的不舒服，但能陪孩子衝破情緒，留下的就是愛。」 

當我們開始將目光放向未來，從替孩子與自己建構能力的角度重新看待教養，允

許彼此都能在錯誤中持續學習，獲得不完美的勇氣，最終將會發現，不打罵、不

威脅、不討好的教養方式並非只是理想，我們都走在通往正向教養的路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