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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人父母，給孩子最大的力量，是對孩子的信任並且愛和祝福支持他 

龍應台在目送一書中寫著：「我慢慢地、慢慢地了解到，所謂父女母子

一場，只不過意味著，你和他的緣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斷地在目送他的背

影漸行漸遠。你站立在小路的這一端，看著他逐漸消失在小路轉彎的地

方，而且，他用背影默默告訴你：不必追。」 

我們不能幫孩子擋住人生所有的風險， 

卻能教會孩子如何評估風險； 

我們不能幫孩子避免人生所有的挫敗， 

卻能教會孩子如何從挫敗中走出來； 

我們不能幫孩子選擇愛的人事物， 

卻能教會孩子如何接受愛與付出愛； 

我們不能陪孩子走完人生的全程， 

卻能教會孩子在失去至親還能勇敢的活下去。 

沒有人天生會當父母，我們都是在孩子誕生後才開始學習當父母的，面

對現在多元競爭的壓力，為人父母是一條辛苦卻也充滿趣味的挑戰，希

望我們在這條路上相互支持與學習，在角色中成長與蛻變，為國家培育

出有生產力又身心健康的公民。 



 

為何孩子學不會？兇手就是「缺乏學習動機」

 
一個孩子在天才領袖哭著説：「我寫了五、六遍，都一直被媽媽擦

掉，我再也不想寫了！」 
其實，大部份時間我們都知道孩子需要被肯定，但由於父母「太盡

責」，做法往往背道而馳。試著想想，如果你一直在做白工，會有成

就感？會想繼續做下去嗎？這或許就是孩子的心態。 
當孩子養成順利完成課業或生活中各項任務的能力，自然會對自己產

生信心，即使日後遭遇困難，也會獨立去面對困境、解決問題。 

學習的挫敗感，來自旁人看結果不看過程 

某天到學校接孩子，看到一個阿嬤跟小朋友說：「老師教了這麼久的

歌，你怎麼都還不會唱？為甚麼其他的孩子都會唱？」聽完，孩子就
開始生氣，耍賴不想走，反而又被罵得更慘。 

我急忙幫這個小朋友圓場，跟他的阿嬤說：「我們在家也練習很多遍
才會，不是一次就學會的啦！」其實我更想說的是，你看起來才 3、
4 歲的孩子，心裡就很討厭被比較，對他們來說無可耐何，也真的不

是滋味。這有時候是情緒爆發的原因之一。 



 

沒有成就感，會使孩子失去學習動機 
現在很多孩子的挫折忍受度非常的差，爸媽常發現孩子一直要搶第

一、不能輸! 你覺得是學齡兒才會這樣嗎？ 
其實，2-3 歲開始，就開始有這些行為，因為孩子開始聽得懂我們一

直要他們表現好，一直在說誰家的孩子表現得比較好，他們一直在修

正自己的氣質，符合家長的過度期待，當達不到的時候，後果可想而

知，6 種正確的教養提醒所有家長！ 
（1）讓孩子嘗試錯誤 
在孩子遭遇挫折跌倒時，別急著去扶他一把，這樣孩子很容易看不到

自己的弱點及缺點！例如，孩子剛學寫ㄅㄆㄇ時，你嫌孩子寫的醜直

接擦了他的字，他將無從比較，就沒有學到字體工整的概念！ 
（2）允許小小出錯 
別一碰到孩子犯錯就不斷嘮叨責備，孩子會變的容易緊張，擔心自己

達不到大人的目標。例如，「我不是早就叫你喝湯要小心別灑，你看

你弄成什麼樣子？」，能力的培養，有時要多一分鼓勵，少一分責

備，孩子會更願意跨出去！ 
（3）別常用激將法 
別經常使用激將法來刺激孩子：「哎呀，我覺得你一定做不到的！」。

激將法要看個性而用，要看個性而用，太常使用這個大絕招，可能造

成幼兒「我就是很差很爛！」的偏差心理！ 
（4）別比孩子還在意輸贏 
有些爸媽比孩子還在乎輸贏！很多父母常在下課接孩子時，不經意的

問道「今天考的怎麼樣？」「比賽有沒有贏?」「作業有沒有滿分？」，

無形中讓關心變了調，有些孩子其實蠻害怕這種高度期許的壓力，反

而影響學習動機與表現。 
（5）學習沒喘息，很容易逃避 
很多學齡的孩子（甚至學齡前），每天都在趕場學才藝，沒有時間適

應新學習，更沒有時間消化學習的內容，累積了很多挫敗經驗，一聽

到喘息時間又被排了新事物，往往反彈很大，或直接逃避! 



 

（6）在孩子面前比，孩子容易自暴自棄 
教養中要減少比較及懷疑的態度！當孩子很高興的來跟你分享那個他

一直突破不了的學習，終於有了進步，爸媽千萬不要：「真的嗎？你

有可能整天都沒被老師記點？」、「你考 90 分，那你們班應該都沒人

考 80 幾分吧！」。 
時時刻刻比較，會讓孩子不想跟你分享他的進步，並破壞學習的動

機；而懷疑孩子的努力，則會減少他對父母的信任及對自己的自信，

當孩子面臨新的學習時，家人應該要當他們最重要的後盾喔～ 
當孩子養成順利完成課業或生活中各項任務的能力，自然會對自己產

生信心，即使日後遭遇困難，也會獨立去面對困境、解決問題。 
                                                                                                                                                                       作者： 王宏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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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四) ＊聽力保健宣導 

△5/9(四) ＊慶生會 

△5/10(五) ＊母親節節令教學 

△5/14(二) ＊囝仔歌表演 

△5/16(四) ＊視力保健宣導 

△5/21(二) ＊參觀國小(大班) 

活活動動看看板板 

＜牙齒健檢＞ 

5/2（四）獅子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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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四 全麥吐司+牛奶 番茄肉絲蛋炒飯(番茄.豬肉絲.蛋.玉米) 菠菜 蘿蔔排骨湯  綠豆薏仁湯 ✔  ✔  ✔  ✔  
3 五 蛋粥+肉鬆 豬肉咖哩飯(豬肉.紅蘿蔔.洋蔥.馬鈴薯) 小白菜 蘑菇濃湯  紅豆麵包 ✔  ✔  ✔  ✔  
6 一 雞蛋饅頭+牛奶 榨菜肉絲麵(榨菜.豬肉絲)+滷蛋 青江菜   關東煮 ✔  ✔  ✔  ✔  
7 二 高麗菜粥 香菇肉羹湯麵(香菇.肉絲.木耳.紅蘿蔔.肉羹) 高麗菜   包子 ✔  ✔  ✔  ✔  
8 三 翡翠蛋花粥 什錦肉絲蛋炒飯(豬肉絲洋蔥.高麗菜.香菇) 豆芽菜 貢丸玉米湯  綠豆粉角 ✔  ✔  ✔  ✔  
9 四 蛋糕+牛奶 奶油通心麵(洋蔥.三色豆.通心麵.紅蘿蔔.豬絞肉) 花椰菜 玉米濃湯  杯子蛋糕 ✔  ✔  ✔  ✔  
10 五 虱目魚肉粥 金瓜燒肉飯 (金瓜.白飯.蔥香煎蛋.) 青江菜 蘿蔔排骨湯  黑糖花卷 ✔  ✔  ✔  ✔  
13 一 鹹粥 日式味噌拉麵(豬肉片.洋蔥.胡蘿蔔.玉米) 高麗菜   白煮蛋 ✔  ✔  ✔  ✔  
14 二 蛋花雞絲麵 雞腿飯(白飯.雞腿.滷海帶.滷豆干) 雙色花椰菜 豆腐蛋花湯  奶油麵包 ✔  ✔  ✔  ✔  
15 三 芋頭包+豆漿 茄汁炒飯(三色豆.豬肉末.香菇丁) 小白菜 三丸湯  滷黑輪 ✔  ✔  ✔  ✔  
16 四 浮水魚羹麵 糖醋魚排(白飯.魚排.肉絲.胡蘿蔔) 豆芽 蛤仔湯  奶酥麵包 ✔  ✔  ✔  ✔  
17 五 蔬菜餛飩湯 香菇筍子湯飯(香菇.筍子.豬肉絲.胡蘿蔔) 葉用甘藷   銀絲卷.鮮奶 ✔  ✔  ✔  ✔  
20 一 三色吐司+牛奶 什錦肉燥湯麵(麵條.肉燥.丸子) 高麗菜   南瓜玉米濃湯 ✔  ✔  ✔  ✔  
21 二 蔬菜湯麵 紅燒獅子頭(白飯.獅子頭.魚香茄子) 青江菜 青菜蛋花湯  雙色吐司 ✔  ✔  ✔  ✔  
22 三 玉米翡翠蛋粥 海鮮烏龍麵(三色蛋.蛤仔.蝦仁.胡蘿蔔) 高麗菜   黑糖三寶 ✔  ✔  ✔  ✔  
23 四 皮蛋瘦肉粥 酸辣豬肉水餃(豬肉.筍絲.木耳.豬血絲) 胡蘿蔔   蔬菜肉燥冬粉 ✔  ✔  ✔  ✔  
24 五 雞肉粥 蘑菇豬柳(南瓜飯.豬肉絲.香菇) 高麗菜 鮮菇湯  牛角麵包 ✔  ✔  ✔  ✔  
27 一 草莓饅頭+豆漿 海鮮燴飯(蝦仁.玉米粒.洋蔥.紅白蘿蔔.大白菜) 油菜   蘿蔔糕湯 ✔  ✔  ✔  ✔  
28 二 什錦湯餃 什錦雞肉湯麵(胡蘿蔔.雞肉.高麗菜.香菇) 花椰菜   兔子包 ✔  ✔  ✔  ✔  
29 三 吻仔魚粥 南瓜燉飯(南瓜.豬肉絲.洋蔥.香菇) 高麗菜 魚丸湯  紅豆紫米 ✔  ✔  ✔  ✔  
30 四 肉絲蔬菜雞絲麵 螞蟻上樹 (白飯.滷豆腐.冬粉.豬肉末. 高麗菜) 葉用甘藷 貢丸湯  菠羅麵包 ✔  ✔  ✔  ✔  
31 五 滑蛋瘦肉粥 梅干控肉飯(白飯.梅干菜.肉塊.紅蘿蔔炒蛋) 大黃瓜 紫菜蛋花湯  車輪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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