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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念書小孩的家都在做些什麼？ 
by 安河內哲也 

學歷不能遺傳，但家庭環境會左右孩子的學歷！比起選好的補習班，或是拜託

老師多照顧小孩，不如把家佈置成適合學習的環境更重要！日本教出最多考上

東大學生的人氣名師，揭露會念書小孩的家裡都在做的事，幫助父母培養出孩

子一生的學習動力！ 

 

讓孩子自由體驗，經驗教育才有效果 

抱持「壞掉也沒關係」的心態，讓孩子接觸任何東西。 

實行經驗教育時，要抱持「讓孩子體驗任何事，接觸任何東西」的心態。例

如，家長把顯微鏡或是天文望遠鏡買給孩子。給了孩子之後，要怎麼使用，就

要交給孩子去負責。無須對孩子說：「要好好地讀使用說明書以後，再使用才

行。」或是，「你看，普通都是這樣用吧！」之類的話。 

家長如果在旁邊一直提出意見，孩子說不定就會失去使用的心情。不僅如此，

還會失去自我思考的機會。同時，就算孩子把顯微鏡或天文望遠鏡弄壞，也絕

對不要跟孩子生氣。 

孩子有時或許是因為想了解其中構造，才會將器具解體。這種時候，非但別對

孩子生氣，還要鼓勵他這樣做才好。對於孩子有興趣的事物，要徹底地讓孩子

盡情去體驗。在這過程當中，就能培養孩子的創造力與獨創力。 

假設顯微鏡與天文望遠鏡壞掉，再也不能使用，只要想著這對於孩子的頭腦有

幫助，就不會覺得這是一筆昂貴的開銷。總之，就是讓孩子盡情地體驗。特別

是在小學為止，讓他們多多經歷這樣的體驗，是很重要的。不過，在讓孩子體

驗的同時，安全層面的考量也是必要的。 

家長在讓孩子自由體驗的同時，也要好好注意孩子的行為。請大家在細心注

意、不讓孩子受傷的前提之下，讓孩子自由體驗任何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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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家裡布置成「學習主題樂園」 

要培養出聰明的孩子，那麼營造出「喜愛學習」的家庭環境，就是一件重要的

工作。也就是說，要將家裡布置成「學習主題樂園」，讓孩子能夠接受「學習

是理所當然」的概念。 

例如，讓家裡充滿著書、圖板遊戲、益智遊戲、天文望遠鏡、顯微鏡、教科

書、參考書、理科實驗套組、英語ＤＶＤ等，具有教育效果的娛樂道具。只要

覺得能對孩子有幫助的，就儘管買下來，放在家裡的各個角落。 

只要營造出視教育、知性為理所當然的家庭環境，孩子就會自己朝「學習」的

方向去努力。 

「學歷會遺傳」是真的嗎？ 

 

我強烈感受到「孩子的學習能力，會大大受到家長的生活形態所左右」。 

家長自己積極從事知性活動，花心思營造知性家庭環境的話，較容易引導孩子

學習能力的成長。反其道而行的家庭，要使孩子的學習能力成長就比較困難。 

例如，有的家長對子女的教育非常熱心，自己卻不愛學習。讓孩子去上補習

班，叮嚀孩子「要好好念書」，自己卻都沒有學習任何事物，電視都只看綜藝

節目，也不閱讀，對於孩子學習的內容也毫無興趣。像這樣的家庭，要使孩子

的成績有所成長，絕非易事。 

補習班的工作，就是要在短期內讓學生的學習能力成長，讓學生得以進入他們

希望進入的學校。但是，孩子所成長的家庭環境，更是影響甚鉅。補習班講師

要在有限時間內，顛覆這些影響是相當辛苦的。這當然並非不可能，只是隨著

孩子年齡愈大，要補足其差距就愈來愈難。 

聽起來誇張，但這是理所當然的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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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每天一小時，持續十年的話，就有 3650 天（閏年除外）。換算成小時就

有 3650 個小時。每天看一小時新聞節目長大的孩子，與幾乎都不看新聞長大的

孩子比起來，接觸知識的時間可說是壓倒性地多很多。相對地，在累積知識量

上，前者也是較有利的。 

所以，不是「學習能力會遺傳」，而是「家庭環境會左右學歷」。因此，要培

養孩子的學習能力，務必要營造一個有知性環境的家庭。 

事先將書籍隨意擺放於家中各處 

 

書籍的放置處不僅止於「書架」。「看書」，對於培養孩子的「學習能力」與

「人的潛力」，非常重要。要培養出喜歡看書的孩子，秘訣就是讓家裡到處都

是書籍。 

這並不僅止於把書整整齊齊地排在書架上，而是在孩子放眼所及之處，如沙發

旁、餐桌、廁所、床旁、電視上、廚房或客廳地板上，儘量隨意擺放眾多書

籍。 

藉由此舉，就能營造出「書籍」在每天生活中隨處可見、理所當然的環境。這

個方法能夠消除對孩子而言，書籍是「高不可攀」的印象。因為，當可以隨意

拿起書翻閱的機會增加後，孩子比較不會排斥書籍。 

我認為，隨意擺放家中各處的書籍，真的就是「百無禁忌」。 

舉凡如謎題、數學益智遊戲、英語繪本、昆蟲等書籍。孩子若能在遊戲之餘，

順手拿起這些同時能夠鍛鍊腦力的書籍閱讀，那就太幸運了。 

此外，像是家長自己會閱讀的書籍或雜誌等，也可比照辦理，事先隨意地擺放

於家中各處。孩子若在偶然間拿起此類書籍，進而萌生興趣，也能成為增加困

難詞彙知識的好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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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電視旁，放置「地圖冊」吧 

再者，個人建議不同種類的書籍，也有其隨意擺放的適當位置。例如，請把

「地圖冊」放在電視旁邊吧。新聞節目常會報導發生於日本或全球各區域事

件。此時，如果「地圖冊」近在咫尺，就能立即翻閱，清楚記下相關名稱或位

置。 

而在餐桌或沙發上擺放「報紙」，總是出現在眼前，自然而然也就很容易伸手

取閱。也請事先在餐桌或客廳中備妥「字典類」（電子字典也可）。 

如此一來，在餐桌或客廳念書時，就能立即查詢了。即使孩子不看買來的書

籍，也別放在心上，即使孩子不常閱讀擺放於家中各處的書籍，也請別放在心

上。孩子比較會看自己買來的書籍，對於父母買來的書籍則興趣缺缺。 

所以，家長抱持「總有一天會拿來看看吧」的心態，是非常重要的。即使現在

沒有興趣，日後，時候到了，或許就會萌生興趣。 

此外，當孩子不如家長期望，那麼常看書時，也請家長試著審視自己和書籍的

關係。請問您有閱讀的習慣嗎？家長本身沒有閱讀習慣，就無法讓孩子成為書

籍愛好者。 

孩子是看著家長的言行，一邊學習成長，所以，首先請家長本身，先努力養成

在孩子面前閱讀的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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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再假民主真聽話！假開放的詢問只會讓孩

子拒絕溝通 
by 澤爸 

親子之間的爭執，往往來自於意見不合、想法不同。爸媽要求的孩子不願意，

孩子想做的我們不允許。假使我們採取的方式是「假民主」，更會讓孩子加倍

的無奈與生氣，因為他感受到的是，我們根本沒有聽進他的想法，最終還是要

迎合我們的選擇。 

對話與提問，是為了能夠理解孩子的想法，明白了他的所思、所想與所感。然

而，需要教養的時候，依然要教。說出他能夠聽得進去的教養，共同討論出具

體的共識，也是溝通的目的之一。 

關於雙贏辦法的共識，先前提過了爸媽可以如何向孩子提案，接下來要說明

的，是如何讓孩子透過思考，說出他的提案。 

假開放的詢問，只會讓孩子拒絕溝通 

有位媽媽看到小五的兒子玩手機，已經超過講好的時間，立刻做出提醒。 

「兒子，可以囉！時間到了，請把手機關掉。」媽媽說。 

「再一下下。」兒子依然玩著手機。 

「還需要多久，請你跟我說一個時間。」媽媽的語氣有點嚴厲了。 

「再十分鐘。」兒子說。 

「沒有，十分鐘太久了。」媽媽拒絕他的提議。 

「我反正打完就會給妳啦。」孩子有點不高興了。 

「打完是多久啊？」媽媽也很硬的再問。 

「我剛剛不是講了嘛？」 

「太久了，所以不可以，請你再想。」 

「我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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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位媽媽在某次的演講後來問我，她認為自己並沒有不讓孩子看 3C，雖然有規

定時間，也有讓孩子自己說清楚還需要多久，實在很不明白孩子為什麼會這麼

生氣？！常常為了這樣的事情，親子雙方都好生氣又不斷地爭執。 

親子之間的爭執，往往來自於意見不合、想法不同。爸媽要求的他不願意，孩

子想做的我們不允許。討論之時，假使我們採取的方式是「先開放選擇，再否

決」，其實，只會讓對方更加的無奈與生氣，因為，他感受到的是，我們根本

沒有聽進她想法的「假民主真聽話」，最終目標只是說出爸媽想聽的結果罷

了，如同揣測老闆的心思一般。 

像是，帶孩子去美食街吃飯，我們：「你要吃什麼都行，自己去選。」孩子：

「我要吃漢堡跟薯條。」我們：「不可以，那是速食的。」孩子想了一想，再

提：「我想吃甜甜圈。」我們拒絕：「不行，那是甜點，請你選正餐。」孩子

賭氣：「那我不吃了啦。」相信孩子心裡想的是，「是妳說什麼都行的？我選

了，妳又說不可以。」 

如同上述的狀況，那位小五生，心裡想的肯定是：「是妳要我自己提時間的，

我講了，妳又不同意。」於是，更生氣了。 

先設定框架再選擇 

請孩子說出他的想法與辦法，不能夠以大人的角度來認為你應該要懂，給予了

過度的開放，但心中卻早已有標準答案。倘若孩子的回應不符合此標準，就會

給予否決。可是，他根本不知道有此標準值的存在。 

 

心理學的理論表示：「孩子從無律要學會自律，必須先經過他律。」孩子在自

律之前，就是個「無律」居多的人，以自我為中心，優先想到自己、不太會顧

慮到後果與他人的人，而我們就是「他律」的環境維護者。藉由我們的管教，

他才能逐步的邁向自律。自律的定義為，面對事情能擁有想到他人感受與後續

影響的判斷能力，並且能肩負起做與不做的所有責任，這才是成熟的展現。所

以，我們身為父母，本應要給予孩子在行為上的約束與管教，提供「有限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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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的教養方式，至少在十八歲之前皆要注重，中間隨著自律能力的養成多

寡，再適度地放寬。 

正處於無律居多的孩子，本應不會想的完善，面對「假民主真聽話」的詢問，

每回答一個就被否決一個，內心滿滿的沮喪、無奈、生氣與不爽油然而生，於

是，拒絕與爸媽溝通。因為，說了有何用？！如此，孩子越大，拒絕跟爸媽討

論與溝通的行為會越明顯。 

我們應該要做的是，「先設定框架再選擇」，意思是把合理的範圍條件先講明

白，再做出提問，讓孩子在已先設定好的框架之內做選擇。 

 

把開頭的對話，換成如下，看看會有怎樣的感受？ 

 

「兒子，可以囉！時間到了，要把手機收起來。」媽媽說。 

「再一下下。」兒子依然玩著手機。 

「是喔，是什麼原因你沒辦法收呢？是這關還沒結束嗎？」（好奇現在的事

件） 

「對，快好了。」 

「如果快結束了，再多一點時間是沒有問題，但是你剛剛已經玩三十分鐘了，

如果還要一些時間，最多只有五分鐘喔！你認為五分鐘以內，需要多久呢？」 

「好，就五分鐘。」 

 

讓他在已經設定好的框架內做出抉擇，也讓他領略到，只要在規範內，爸媽是

允許溝通的，是可接受他的想法的。由於，他很清楚地了解界線，便較容易欣

然接受自己說出口的決定，也更能擁有覺知的能力來願意做到承諾。 

 

「先設定框架再選擇」有兩個用法： 

 

1. 告知界線，有限的範圍內讓孩子選擇 

「中午我們要出門喔，請你在十二點前要把功課寫完，你覺得可以怎麼安排

呢？」 

「你自己看想吃什麼，因為我們要吃正餐，所以，速食與甜食這類的都不行

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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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目標明確，提供選項讓孩子選擇 

「由於我們中午要出門了，出門前要把功課寫完，你想先寫國文？還是數

學？」 

「青菜要吃喔，你要吃三口？還是五口？」 

 

註：這個限制的範圍，需要隨著孩子的年齡或每次的狀況，不斷地做出討論與

調整喔，特別是青春期的孩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