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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母親的身體力行，就是給孩子最好的榜樣！ 

              孩子的發展、記憶，主要取決於家庭成員的生活習慣，家長們讀 

              些什麼、想些什麼，都會在無形中對孩子留下不同程度的影響。 

 

★營造家庭閱讀環境： 

    如果父母喜歡讀書，孩子也會在潛移默化中受到薰陶而熱愛讀書；

父母喜歡看報紙，孩子也會積極參與其中，並能將自己對報紙裡某篇文

章的看法與父母溝通；父母經常陪孩子參與一些智力遊戲，孩子不但解

決事情的能力會明顯提高，而且靈活度也會增強。 

    孩子的發展、記憶，主要取決於家庭成員的生活習慣，家長們讀些

什麼、想些什麼，都會在無形中對孩子留下不同程度的影響。英國學者

富勒曾說：「你不需要花費大量的金錢來提高孩子們對學習的熱愛，而

應該讓孩子們看到你也在學習。」營造良好的家庭閱讀環境，比起給孩

子提供價格昂貴的學習用具，更能引發孩子對學習的熱愛。 

    父母的身體力行，是孩子最好的榜樣，任何一位父母都希望自己的

孩子成為可造之材，將來能夠出人頭地，於是急切地給他們講一大堆人

生經驗大道理，而不管孩子是否能吸收得了。這樣只會引起孩子的厭煩，

激起他們的叛逆心理，最後跟父母作對。其實想要教育好孩子並不需要

這麼煞費苦心，因為父母「做了什麼」比「說了什麼」給孩子的影響更

深刻，與其苦口婆心地教導孩子該如何做，還不如先把自身做好，給孩

子樹立一個好的榜樣。 

    榜樣的力量是無聲無息的，是一種潛移默化的影響，這種影響反而

擁有無窮的力量。在父母喜愛閱讀的影響下，孩子也會對閱讀產生興趣，

而營造出良好的閱讀環境。當然並不是所有熱愛閱讀的孩子都來自於知

識份子家庭，許多考取名校的孩子，他們的家庭並不見得都很富裕，有

些人的父母學歷也不高，很多甚至是來自藍領階級，但他們正是從父母

身上看到那種不畏困難、積極向上的進取精神，以及」，「人窮志不窮」

的人生觀，這又何嘗不是一種學習呢？ 

    許多父母卻總是本末倒置，不惜重金幫孩子買最好的參考書、報名

最貴的補習班，卻對自我學習成長一點也不積極，認為自己這輩子就這

樣了，學不學都無所謂。事實上，要營造良好的家庭學習環境的捷徑，

就是全家共同養成閱讀的好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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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與孩子進行讀書交流的過程中，自然便能拉進親子之 

          間的距離，同時對提高孩子的認知能力也有很大的幫助。 

              有人說，父母愛讀書是對孩子最有效的教育，這話一點 

          也不誇張。給孩子建立愛讀書的榜樣，讓孩子也跟著喜歡閱 

          讀，一旦養成孩子閱讀的習慣，就等於在他身上裝一部成長 

          的引擎，製造孩子內心要求成長、發展的動力，這遠比父母 

          的督促更加有效。 

       所以，如果要讓孩子喜歡閱讀，父母就應該要養成閱讀的習慣，

當孩子看書寫作業時，我們也在旁邊津津有味地讀書，這樣的場面是多

麼溫馨啊！如果你和孩子共讀一本書，讀完之後還可以充分進行交流，

共同討論書中的精彩內容，既提高了孩子的閱讀能力，培養其閱讀興趣，

又能使親子關係更加密切，一舉數得，何樂而不為呢？ 

    想要營造一個適合閱讀的家庭環境，需要父母的堅持與努力。知名

親子作家汪培挺就曾在書中分享到，他們家裡到處都放著書，讓孩子不

管走到哪裡都看得到書，而且把封面朝上，增加孩子拿起來翻閱的機會。

孩子的學習並不僅僅是他們個人的事情，父母也應該陪他們一起參與學

習，全家共同學習、一起成長，在他們心裡面，學習將會是一件甜美而

快樂的事。 

★教養心法： 

一、你自己也時時在學習嗎？ 

    父母要提高自身的修養和文化素質，以特有的人格魅力給孩子樹立

學習的榜樣。平時要養成讀書的習慣，讓孩子效仿，之後孩子才會主動

學習。父母要永不滿足現有的知識，經常向朋友、長輩請教，虛心向別

人學習，建立學習型的家庭環境。 

二、電視的負面影響超越想像！ 

    電視對人們的影響也是在潛移默化中進行的，現在有很多家庭越來

越離不開電視，然而在電視面前，家人卻很少有溝通的機會，只是各看

各的。孩子喜歡看電視並不是一件好事，從生理學角度來看，不但容易

造成近視，還會使孩子因為缺乏運動而變得肥胖。從心理學角度來看，

電視不僅讓人與人之間缺乏連結，還容易讓孩子沉迷於荒誕的情節中，

加上現在的電視節目極盡腥羶，一旦孩子對電視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學

習時就容易心不在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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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把「書」當成每天談心的家人！ 

              一般情況下，孩子看書不像上課那樣有計劃，也許他們 

           剛坐下來，發現旁邊有一本書，突然興趣就來了，順手拿 

           起來就讀。所以，在家裡不必把書全部整整齊齊地放在書 

           櫃裡，可以在孩子的床頭、書桌、沙發，甚至廁所裡放幾 

           本書，讓孩子隨手都可以拿到書看。 

 

 

四、你必須幫孩子挑選適合閱讀的書！ 

    父母喜歡讀哪一類的讀物，久而久之孩子也會喜歡哪一類讀物。在

嬰兒時期，父母完全決定了孩子讀不讀書、讀什麼書、什麼時候讀，以

及怎麼讀；到了幼兒階段，雖然孩子能說出他對讀書的喜好，但讀書的

品味和興趣仍主要受到父母的影響；而在小學階段，孩子開始產生個性

化的興趣，但難以徹底擺脫父母對讀物評量的影響，要一直到小學高年

級或國中，父母的影響才會漸漸減弱。 

 

五、加強閱讀深度，孩子進步快！ 

    如果發現孩子對某個刊物特別感興趣，父母可以考慮幫他們訂閱，

因為連續的閱讀容易形成良好的閱讀習慣，進而喜歡閱讀更多的書。況

且是他們有興趣的刊物，長期閱讀下來，可以讓孩子擁有這方面的專長，

甚至成為專家。 

 

  

 

摘自 林格《讓孩子決定自己的方向: 三分教導, 七分等待的無感教育, 

培養孩子差異化的關鍵能力》／華文精典文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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