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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天主教光仁國小輔導資訊 2021年 01月 

怎麼教都教不會？心理師：你在教孩子？

還是拿走孩子面對問題的勇氣？ 

作者：胡展誥 諮商心理師 

前幾天逛街時，一位母親帶著兩姐妹走在我的前方，姐姐看起來

是國小中年級，妹妹大約幼稚園左右的年紀。 

母親一路上不斷「叮嚀」姐姐： 

「剛剛出門前不是說不想尿尿嗎？怎麼一出來又要尿尿了？」 

「叫你去問哪裡有廁所，為什麼不敢問？」 

「連問個廁所在哪裡都不敢，真是沒用。」 

姐姐沒有說話，只是低著頭跟在持續碎念的媽媽身旁。或許是因

為母親的音量大了些，吸引許多路人的目光。 

突然間，一直保持沉默的姐姐開口說了：「我知道錯了，不要再

說了好嗎？」 

結果媽媽回應：「怎麼樣？妳還會怕丟臉喔？」「我又不是說給妳

聽的，我是說給妹妹聽的，這樣她長大以後才會比妳更勇敢。」 

姐姐聽了媽媽的回應，不知道是因為「求饒」未果，還是不知道

怎麼回話，她再度底下了頭、沒有說話。 

在後方看著這一幕的我，心裡面想著，自己小時候好像也是很膽

小呢！ 

剛上幼稚園的時候總是在校門口嚎啕大哭、被同學欺負的時候不

敢還手、上課想上廁所時不敢舉手、有時候去買東西老闆少找了零錢

也不敢開口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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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幸好我還有一個大我三歲的姊姊，經常在我需要的時候及

時出現幫助我。 

我們的「害怕」，往往是覺得自己不足以克服眼前的挑戰，因而

覺得膽怯與焦慮。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又因此被罵，內心肯定是很難受

的。 

想想看：如果一個人的害怕是來自於「覺得自己面對困境的能力

不夠」，那我們如何可以幫助對方長出面對問題的勇氣呢？ 

1.幫助他，但不要直接出手： 

鼓勵孩子思考、並且說出他希望別人可以怎麼幫他？一方面

讓他有機會培養思考的能力，一方面也尊重他想要被幫助的方

式。 

2.鼓勵他，提取成功的經驗： 

陪伴他回想曾經有過的成功經驗，從孩子本身的成功經驗中

堆疊出自我效能感（相信自己可以達成某些目標的主觀感受）。 

3.引導他，一起建構行動策略： 

有時候孩子的害怕是因為真的不知道該怎麼做而處在模糊狀

態裡。這時候我們也可以陪伴孩子一起討論問題解決的策略。 

4.接納他，害怕不是可恥的事： 

即使你在那當下也不知道該怎麼辦，至少可以接納孩子的情

緒：你很不舒服吧？你是不是很怕跟陌生人互動？傳達你對孩子

的接納理解，別讓孩子因為害怕而貶低自己。 

「尿個尿還要這麼麻煩，我哪有這種閒工夫？」雖然，表面

上看起來只是一樁芝麻小事，累積的次數多了，卻關乎著孩子的

自信心、問題解決能力、以及你們之間的關係品質。 

想到這裡，我覺得眼前這一個小女孩比小時候的我勇敢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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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我相信，當她說「我知道錯了，不要再說了好嗎？」的

當下，內心一定鼓足了相當的勇氣，只是這一份勇氣並沒有被看

見、沒有被善待。 

覺得不舒服而把自己的感受說出來，也是很重要的能力之

一。 

身為大人的我們不也常常因為不舒服卻不好意思說、不敢

說，而經常感到內傷、甚至將情緒轉嫁到家人身上？ 

有時候留點台階給孩子下，大人沒有什麼損失，也幫孩子保

留幾分顏面。 

或許，彼此都是贏家。 

 

 

★作者：胡展誥 諮商心理師 

  專長為親職教育、繪畫諮商、情緒議題……等。最大的理想是將

心理諮商的知識用最白話而簡單的方式分享給每一個人，讓大家能

運用這些知識來幫助自己。 

★本文章轉載自愛心理網站： 

https://www.iiispace.com/2020/03/13/000718/ 

  感謝您的閱讀！祝福您闔家平安喜樂！ 

https://www.iiispace.com/2020/03/13/0007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