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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養孩童，使他走當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離。 

Train a child in the way he should go, and when he is old he will not turn from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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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緣起

「直昇機父母」這是一種隱喻的修辭

法，最早可追溯至1969年漢恩吉諾特博

士（Dr. Haim G. GiＮott）的暢銷書《父

母怎樣管教青少年》（Between Parent & 

Teenager），書中提到一位青少年抱怨「媽

媽像直昇機一樣在我上空盤旋」（Mother 

hovers over me like a helicopter）。國內引起

較多討論的原因是《天下》雜誌第368期的

文章〈別當直昇機父母〉，文章談到「直昇

直昇機父母
文／馬家驎   圖／張黑熊

父母應該學習適時地放手，讓孩子在神的眷顧下獨立高飛。

3

機父母無所不在、無所不管，在孩子上空盤旋，介入孩子的一切，對孩子的未來、對

台灣的教育，正產生深刻但卻可能是負面的影響。在這關鍵時刻，父母與社會正需要

另一種新教養、新價值，來重新思考真正愛孩子的方式。」

二.特徵

直昇機父母的特徵如下： 

1. 為孩子的日常生活打點和照顧周到，漠視孩子年紀應有的自理能力。

2. 過度擔憂及保護孩子，免受任何危險或傷害。

3. 要求學校的老師或其他課程導師特別看顧自己的孩子。

4. 經常監控孩子，向他的老師、同學打聽，窺探他的隱私。

5. 任何大小事替孩子解決問題、擺平事端或作出投訴。

6. 維護孩子的自尊至上，凡事誇獎吹捧，不容半點批評責罰。

7. 相信製造「進名校、考高分、做好工、賺大錢」的孩子，才是成功的父母。

201504版權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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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現象

現代台灣父母為了怕孩子輸給其他的孩

子，怕自己沒有盡到父母的責任，因而像直

昇機一樣，盤旋在孩子生活的每一個角落。

只要孩子一有狀況，馬上出面解決。

這樣的父母固然覺得自己的行為出自於

愛，但卻也造成了孩子「嬌慣」、「缺乏挫

折容忍力」的情況，讓「草莓族」更加進化

成了「鮮奶油」，也成了空有知識，卻不懂

得解決問題的人。

四.小跌不驚，大跌要防

Ｈ小妹是個長相清秀的五歲小孩，聰明

活潑，能複述聽過的故事，能自創有趣的故

事，想像力豐富，也能認讀許多文字符號，

對於動物有高度的興趣。但是身體動作卻比

同齡孩子落後，繪圖時，線條呈現不穩定狀

態；剪圖案時，無法順利依輪廓剪下圖案；

吃布丁時不會自己撕開鋁箔；跳躍等運動能

力也弱於同齡幼兒，身體動作能力與其他

能力有極大的差異。原來，父母對她呵護備

至，任何事都幫她代勞，把她像公主一樣捧

在手心，吃飯總由父母一口一口的餵食，而

一些需剝皮的水果，例如葡萄、荔枝、柳丁

等，都由父母剝皮去籽後餵食，布丁、養樂

多等亦由父母打開後食用。

原來，父母除了把H小妹當公主照顧，

也怕H小妹把飯粒撒出，怕果皮沒剝乾淨，

怕食物弄髒衣物、怕小手被剪刀刺傷等。

如果，父母能多些容忍，給予孩子犯錯的機

會，放手讓孩子動手嘗試，自己吃飯也許會

掉飯粒，但經過一段時間的練習，孩子也能

學會操控餐具的方法，能吃得又快又好。若

能放手讓孩子自己剝葡萄、荔枝皮等，孩子

學會了不同水果的處理方式，也讓小手更靈

活，間接活化腦部細胞，成為手腦並用的

人。因為父母時刻代勞時刻守護，孩子只需

張口不需動手，學習機會被剝奪，致使孩子

的能力發展落後，對孩子不公平，也讓孩子

需更辛苦補救落後的能力。

      ｘ                ｘ                  ｘ

五歲的Ｃ小妹聰慧活潑又大方，頗得眾

人喜愛，家世背景顯赫，祖父、父親是公

眾人物，家中經濟優渥。一般人以為這樣的

小孩會有嚴重的公主病，但是，卻看到他比

同齡孩子更獨立，每天放學回家會自行清洗

在校使用的餐具，晚餐後會和姊姊一起清洗

所有碗盤，清洗後將碗盤分類擺放整齊，並

將流裡台清理乾淨。Ｃ小妹和姊姊也曾打破

過碗盤，但父母不緊張不著急，只教導碗盤

打破的處理方法，請孩子動手處理，並叮嚀

孩子安全事宜。之後，Ｃ小妹和姊姊洗碗時

更小心，學會將碗盤洗得乾淨又安全。Ｃ小

妹在學校常主動幫助同學、協助老師，領導

同學完成多項事務，是位人緣極佳的孩子。

因父母堅持Ｃ小妹需學習處理自己及家裡的

事，放手讓他去做，不代勞、不過度干預，

只在旁鼓勵協助，造就孩子獨當一面的個

性。

    ｘ                ｘ                  ｘ

Ｊ弟兄晚婚，好不容易有個孩子，對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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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這樣的做法對孩子會有什麼影響

呢？其實，孩子知道跌倒是自己跑太快或不

小心所致，但是因為大人的舉動，讓孩子有

個擋箭牌、學會推託，認為「跌倒」這事自

己不需負責，反將自己的失誤牽連到其他人

身上，間接影響到孩子與人的相處及對事情

的處理態度。

換個場景――Ｎ小弟跌倒了在地上哭

泣，爸爸上前關心，看到膝蓋有些破皮，爸

爸邀Ｎ小弟一起先向主耶穌禱告，教導孩子

認識主耶穌是醫治的主，祈求主耶穌醫治看

顧。之後，爸爸安慰他，鼓勵Ｎ小弟自己站

起來，然後為他消毒敷藥。接下來，爸爸請

Ｎ小弟看一看、想一想、說一說：「為什麼

會跌倒？是踢到東西嗎？是跑太快嗎？是自

己絆到腳嗎？」等Ｎ小弟發現原因後，爸爸

再請他說說避免發生危險的方法，從中學

習、記取教訓。這樣的處理方式，看到孩子

學會先祈求、依靠神，勇敢面對並檢討問題

所在，尋求解決方法。

如此，孩子的做事態度與習慣也在潛移

默化中建立，學會「在哪裡跌倒，從哪裡站

起來」，成為一個懂得依靠神、能勇敢面對

問題、解決問題、負責任的人。

六.袖手旁觀有時更助孩子成長

父母與孩子的關係就像線與風箏，線短

風箏近，飛得也低，甚至飛不起來，所見景

物應不多；而線長風箏遠，飛得也高，必能

見到壯麗景物。線適時、適度地收放，風箏

能安全又自在地翱翔，欣賞大地美景。

子格外呵護，帶孩子到公園玩耍總是目不轉

睛地看著孩子，深怕有個閃失。帶孩子到教

會參加兒聚，也是寸步不離，深怕孩子受到

冷落。

某次兒聚下課，孩子和其他小孩一起遊

玩，有個活潑熱情的孩子動作較大，大力地

拉著Ｊ弟兄的孩子一起玩鬧。Ｊ弟兄看到這

樣的畫面，非常緊張，趕緊上前把孩子們分

開，並質問對方孩子何以動作這麼大，會讓

他的小寶貝受傷。

後來，遇到對方父母，上前激動告狀，

並要對方好好管教孩子。頓時，空氣凝結。

因為幾次的激動反應，信徒及小朋友們

遇到Ｊ弟兄的孩子，都避之唯恐不及。因

為Ｊ弟兄的過度反應，影響了孩子的人際關

係。

五.哪裡跌倒，哪裡站起

有時，小朋友們走走跑跑時不小心跌

倒，就趴在地板嚎啕大哭，這時，就會看到

大人一個箭步衝過去，抱起小孩，然後大力

拍著地板又對孩子說：「地板壞壞、地板壞

壞，讓我可愛的小寶貝跌倒了！我幫忙打地

板了，不要再哭了喔！」接下來，看到孩子

也學習大人拍打地板說：「地板壞壞！地板

壞壞！」真是地板壞壞嗎？真是地板讓小孩

跌倒受傷的嗎？聰明的大人當然知道是孩子

不小心所致，那樣的做法只是為了安慰孩子

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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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華人對於孩子總是極力呵

護，孩子小時時刻守護在旁，孩子學走路

時，總不敢太早放手，擔心孩子一不小心跌

個四腳朝天、鼻青臉腫。但西方人卻有不同

的做法。十多年前在美國進修期間，看到華

人帶孩子的方式，也觀察到美國人帶孩子的

模式。對於同月齡（七、八個月大）的孩

子，華人媽媽或長輩總是抱在手上或是放在

推車裡，而美國媽媽卻是在青青草地鋪上野

餐布，讓孩子坐在上面玩耍或自由爬行，甚

至也有孩子套著游泳圈跟著大人在泳池戲

水。到了九、十個月大，華人小孩在媽媽的

攙扶下學習站立，媽媽的手總是環繞在孩子

身邊。學走路時，也由大人牽著小手一步一

步向前走，擔心一放手，孩子就跌倒了。而

美國小孩卻是自己摸索著庭院的欄杆或遊樂

設施學習站立、移動，雖然有時跌倒哭泣，

但大人不會立刻上前攙扶，只在旁安慰、鼓

勵孩子站起來，或引導抓住旁物再站起來，

並在大人的鼓勵下，一步一步朝大人走去，

雖然有時搖搖晃晃，但卻是紮紮實實的步

伐。

觀察之後的發展，華人孩子大都只敢玩

較簡單的遊樂設施，如溜滑梯等，而美國孩

子較願意嘗試具挑戰性的遊樂設施，如攀爬

架、平衡木等。華人父母照顧孩子彷彿時刻

待命，擔心孩子受傷，而美國父母卻是在安

全範圍內袖手旁觀，讓孩子自由探索，不在

意孩子受點小傷，孩子反倒從經驗中判斷安

全與危險，知道如何避開可能跌倒的地方，

學會保護自己。多數華人孩子主動性較美

國孩子弱，動作能力發展也明顯緩於美國孩

回
首
來
時
路

回首來時路，一切是否依舊？

回首來時路，多少已經物換星移？

多少歡笑與淚水， 

總是湮沒在時間的長河？

是否見到了年歲的更迭？ 

是否見到了歲月不待人？

活潑的盼望、永遠的福樂， 

是否讓您又再一次心動？

回首來時路， 

期待您，更確定標竿的方向！

字數：2500

截稿日期：2015/0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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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一種是隨侍在側，一種是袖手旁觀，兩

種不同的教養方式，影響孩子日後膽怯依賴

或勇於探索的生活態度。

    ｘ                ｘ                  ｘ

Ｓ弟兄是個聰明但懶散的孩子，做事可

以明快卻拖拉又隨便，父母覺得他變了樣，

因為跟小時候的行事風格迥異。父母深感奇

怪，不斷反思對孩子的教育方式。

父母對Ｓ弟兄的教育極為重視，媽媽對

孩子的要求頗高，希望孩子做事做得又快又

好。因此，每次Ｓ弟兄做事時，媽媽都密切

觀察，在旁提醒、碎唸，甚至媽媽總在孩子

完成工作後，幫孩子再把事情做個更完整的

處理，如同直昇機不斷盤旋。

漸漸地，Ｓ弟兄發現媽媽都會提醒、協

助甚至幫忙善後，所以，Ｓ弟兄漸漸地不那

麼用心，因為知道媽媽都會在他漏失或遺忘

時立即出現，因此，他不再仔細認真，慢慢

成了依賴又懶散的孩子。

做事過程發現問題、進而修正調整。也在

禱告中將孩子的一切交託神，求神導正、改變

孩子的行為模式，讓孩子能成為積極進取的

人，合乎神所用，造福

社會、奉獻教會。

  ｘ                ｘ                  ｘ

Ｌ小弟在家人的期待中來到世上，因為

父母望子成龍，從小即享有王子般的待遇，

家人的焦點總是在他身上，受盡寵愛與呵

護。漸漸長大，進到學校參與團體生活，疼

愛他的媽媽，每天背著他的書包帶他去上

學，到校後總在教室外觀看他的一舉一動，

觀察老師與他的互動，並在教室外以高分

貝提醒他脫外套、放書包、交功課、戴口罩

等，並再跟老師交代一堆注意事項，日復一

日，其他同學都已經會依序背誦這些「台

詞」了。

常常，媽媽放學來接Ｌ小弟時，會先詢

問Ｌ小弟今天的課程內容與作業，並向老師

詢問小Ｌ的學習狀況，然後開始交辦小Ｌ回

家後的「工作事項」，老師總會建議媽媽給

Ｌ小弟一些自由時間與空間，但媽媽總不以

為然，認為孩子還小不懂事，也不知時間寶

貴，因此事事安排、事事提醒、事事管理，

希望他能出人頭地，比別人更強，讓Ｌ小弟

背負極重壓力。老師雖然婉言勸告，但媽媽

有所堅持，老師感嘆又是個直昇機父母。

七.父母不惹兒女氣（弗六4；西三21）

Ｙ姊妹是個安靜乖巧的國中生，在父母

的細心呵護下成長。青春期的她，開始在意

各方面的隱私，不再喜歡父母隨意翻閱她桌

上的物品，不再喜歡父母頻繁的噓寒問暖、

送宵夜進房，不再喜歡媽媽幫她整理房間，

不再喜歡父母幫她買衣服，對父母有好多好

多的不喜歡。她曾向父母暗示、抱怨，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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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辛苦的父母，卻還是習慣像以前一樣去

翻閱她桌上的物品，還是習慣頻繁地噓寒問

暖、送宵夜進房，還是習慣整理她的房間，

還是習慣幫她買衣服。Ｙ姊妹有好多好多的

不習慣，但父母好像沒聽懂她的抗議。

Ｙ姊妹覺得自己長大了，希望有自己的

空間，但父母卻認為孩子還小，仍依照年幼

時的模式與孩子相處，讓孩子被同儕歸類成

「媽寶」，父母也被孩子歸類為「直昇機父

母」，間接影響親子關係。

孩子年幼時，父母總是悉心照顧，也給

予高度關切。但是，教養方式當隨不同階段

調整，才能讓孩子感受到父母的「尊重」、

「關愛」，而非父母的「嘮叨」、「操

控」，親子關係才能和樂融洽。

Ｋ小弟開朗樂觀、善良溫和，但是卻常

忘東忘西，有時，爸媽上班時間會接到他的

電話，請求幫忙送作業或上課用品到校。剛

開始，爸媽都會向公司同事打個照面後迅速

外出處理，甚至每天陪伴他整理書包，幫Ｋ

小弟把上學物品整理妥當，這樣，鮮少再有

忘東忘西的情形。但，有時父母較忙，無法

協助整理時，常又會接到求救電話，造成爸

媽的困擾與麻煩。爸媽意識到孩子的問題，

決定不再做隨傳隨到的父母。他們不再當孩

子的快遞人員，要讓孩子承擔忘東忘西的後

果—被扣分、作業加倍、被剝奪下課時間等

來自老師的處罰。

孩子撒嬌又抱怨，希望父母能於需要時

協助送物品到校，但父母不為所動，認為孩

子該學會對自

己的事負責，

雖然忘記帶東

西 時 有 些 處

罰，但那不危

及身心安全，

希望孩子從中

得到警惕與教訓，修正做事態度，才能避免

養成丟三落四的習慣，日後的人生旅途也才

不需別人協助善後或造成別人困擾。

      ｘ                ｘ                  ｘ

你們作父親的，不要惹兒女的氣，

只要照著主的教訓和警戒養育他們（弗六

4）。

Ｕ媽媽是個守道又愛主的姊妹，丈夫長

年在外工作，教養孩子的重責大任幾乎都落

在她身上，年幼的孩子活潑可愛，像隻小綿

羊依偎在母親身旁，Ｕ媽媽會帶孩子讀經，

與孩子討論聖經故事，母子關係佳。然而，

孩子進入青春期後，突然像頭狂野的獅子，

不再那麼溫馴。剛開始，Ｕ媽媽像是拿著鞭

子的馴獸師，兩方面對面衝突，場面險些

失控。幾次劍拔弩張的交鋒之後，Ｕ媽媽思

索著改變的做法，她跪下來向神禱告，祈求

賞賜教養的智慧，求神帶領風暴期的孩子。

孩子失控時，Ｕ媽媽不說話、不爭辯、不點

燃戰火，採緩兵之計，不立即回應，並在心

中默禱。等孩子的情緒平緩時，才跟孩子好

好地談，詢問孩子、建議孩子，並常書寫經

文小卡提醒孩子，帶領孩子一起禱告，讓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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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養孩童，使他走當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離。 

Train a child in the way he should go, and when he is old he will not turn from it.

2015.04  451

天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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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學會在穩定的情緒中處理事情。漸漸的，

在神的帶領與道理滋潤下，孩子態度也軟化

了，當態度不太對時，能在媽媽當面的小提

醒中調整，不再有濃濃火藥味，學會好好說

話、好好溝通。

       ｘ                ｘ                  ｘ

你們作父親的，不要惹兒女的氣，恐

怕他們失了志氣（西三21）。

Ｗ媽媽做事要求完美但個性急躁，偏偏

孩子是個標準沒那麼高的慢郎中。看到孩

子的做事方法與態度，Ｗ媽媽常在旁不斷叮

嚀、指導，而孩子有自己想法，不一定接受

Ｗ媽媽的建議。媽媽認為孩子不長進，孩子

認為媽媽標準過高，兩人意見幾乎常常相

左。Ｗ媽媽決定改變孩子，孩子每次做事都

在旁建議、指導，但孩子不一定聽從，媽媽

開始高分貝責罵孩子，經過一段時間，孩子

對自我感到疑惑，認為自己表現差勁，樣樣

不如人，臉上逐漸失去原有的光彩與笑容。

八.親子相處的良性與惡性循環

教養孩童，使他走當行的道，就是到

老他也不偏離（箴二二6）。

1.良性循環

父母信任、授權小孩自我管理；小孩覺

得被尊重，因而自我要求；呈現出的行為更

值得被信任、被授權；父母看到小孩的好行

為，管理自己的能力；父母更信任、更授權

小孩自我管理。

2.惡性循環

父母不信任、不授權小孩自我管理；小

孩覺得不被尊重，因而未能自我要求；呈現

出的行為更不值得被信任、被授權；父母看

到小孩的不良行為，缺乏管理自己的能力；

父母更不信任、更不授權小孩自我管理。

九.結語

聖經上說：「兒女是耶和華所賜的產

業」（詩篇一二七3）。兒女雖是父母所

生，但他們是屬於神的。父母是受託者，得

用智慧、真理和慈愛來好好管理教導。因

此，父母要學習適時放手，避免成為直昇機

父母，也許孩子的成長過程中會有些許跌跌

撞撞，但那也是生命學習必經之路，倘若孩

子一生的路都在父母安排下，沿途可能看不

到人生各階段美麗的風景，嚐不到生命的豐

富滋味，在高山可以看到參天巨木，在平地

能夠望見綠油油的草原，景緻各不一樣，孩

子的高度看到的角度也許與父母不同，但孩

子的觀點也許更繽紛燦爛，沒有遇過風浪的

水手，遇到暴風雨時反而不知如何前進，父

母應該學習適時地放手，讓孩子在神的眷顧

下獨立高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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