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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遊話教仔(二) 

「西遊記」是耳熟能詳的中國神話名著，故事前半段講述孫悟空成仙的過程，及後他協助

師父，帶領師弟歷盡艱辛去西方取經，造福別人成就自己。故事主角悟空的經歴，更是各

世代年輕人成長的寫照。如果成仙是悟空成長的啟蒙期及學習期，歷盡艱險去取西經應該

正好是他成長的青春期，展現個人才華之同時，心理上充滿各種矛盾。年輕人，就彷彿是

孫悟空一樣，無論他們是男是女，在青春期都在征服荷爾蒙及被荷爾蒙征服之間，在展演

才華與失落之間徘徊，矛盾、善變，在充滿希望及迷惑之中成長。 

教導孩子沒有絕對標準，因為孩子的氣質（Temperament）差異很大，就是我們如何可以順

著孩子的「脾性」，進行教導，好像好動的孩子，先讓他們奔跑發洩精力感到內心滿足後才

進行學習；規律的孩子，學習列明工作時間表、適切進度及合理目標；好奇分心的孩子，

要控制學習的四週環境等等。當然，年紀較長的孩子，他們的多元智能強弱項目開始突顯，

學習事務會出現明顯的優缺形勢，如果家長並不能因材施教，教導事務上必定有衝突，親

子關係勢必受到影響。當然，好些較普遍的教導原則還是可以向大家建議。 

西遊話教仔（一）已經跟大家分享過： 

 一、家長如何影響孩子的行為； 

 二、影響孩子成長的氣質強弱向度； 

 三、性別對孩子的影響（啟蒙期及學習期）。 

今次，我們將分享： 

 一、家長教導孩子的建議； 

 二、多元智能與孩子學習的關係； 

 三、性別對較年長孩子的影響（青春期）。 

家長教導的基本及普遍方法與原則，對年輕人不一定是萬應萬靈，但一早按建議內容為他

們成長做好預防工作，對年輕人面向青春期的各種挑戰，肯定有正面的幫助。所以，我們

是次就以教導建議為開始。 

 

一、家長教導孩子的建議 

 a. 幼小孩子的家長： 

1. 家長教導孩子是要沉著氣，先處理好情緒，再處理孩子的錯誤。盡力做到不體罰，不大

聲責罵，保持孩子的尊嚴； 

2. 家長要明辨是非，把道理及規定清楚說明，幫助孩子對所遇問題作出分析，自己也要說

得到做得到，避免說一套做一套； 

3. 面對孩子無理索求及違反規律時，要肯定地說「不」，還要做到不動搖、不妥協、堅持

到底，但咀巴依舊保持溫柔，尊重他們的情緒； 

4. 當孩子向你表達看法時，要耐心聆聽，並要讓孩子把說話完結，無論孩子多麼幼小，也

要相信他們的觀察力及理解力，不能忽略他們的表達及感受； 

5、孩子生病或出事故時，要保持冷靜，操控好心 的急躁，從容面對。平時也要用言行舉

止去讓孩子看到家長自己如何面對病痛、困難及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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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家長通過鼓勵而非介入，讓孩子堅強地面對及克服學習上的難題。家長要忍耐，讓孩子

有充份時間從容地處理問題及事務； 

7、家長要協助孩子認識自己的優缺點，建立自信心，相信自己的能力。家長過度溺愛、操

控或誤導孩子錯解自我的喜愛與優缺，對孩子肯定自我都不理想； 

8、家長要經常分享周邊及社會上，堅強與勇敢面向難題的故事。 

 

b、年紀較長孩子的家長 

1、家長要制定家庭守則及規矩，內容合理、明確而不易隨意按家長情緒更改，要讓孩子清

楚瞭解當中原則，也明白不能無故討價還價； 

2、家長要讓孩子參與家庭管理，孩子就家庭事務（非原則性規矩，例如：家務分擔時間表、

購買家具，假日出遊計劃等）有發言權，要讓孩子對自己感受到在家庭中有地位、被重視； 

3、面對具體事情時，家長要給孩子有合理而充份的選擇機會，例如：假日去公園還是圖書

館、飮湯還是吃飯先、睡覺前聽故事還是聽音樂等等； 

4、家長平時可以就一些課題與孩子平和地爭論（例如：垃圾收費、校園驗毒等），以鍛鍊

孩子觀點被挑戰時的應對能力。當孩子在任何事務上遇到打擊，不要袒護，不要緊張。孩

子遇上失敗時，不嘲諷，不指斥，更不要故作無意義叫孩子忘記錯敗； 

5、家長面對孩子索取好處的哭鬧及發脾氣時，沉著應對及保持冷靜，控制自己情緒，理智

教導，同時要接納孩子情緒發洩的需要，面對哭鬧背後的事情，不要強行制止哭鬧的舉動； 

6、當孩子尋求家長的幫助時，平和地表達自己看法及建議，鼓勵與尊重孩子做決策，使孩

子願意承擔自己決策的後果，決策如何家長也要同樣愛護及支持他們； 

7、以言教及身教，引導孩子學習利人利己、與人相處的人際關係技巧，提供孩子在群體中

有表現自己才華及能力的機會； 

8、尋找機會向孩子分享自己成長及生活上的難忘經驗及對事情的看法。 

 

家長有原則地教導年輕人，對他們成長非常重要，性別不同，氣質差異，當然影響他們性

格的構成。這一刻最重要的是，年輕人正展現出多元智能的各種不同才華，這些智能得到

發揮，就可以建立成成功的智慧。家長與孩子在學習中衝突情況出現得最頻繁，如果家長

了解孩子不同多元智能的獨特學習方式，以孩子愛好的角度來輔導他們們學業成長，對親

子關係自然有極大幫助。 

 

二、多元智能與孩子學習的關係 

1、語言智能-用文字思考； 

喜愛閱讀、寫作、講故事及玩文字遊戲； 

需要文字書籍、寫作輔助工具書、日記、辨論活動、故事及創作背景的資訊；年幼時語言

表達的句子結構已經很完整，描述及重複事物時語言表達文理比較清晰，喜歡家長按文字

來閱讀故事。 

2、邏輯智能-通過疑問思考； 

喜愛實驗、問問題、解決問題、迷宮及邏輯遊戲、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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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科學實驗的資訊、材料、工具及環境；自少對科學館、天文博物館及科學題目的紀錄

片深感興趣，家長就要提供更多接觸機會及資訊。 

3、空間智能-形象思維模式思考； 

愛好繪畫、塗鴉、想像、設計； 

需要視覺藝術、併合玩具、影視、圖畫書、幻想遊戲；自少多參觀展覽、美術館及藝術博

物館，多閱讀畫冊及地圖冊。 

4、肢體智能-通過身體感覺思考； 

愛好手工美勞、跳舞、跑步、運動、觸覺刺激及肢體狀態； 

需要假裝扮演、戲劇表演、身體活動、動手手工操作、體育活動、身體動作的遊戲；自少

多參加遊戲及戲劇活動，可接受專業的體育訓練。 

5、音樂智能-通過節奏及音樂思考； 

愛好吹口哨、哼歌、唱歌、節奏活動； 

需要音樂會、個人私下演奏樂器及歌唱時間；樂器訓練及自我練習空間對他們很重要，當

然他們也對韻律、曲詞很有興趣，可運用歌曲協助學習語文。 

6、人際智能-通過與人交往中思考； 

愛好組織、協調、參與、交往、操作及領導； 

需要社交、朋友、小組及社團生活、集體學習空間；參加集體活動很重要，爸爸的支持很

重要但不要溺愛，因為很容易會誤導孩子去操控別人。 

7、內省智能-需要靠自我需要及目標來思考； 

愛好自我調節、策劃、編織夢想、制定目標； 

需要自我空間、個人隱私的地方、自我節制的生活、選擇及決策機會；家長要瞭解，假若

孩子是退後而不是害怕的退縮，深思而不是不懂的話，忍耐、接納及鼓勵就成為教導這方

面傾向孩子的重要態度。 

8、自然觀察智能-通過與自然接觸來思考； 

愛好小動物、國藝、探索自然、關注環境保護； 

需要親近大自然、接觸小動物、探索自然的器材；當然，家長要瞭解孩子是好奇心，還是

不專注。如果，孩子對身邊事物都很好奇，又有很細膩的觀察力，對大自然事物都能輕易

通過目視、聽聲把動、植物分門別類，家長就要安排孩子有更多大自然觀察探索的機會，

就要好好提供探索自然的器材及專門的培訓。 

 

三、性別對孩子的影響： 

男、女孩的成長，都可分為三個階段-啟蒙期、學習期、青春期。 

啟蒙期-男孩是零至六歳、女孩則是零至七歲； 

學習期-男孩是七至十四歲、女孩則是八至十二歲； 

青春期-男孩是十四至成年、女孩則是十歲或十二歳至成年。 

在「西遊話教仔一」時，已與大家介紹過啟蒙期及學習期，今次集中向大家介紹「青春期」

的年輕男孩及女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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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期： 

女孩子： 

她們受荷爾蒙週期影響，情緒會受到影響，時滿足快樂，時煩惱、沮喪。 

家長要以平常心及正直面對女兒的發育，要瞭解她們掙脫呵護，建立個人獨立形象的需要

及感受，同時保持彼此間感情的升華。 

父親切不可疏遠女兒，父母要借機會教導性知識，使孩子理解自己如何得來，與雙親建立

正常尊重與信任關係。 

女孩會走出幻想世界，開始對異性產生興趣。 

她們很多都會特別喜愛崇拜偶像，以填補親子感情轉變的感情空檔。 

女孩大腦裡主管記憶的海馬迴（hippocampus）會比男孩大，比同齡男孩天生記憶力有優勢，

家長不要錯判情況，過度加強閱讀及思維能力訓練，因為經常使用的大腦區域會有更多神

經傳遞，不用的則沒有，大腦會自動取消多餘組織而可能導致有不能補救的傷害。 

男孩子： 

男孩的大腦皮質前部成熟較女孩遲緩，所以專注力及控制力不足，急躁難安，「探索學習」

遠比「重複操練」及「知識記憶」等方法好。 

遠古男性需要負責狩獵、覓食的冒險任務，因此也形成了男性本能。手腳動作快於大腦思

考，比較衝動，但也同時好奇心更強烈，熱愛探索，勇於挑戰內心裡新事物及新訊息，想

像力強勁，天馬行空創意無限。 

男性善於分析形勢，但不善用語言表達出來，有些會逃避，有些更會粗暴發洩。他們也常

被認定比較勇敢、堅強、自信，當面對恥辱時會比較壓抑自己的情緒，處理不當會造成偏

差行為。 

男孩須要團體認同，家長要懂得退一步，並引入孩子信任的人物去輔導他們，也要讓孩子

有健康的群體生活，以免因集體生活須要的空檔而讓孩子誤入不正派的幫派與組織。 

男孩大腦處理空間、視覺的區域比較優異，擅長立體結構與併合組裝活動，增強圖像思維

及遊戲會對他們有較大幫助。 

 

四、一些值得思考的生活片段扮演： 

1、媽媽嘮叨、抱怨的後果 

小柔：媽媽，你說做媽媽好，還是做律師好呀？ 

媽媽：兩者有衝突嗎？整天亂說。 

小柔：有！ 

媽媽：那有規定律師不能做媽媽呀！你學校教什麼的呀？ 

小柔：我覺得做媽媽好辛苦呀？ 

媽媽：有你們這些孩子，媽媽就一定辛苦啦，又懶惰，又多無聊的想法，那會有人這樣想

的呀！ 

小柔：媽媽什麼事情都愛抱怨，日日都在嘮叨，做媽媽一定很不開心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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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溫柔及溺愛的陷阱 

小柔：媽媽，我入不到體操隊啦！ 

媽媽：什麼事，快些說出來，媽媽幫你。 

小柔：體育老師說我身體協調性不好，不能參加體操隊。 

媽媽：小柔，怎樣會是協調不好呢？我馬上打電話問清楚，這樣很不公平呀！（媽媽找電

話簿） 

小柔：不要。 

媽媽：不要？這樣做，對我的女兒不公平，不聽我的，要他失業呀！ 

小柔：嚡，好，你要打電話就隨便。（跑回房間大力關門） 

媽媽：你...你...媽媽幫你，你...？ 

 

3、身邊的叔叔很重要 

小鋼：我想買一部單車代步？ 

爸爸：爸爸比你不念書去學做蛋糕，你還要買單車，是不是太過份呀？ 

小鋼：我用自己的人工來買呀！我中一就想買啦！ 

爸爸：馬路貨車又多，路又上山下山這麼崎嶇，多危險呀？不準。 

（小鋼走回房間，爸爸只好致電小鋼的蛋糕師父 Steve 求救。過了幾天小鋼這樣跟爸爸說：） 

小鋼：我不買單車啦！我要讀蛋糕課程呀？ 

爸爸：你...？ 

小鋼：Steve 話，笨蛋才在這裡買單車，到十八歲我學開車。 

爸爸：學開車？ 

小鋼：Steve 話第二日可以開車，就可以幫手發展外送蛋糕啦！ 

爸爸：我...？ 

 

4、男孩不可用這種語氣 

媽媽：小鋼，什麼事呀，把衣服放入洗衣機，不開關。 

小鋼：忘記呀！ 

媽媽：忘記，這麼少事也做不好。把衣服放入洗衣機有多難呀！這個家你沒份嗎？ 

小鋼：媽媽，不要再叫我做這做那了！我就是不做...。 

（爸爸沒有說，為什麼要把事情看得這麼嚴重呀？老婆，為什麼要為難孩子呀？你們兩個

不要再吵啦，我要聽公事電話呀？爸爸說了一句：） 

爸爸：不要用那種口氣跟你媽媽說話？ 

（為什麼？這句老生常談對十四歲的男孩十分有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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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爸爸對青春期孩子的影響 

*請部份麗珠加入 

 

王添強  8/10/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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