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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出心智強大孩子  別做這 13件事 
 

強大的心理素質可以讓孩子從挫折中反彈，即便對自我還有些懷疑，他還是可以獲

得持續前進的力量。強大的心智可以讓孩子發揮潛能，活出最好的人生。想撫養出

心理強大的孩子，父母必須避免一些不健康、但非常容易犯的教養方式。《心智強

父母，不做的 13 件事》列舉了如果想養出心智強大孩子，父母該避免哪些事： 

 

1、容忍受害者心態 
在班上的期末表演中沒被選中當主角，或是考試成績輸給了隔壁鄰居……，被拒絕、

失敗，甚至是遭遇不公平對待，都是人生的一部分。當孩子遭遇上述不順遂的結果，

不要跟他一起抱怨、自艾自憐。教導他們，不論情況多麼不如己意，他們還是可以

做出正面行動。 

 

2、屈服於罪惡感 
太容易屈服於罪惡感是不健康的，如果孩子認為罪惡感是可怕的魔鬼，那麼他將容

易受到「情緒勒索」。因為他會發現，他無法拒絕「是朋友就讓我抄你的考卷」、

「如果你真的在乎，就幫我做這件事」這類要求。教導孩子，人有時的確會感到罪

惡，但不該讓這種不舒服的情緒，阻撓你做出明智的抉擇。 

 

3、把孩子當宇宙的中心 
如果你一直以孩子為中心打轉，他們成長後，很可能以為每個人都應該以他為中心。

想想職場內是不是也有那種總是「以自我為中心」、「只想享受權利、覺得大家都

欠他」這種個性的人，這種性格很可能就是父母慣出來的。教導孩子專注於他們可

以為社會、為世界帶來什麼，而不是只想等好處、福利降臨在自己頭上。 

 

4、讓恐懼決定他們的選擇 
讓孩子生活在保護罩裡，能省去的，只有你的焦慮。相反地，你應該教導孩子如何

戰勝恐懼，當孩子願意踏出舒適圈時，給予獎勵。 

 

5、什麼都讓孩子作主 
讓孩子決定全家人晚餐要吃什麼，旅遊地點也是孩子說了算，而非由思想成熟的大

人做決定。從表面上看來，這好像是讓他們學習做決策，但其實，這反而會干擾他

們的心智發展。心理治療師莫琳（Amy Morin）說，其實，父母更應該循序漸進地

讓孩子做決定，同時要讓他們學習聆聽不悅耳的話。事事無法盡如己意，告訴他們，

如果最終結果不是自己的首選，該如何學著接納，並配合。成人世界存在階層，父

母應該讓孩子在家裡就學會「長幼」這件事。 

 

 



6、期待完美 
每個父母都希望孩子表現好，但期待孩子事事完美則會適得其反。教導孩子，「失

敗是 OK 的」、「你不用在每一件事上都是最厲害的」。讓孩子成為「最好的自己」，

而不是「什麼都是最好的」。 

 

7、讓孩子卸責 
給孩子無憂無慮的童年，不代表應該要讓他們逃避自己的責任，如收拾玩具、寫回

家作業。讓孩子承受該年齡該承受的責任，如此心智才能隨著年歲茁壯。 

 

8、不讓孩子嚐到任何痛苦 
痛苦、悲傷、焦慮是人生一部分。讓孩子經歷這些痛苦，是給他們機會去練習忍受

「不舒服」。循循善誘並支持孩子面對痛苦，在未來人生的路上，他們才有信心跨

過無可避免的逆境。 

 

9、認為孩子的情緒都跟自己有關 
孩子一難過或一沮喪，你就使出渾身解數安慰他、讓他開心，某種程度上這代表，

你覺得他們的情緒是你的責任。但孩子需要培養情緒能力（emotional competence），

學習管理自己的感受。教導孩子應對自己的情緒，別讓他們仰賴別人來讓自己心情

好。 

 

10、避免孩子發生任何錯誤 
幫孩子檢查作業，反覆檢查他有沒有帶老師交待的東西去上學，你真的需要這麼做

嗎？其實，「後果」有時候是人生最偉大的老師。有時候，讓孩子為自己的粗心或

失誤負責，才能讓他們成長，也變得更茁壯。 

 

11、讓孩子搞不清楚規範和懲罰 
懲罰意味讓孩子為自己的錯誤承受後果，規範則是教導他們如何在未來有更好的表

現。把懲罰和規範搞混了，將讓孩子以躲避受罰為出發點做決定，而非真正發展出

自律的穩定性格。 

 

12、抄捷徑、求舒適 
孩子在「扭計」的時候，直接把他想要的東西給他；要他自己收拾玩具，實在太耗

費精神，父母還不如自己收拾比較快。上述的作法和想法，只是讓教養變得簡單，

但這種抄捷徑的方式，並無助於孩子培養好習慣。父母應該向孩子示範，如何延遲

享樂，而且在面對誘人的偷吃步捷徑時，你可以不為所動。 

 

13、忽略價值 
許多父母忙於日常瑣事，忘了教導孩子正確的價值觀。確保你的優先事項精確地對

齊你人生中最珍視的價值，給孩子力量，活出有意義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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