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養基礎 由連結開始 

這是一個知識和資訊垂手可得的年代，爸媽們對教養孩子有疑問的時候，可以輕易在

各平台尋找答案，專業人士的建議也俯拾皆是。然而，哪怕是絕妙的教養方法，還是

需要在一個穩健的基礎上才能發揮得好。教養孩子的基礎就是彼此的關係。所謂關

係，就是大家之間的連結。究竟父母要怎樣與孩子連結，才能打好穩固的親子關係？

以下的分享會給你一些答案。 

 

細意了解孩子 

作為父母，你會怎樣描述你和孩子的關係呢？你是怎樣與孩子連結的呢？隨著年日過

去，你還有興趣去了解孩子嗎？別忘記，孩子一天一天長大，經歷了大大小小的轉

變，你有興趣去知道，甚至去陪伴孩子經歷這些轉變嗎？ 

 

倘若你有興趣去鞏固這個基礎的話，不妨找一些時間，哪怕是三分鐘，好好地把孩子

看一下，看看孩子的臉、五官、四肢，姿勢和動作；好好地聽一聽孩子的聲音，不單

是說話的內容，也留意說話的聲線語調；好好地把孩子嗅一嗅，無論是活動之後的汗

味，或是洗澡之後的清新味道；好好地與孩子拖一拖手，感受一下小手的柔軟和握

力，又或者給孩子一個擁抱，感覺一下孩子今天的份量。暫且放下發號施令的角色，

暫緩確認完成事務的責任，好好地認識此時此刻的孩子。 



在教養的關係裏，了解是少不了的。當孩子慢慢發展，多了一些情緒，多了一些表

達，爸媽是否還會樂於參與孩子的經歷呢？爸媽能否從留意孩子的表現再進一步，了

解孩子的眼淚、歡笑、失望、嬲怒等等？在教導之餘，甚或在教導之先，嘗試共享孩

子的感受，這不正正是連結嗎？ 

孩子多分享 

誠然，連結是雙向的，所以爸媽也可以向孩子分享你的經歷。 

當然，爸媽需要因應孩子的認知發展能力，作出篩選，免得把分享變成負擔。適當的

分享，不但能夠鞏固彼此的連結，還可以把孩子引領到現實世界。有一位媽媽在午餐

時，跟孩子通電話，沒有追問功課做完了沒有，而是讓孩子看一看她吃的三文治。短

短的一個分享，孩子與媽媽多一份連結，也對世界多了一些認識。 

鞏固關係，作連結是要用時間、心思和透過實際相處進行的。所謂重質不重量，說到

底，還是要有一定的量。每一刻時間的運用，都是一個優先次序的題目，是爸媽的一

個選擇，也是給孩子的一個榜樣。 

孩子與爸媽的關係穩固，可以給他們提供一個安穩的基地，去認識自己，去探索複雜

的世界和殊不簡單的成長道路。爸媽們，值得在基礎上努力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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