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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教育長子所得──磐石之基 

  我決心休假半年時，心中十分肯定，必能幫幼兒很大，而結果比我當初期望

更佳，難再苛求。為什麼我滿有把握呢？這要從教育長子的經驗，和幾個堅定的

信念講起。 

第一、家庭教育，至為重要，而且必須從小做起。自從成為父親以來，看過不少

兒童教育書，聽過不少講座。所有書本，老師，專家都一致認為教小孩子，

必須在六歲之前。六歲後，孩子的品性已定，難以改變。六歲前，就是教

育的「黃金時期」，萬不可錯過，而零八年初，我幼兒剛五歲，倘我不把

握，後悔難返。 

第二、情緒智商(EQ)，比智商(IQ)更重要。性格比智商更重要，而所有智力中，

以創造力最重要。 

第三、教導孩子，走對開始的一步，就成功一半。只要他獲得讚美，動力就來，

他會愈來愈快，愈學愈開心，以後更受讚賞，更有動力，順勢踏上康莊大

道。小孩子易教，父母也少操心。 

  以上幾個信念，鐵鑄心頭。有一段時間，我暗裏自豪，深深認為好的家庭教

育，使長子成為資優生。每年見家長，不同級的班主任最常說的一句話是：「樂

先生，樂太太，眼見你兒子的表現，就知兩位花了很多心機教育孩子。」 

  長子天生口齒伶俐，未兩歲，已唸唐詩，一次偶然機會，即興在商場參加比

賽，獲獎，從此順風順水。在幼稚園，他連續兩年贏了全校的「講故事比賽冠軍」，

也在兩屆高班畢業典禮上表演。在台上，他面對過百家長、老師、校長、校監，

全無懼色。到讀高班時，我和內子為防他再勝出而變得驕傲，不讓他比賽。那年，

他已連續三年獲得品學兼優獎；代表學校出選「油尖旺傑出學生」，又獲獎。 

  長子幸運，在幼童時相貌非常可愛，乘港鐵，巴士，常有嬸嬸，婆婆搭訕，

稱讚他標緻。最誇張一次，竟有少女，從港鐵站頭，拉同學跑到站尾，追看我兒。

我隱約聽到她對同學說：「快的來睇，那個細路仔好靚！」長子是在這樣一個充

滿讚美的環境長大，我夫妻只需輕推他一把，引他入軌道，他自己就有動力學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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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子原校升小一，立刻獲委任為班長，如是者三年。他每科的成績均得甲等，

也年年獲獎。我夫妻不算很催谷，衹為他檢查功課，有錯則改，但從沒上補習班，

也沒有安排週末學數、國語、英文等。週末他學打羽毛球、游泳、攀石、滾軸溜

冰、繪畫、彈鋼琴。他每樣活動都十分投入，所有老師，教練都讚賞。學游泳，

只幾堂，學懂自由式，再幾堂，又學懂背泳，教練評語：「極具潛力，宜多加訓

練。」學攀石，全班最矮小是我長子，但偏是他首先成功攀上最高點。 

  讀二年級，學校認為我長子是資優，我夫妻不相信，也沒有為他安排評估或

作其他培訓。到學期末，他由校方推薦參加中文大學和史丹福大學的測試，與學

校預期一樣，算是入圍資優。 

  我反覆推敲，肯定長子不是智商極高那一類，但卻事事熱情，努力參與。遇

上有吸引力的活動，他就歡天喜地的去學、去做。為什麼呢？離不開他有點幸運，

幼童時已得人讚賞，令他對自己有信心，對世事好奇，父母沒有強迫他做他不喜

歡的事。參與的活動，都是恰恰他能力已達，而又帶多少挑戰性，足夠吸引他。 

  我夫妻非常重視的，是鍛練長子的品格栽培，舉一些例子。 

  我家小康，家居千三平方尺，有車，有菲傭，但孩子不得對傭人無禮呼喝，

犯錯要說「對不起」，有要求須講「唔該」、「謝謝」。 

  每天早睡早起。長子現九歲，從未超過十時半上牀就寢，睡前必向父母道晚

安。 

  很少買昂貴玩具，常常向他灌輸「物有所值」的觀念。他幾乎未央求過買玩

具，若有，亦是廉價物。 

  不浪費。玩具壞了，必檢查可否修理。鞋底脫落，不即棄。檢查後，用超能

膠把它黏合，我要長子在一旁觀看，這樣他就學會不浪費，善用資源，這不是小

學生三年級的課程嗎？我早就潛移黙化，教曉他。 

  香港這一代的孩子，比我輩多物質享受，雙親同時工作的很多，週末吃飯，

常依小孩子意願。為免長子驕縱，我刻意要他問父母喜好，要商量、遷就，他就

明白尊重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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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快餐店或麥當勞時，把握機會，鼓勵長子自己去辦事，例如取紙巾、飲管、

刀叉。不要少看這些事，實是訓練兒童最好方法。他那時約四歲，處理得好，麥

當勞小姐，一定不吝讚美，小孩子聽到，自信更強，更願嘗試。 

  長子四歲半，訓練他自己沐浴、更衣，我也要他自己清理大便，不假手菲傭。

不要以為這容易，假若男女主人都上班，又聘得一勤力的菲傭，這小孩子就不一

定得到這種訓練，何來懂自我照顧呢？更遑論在校當班長。 

  常帶長子去圖書館，任他喜歡，大量借書看，也陪他閱讀，但漫畫書例外，

少借。他也少看電視，除天地自然和動物紀錄片。電子遊戲機是禁品，即使親朋

送來，亦婉拒。為什麼浪費時間打機呢？就算轉看漫畫《三國演義》，也算學識

歷史人物。 

  我常努力灌輸「不怕困難，面對挑戰」的觀念予長子。他五歲時，幼兒一歲，

家門外是大斜路，我叫長子推嬰兒車，他滿頭大汗，我只在旁鼓勵，未施予援手。

回家後，我倆一起痛快吃雪糕，事隔四年，長子仍記得此一幕。 

  路旁見到蟑螂，内子避開，我要長子踏死蟑螂，他那時約三歲，從來不怕蟑

螂。想不到的是，升小學後，同學視他為小英雄。 

  睡房有冷氣。夏天時，為免長子驕生慣養，特别安排與他在廳打地鋪，不開

冷氣，睡到天明。他有過這種經驗，不只啻上了一課，人可適應環境，冷氣不是

必須的。 

  小學規定穿綁帶鞋，我更教他，又不許菲傭代綁，要他自己做。參加家長會，

校長分享經驗，某三年級生鞋帶鬆脫，校長告之，這學生竟把腳伸到校長跟前，

意思明顯，叫校長綁！我把這反面教材告訴長子，讓他永遠記著。 

  教孩子摺紙，可以訓練小肌肉、創意、廢物利用。孩子玩得哈哈大笑，全家

樂融融，一舉數得。 

  家中賞罰分明，言出必踐。數年前，在路旁，遙見一位女士帶着三名幼童，

約四，五歲。幼童在前行，忽然衝過馬路，女士急叫停：「你們不聽話，要罰。」 

眾童笑哈哈不予理會，女士氣急敗壞追上，然後嘆一口氣說：「以後不可以。」

眾孩子呼嘯一聲，又往前跑，棄女士不顧。我認為這女士犯下教育上的大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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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不踐，是沒信用。小孩子再不理會這女士的訓令了。過馬路絶非兒戲，怎可不

嚴格教導呢？「管教」，先管後教，對幼童，管不了，就教不好。 

  當目睹三歲小孩，掌摑他母親，玩鬧頑皮，接二連三。其母一面不豫，擋開。

其父在旁，不予阻止、懲罰。最後，那孩子笑著跑開。我認識這家庭，不相熟，

難發話，只在旁暗嘆。 

  以上種種，我可以大書特書。我堅信自己的教法，就這樣把長子培養成一個

事事熱情，願嘗試、有禮貌、懂處事、成績卓越，年年獲獎，受同學、老師歡迎

的學生。 

  容易嗎？獨立看每一項，都容易。但要長年累月，用心堅持多項，則十分困

難。香港多少家長工作超時，回到家中，孩子將睡，那有時間栽培教導，菲傭只

能照顧起居飲食，何能教育？到週末，家長有時間了，能否時刻以親子教育為念？

這是時刻要動腦筋，聚精滙神，不易為。反之，若與孩子同看卡通片，打機，玩

樂，把所有工作盡付菲傭，則舒適得多。家長會怎選擇呢？要注意，家庭教育必

須在六歲前做好，之後小孩子對世事已有自己看法，品性大定。倘錯失時機，再

難教。困難是，一般家庭，小孩子六歲前，往往是家長為家庭經濟拼搏時期，是

為難。我幸運，長子出生到他七歲這幾年，工作壓力不大，能抽空扶助長子走上

正路。如今，他目標明確、自信，矢志「品學兼優」。 

  我曾自豪好幾年，暗自詡家教出色。現在，仍有一點自豪，但心中謙虛多了，

因為經歷教我幼兒的好幾年，明白到在幼兒教育、親子這些領域，懂得太少了，

實在還有許多要學習。 

  寫了許多，簡述教育長子的經歷，算有成。憑著這些，我有強烈信心，認為

若休假，朝夕相伴、親子，必定對幼兒的訓練，有大幫助。 

  怎樣親子？「多給時間」、「多關懷」、「多愛護」，都是眾所周知，實際怎樣

執行呢？讓我把經歷寫出來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