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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發性」相信是父母夢寐以求的孩子特質。作者平井信義在書中寫道:「所謂『自發性』就是『能夠自己
思考，尋找自己想要的做法，不依賴他人的幫忙。』」根據我的工作經驗，「自發性」等於家長的常用語言
「自動自覺」，意思就是希望孩子無論在日常生活上（例如洗面、刷牙、洗澡、進食、上學、做家課），
甚至在個人決擇上（例如選科及選擇職業），都能主動及懂得自己去做，不用父母太多的催迫及幫助。為
人父母的你，是否也有這樣的期望？

但為何今天我們的孩子在「自發性」方面好像完全不及格？甚至聽到的都是負面的現象，例如孩子拒絕上
學、慢吞吞地做家課、不主動進行各項個人護理、對自己的前途毫無主見、甚至有自殺念頭等等。是否今
天的父母太著重孩子的能力，反而忽略了孩子的動力?

平井信義是一名小兒科醫師，從事育兒方面的顧問及研究工作近四十年。在這些年日，他處理過很多孩子
的行為問題，例如憂鬱、過分內向、任性、反抗、暴躁、無生氣、不唸書、只愛玩等等；以及孩子踏入青
春期後的問題，例如拒絕上學、家庭暴力、神經衰弱、精神病、離家出走等種種不良行為。他開始發現，
在嬰幼兒時期(尤其一至三歲左右)，父母與孩子的親膚關係以及父母的育兒方法，對於孩子往後的人生最
為關鍵。他認為現今父母與師長必須重新認識什麼是「自主精神」與「自發精神」，唯有這樣，一個協助
並敬愛自己與他人的社會才能得以造就，一個和平及充滿人才的社會才得以形成。

平井信義在書中深入分析了亞洲孩子在「自發性」方面發展遲緩的原因。他一針見血地指出，「聽話便是
好孩子」的育兒方程式，主導了大部份家長的育兒方針，但「聽話」這兩個字，卻是窒礙孩子「自發性」
及引伸很多問題的元兇。舉一個書中的案例，大家便可以知曉。在作者的研究個案中，有一名男孩，他有
個患自閉症的弟弟，這男孩在小學階段非常乖巧，很少發脾氣，經常幫助媽媽。但當男孩升中二後就開始
拒絕上學，甚至出現家庭暴力，那時侯的他，經常吼著「以前我都是騙你們的！」「弟弟最好去死！」這
類說話。那是因為這男孩意識到，當一名稱職的「好孩子」，其實在謀殺本來的自己。

從不同案例中，平井信義引導父母重新思考 : 到底真正的「好孩子」應該是怎樣的?

此外，作者亦在書中深入介紹其「自發性」發展理論。內容包括：何謂「自發性」、「自發性」的發展階段
(3個反抗期)、發展「自發性」的元素(淘氣、反抗、搞怪、開玩笑、體諒)，以及缺乏「自發性」的後果等。
同時他亦歸納了不同的育兒方式類型：(一)命令式壓力的教育方式；(二)在乎別人的教育方式；(三)過度保
護的教育方式；(四)以無言的身教表現給孩子看的方式。他在書中不同的章節中，重覆地提及缺乏「自發
性」元素的相處，及第一至第三種的教育方式，就是容易造成「自發性」遲緩的原因。

最後平井信義亦直接提出，發展及補救「自發性」的元素在於親膚關係。孩子無論在嬰兒或孩童階段，都
渴求與母親之間的情緒感應，希望賴在母親的膝上撒嬌，或是讓母親抱抱，與母親一起玩樂等等，這種情
緒關係亦是作者經常在書中提及的「心靈基地」。這個基地不單有助孩子穩定情緒，也是「自發性」發展
的基礎，更為青春期種種的巨變打好預防針。

除了「自發性」發展外，書中亦有涉及一些家長經常遇到的難題，例如：孩子怕生、兄弟打架、慢吞吞、
神經質、愛說謊等等，平井信義亦用了一些篇幅去續一解答。

我非常喜愛《孩子越愛越成器》這本書，真的百看不厭，全書易讀易明，作者所引用的例子都非常生活化
及活生生的，是我廿年社工生涯中遇到的最佳育兒書籍。平井信義不單解答了我一些在前線遇上的難題，
他多年的研究亦為我無論在工作專業上，或個人作為母親的角色上，都提供了一個具說服力的指導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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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孩子越愛越成器》已絕版，如有意閱讀此書，請到網上尋找電子書或二手書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