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潛移默化，
讓兒子愛上這間學校

名校 = 好學校？

1  名校與好學校
「名校是知名、有名氣，經過媒體根據若干標準去排

名，每年都會有許多超額入學申請的學校。大部分家長

都想子女就讀名校，因為名校以學業行先，小朋友的成績

好，畢業生將來的大學入學率高。」對於名校，梁太有如

此看法。

然而，在她心目中，名校卻不等如好學校，好學校亦

不一定是名校。她認為一間好的學校可以是一家側重學生

其他方面或全人發展的學校，例如一家會照顧到弱勢社群

本章家長分享
梁太（兒子安仔，6 歲，現就讀喇沙小學）

「幫囝囝選學校，我以大家口中的名校為優先考
慮，我的準則是選一所既是名校亦是好學校的小
學。因為一間學校若果是名校之餘，還是一間好
學校，不光讓小朋友有好的學校成績，同時能發
展他的品行、修養和紀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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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能兼顧有特殊需要的學生的學校，或會特別安排資

源去照顧一班非主流學生的學校。好學校側重於學生的品

格、修養或創意等發展，並非一定以學業為優先，校內老

師的愛心、包容和忍耐度高。

除了名校兼好學校的準則，梁太認為「學校的教學模

式能不能配合小朋友的性格」這一點重不重要呢？她替囝

囝選擇學校時，有沒有將這一點也納入考慮？

「我覺得學校的教學模式能配合小朋友的性格這點是

重要的，但並非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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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愉快學習 vs 性格鍛煉
她指「重要」的意思是，學校教學模式配合小朋友的

性格可以相得益彰。例如國際學校的教學模式是活動教

學，小朋友的性格若是外向開朗、不能停下來的，而學校

的活動教學模式能配合他的性格，能令他學習更愉快、吸

收能力也會更加高，因為用的是適合他的教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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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必要」的意思，學校是一個群體生活模式，有些

小朋友例如她的囝囝安仔，屬於活動型，性格非常外向且

喜愛並善於交際，讓他進入對紀律和操行有嚴格要求、教

學模式非常傳統的名校，可以訓練自律能力和鍛煉品行。

她認為傳統教學在紀律和操行上的要求，對小朋友來

說是必須的訓練。如果選學校時，完全因應他的性格去選

擇，例如選一家像國際學校般使用活動教學模式的學校，

學校的教育可能只會側重於他本身外向好動的那一方面，

但他靜態的那一面卻未能發揮。

「我相信性格是小朋友從小在品德上的學習和適應，

是小朋友要養成的習慣培養而成的。從他小時候開始，家

長便要幫他認證，使他在動態之餘，也要學懂欣賞其他不

同性格的小朋友。」

在是否一定要選擇教學模式與小朋友的性格配合這個

問題上，她表示取決於家長的心態，如果希望小朋友愉快

學習，會因應小朋友的性格取向選擇學校，但這些學校或

許未必會花時間訓練小朋友較弱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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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名為《丹尼登跨領域健康發展研究》指出，會

自律的小朋友成績較佳，而且其健康和未來的事業發展

等方面都較好。然而，自律並非與生俱來，是需要透過

訓練去學習的。

不論性格活潑開朗好動與否，鍛煉小朋友的耐性和

紀律都是令所有父母感到頭痛之事。好奇心旺盛、專注

時間不能超過 15 分鐘、精力過分充足、喜歡玩耍和四

處觸碰物件等等，某程度上是每個小朋友都會有的「特

質」。到底如何可以鍛煉孩子的耐性和紀律？

有家長可能會以嚴厲方式去控制孩子的行為，迫令

他專注和服從，但是有研究指用嚴厲方式去管教孩子或

許會令他們變得畏怯懦弱、失去應有的好奇心；另一方

面，對於性格反叛的孩子而言，嚴厲的教育方式可能會

做成反效果，令他們更加反叛。

美國臨床社會工作者及心理治療師艾美莫林（Amy 

Morin）曾在其撰寫的一篇文章中提到教導小朋友紀律，

不是要控制他們，是要教他們學懂自我控制。 自 我 控

制 講 求 的 是 自 理 能 力、 情 緒 及 行 為 管 理、 顧 及 別 人 的

情況。

那麼，家長要如何訓練孩子的自制力，令孩子更有

耐性和有紀律？

鍛煉孩子的耐性與紀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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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以身作則

父母是子女的最佳和最重要的模仿對象，要孩子

學會控制自己，父母也必須要懂得如何控制自己的情

緒、行為和生活中的各方面，成為孩子的榜樣。

2. 有商有量

讓孩子參與討論和決定與他有關的事情，讓他感

到被尊重及因有份參與決定而產生責任感。討論過程

中父母可以按情況對孩子作正向引導，例如和他分析

不同選擇的好與壞等。 

3. 自食其果

要讓孩子學會為自己的行為和決定承擔後果。例

如在天涼時或冷氣空間中不願穿厚衣或風衣，父母要

讓他自己承擔後果；忘了帶課堂要用的物品，父母不

要替他送去學校，讓他為自己的行為負上責任。

4. 讚賞與鼓勵

以讚賞、獎勵和鼓勵代替責罰和謾罵。有研究指

出，經常受父母讚賞和鼓勵的孩子，自信心較高且行

為表現會較好，學習的動力亦較強。家長可以用鼓勵

和讚賞的方式讓孩子學會專注和自律，例如鼓勵他坐

定定專心溫習一個科目約 20 分鐘，如果他做到了，

便可以口頭稱讚他或給他一張小貼紙作獎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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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轉移視線

有些比較好動的小朋友，可能真的不能停下來，

而且喜歡搗蛋，對於這類小朋友，可以嘗試用活動去

轉移他的視線。例如用遊戲的方式挑戰他完成一些指

令：在限定時間內將衣物歸類及收拾；與媽媽比賽，

看 誰 最 快 找 出 並 收 拾「 遺 落 」 在 家 中 不 同 角 落 的 玩

具等。透過遊戲消耗他過度的精力，同時訓練紀律。

6. 充足放電

對於特別好動的小朋友來說，擁有超乎常人的旺

盛精力是令他難以安靜下來的原因，故此，要給予他

足夠的運動時間，如到運動場跑步、公園玩耍或讓他

參與一些運動項目，他的精力得到發洩後，較容易安

靜下來和專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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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為子女挑選合適的學校？

1  辦學理念與家長期望
談到如何確定所選擇的學校是否適合兒子，梁太表示

在選擇過程並沒嘗試去確定，因為根本不能確定。她說一

般幼稚園學校對幼兒都不會過分催谷，以避免扭曲了幼兒

適切年齡的性格與心態，所以大部分幼稚園都是快樂學習

的學校，很難去確定孩子到底最終適合甚麼類型的學校，

要試過才會知道。

「打個比如，我囝囝性格好動、喜愛交際，適合國際

學校的教育模式，但現在在傳統名校就讀。當然，這是我

和我先生希望他將來發展的方向，所以讓他去試讀傳統名

校。如果這家名校完全不適合他，例如發現他的表現和行

為等各方面真的無法融入學校中，才會考慮讓他轉校。故

此，沒有試過便不能肯定是否適合。」

她認為家長的大方向應該是，要知道和了解學校的辦

學理念是甚麼、自己是否接受其理念。

2  觀察孩子的需要調節方向
「 我 覺 得 在 小 學 階 段 的 小 朋 友， 其 可 塑 性 還 是 很 高

的，不能這麼快去斷定他的性格，所以很難準確判斷他屬

於甚麼類型性格而讓他進哪類型學校，只能夠一直觀察，

看看他在適應上是否有困難、行為和性格有沒有出現問

題或者很抗拒上學，家長才能慢慢幫他調節或者考慮轉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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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再次強調，父母首先應要有一個大方向，知道自己

希望小朋友將來成為怎樣的人，以此為依據去揀選和考慮

學 校 的 辦 學 理 念 、 校 內 學 生 成 績 和 舊 生 在 社 會 上 的 成

就 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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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太的小貼士：關於填表
•.採用「111」填表方法：甲部和乙部兩個

部分的第一選擇都填上心儀學校的名字，

表示你對該學校的誠意和決心。

•.一旦兩次派位都派不到，在叩門階段向學

校提交申請時，學校會翻看派位表上你的

選擇，看看你讓孩子進入該學校的決心有

多大，再決定是否給予面試機會。

（我有一個朋友，家長本身讀過兩間名

校，所以他替孩子選校時，也選了這兩間

學校，打算二選其一，他在自行分配的部

分填了其中一間，在報考另一間學校時，

該校詢問他為甚麼在表格上並不是將這

間放在第一志願，最後這間學校沒有取錄

他的兒子，派位時亦未能派到第一志願，

最後要以叩門方式才能成功入讀心儀學

校。朋友的經歷印證了 111 策略確是有根

據的。）

•.個人認為 111 進取法存有極大風險，需要

家長自行斟酌想孩子進入該學校的決心是

否大到真的非此不可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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