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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之樹悅讀會 

主題：生命的河—心語  

(第一次讀書活動) 

書名： 119父母 

日期：101年 04 月 16日 地點：CC201 

出席人：李惠玉、周慧美、邱貞雯、章美玲、陳慧華、

陳昭蓉、曾靜儀、劉詠欣、倪佩珊 

【讀書心得 / 討論內容】 

書的綱要: 

一．定格的畫面(作者的成長背景)： 

李國修—父親是戲劇鞋的師傅，終日埋首於工作中方得一家的溫飽。教養的方式—因拙於言詞，打駡是教導孩

子的不二法門的。對孩子的期許只有不要變壞當流氓。 

王月－父親外遇，在單親家庭的環境中長大，但母親善理財，生活小康，雖然母愛滿滿生活無慮，還是渴望一

個圓滿的家。 

 

二．作者教養觀念的主軸： 

1.不過度干涉 不給孩子壓力— 

  不過度干涉－ 

  A.是有限度的干涉--家家有自己的與規則，是沒有標準答案的。 

    對子女基本的要求－磕頭拜年的意義(感恩的心，談責任與義) 

    自由度的範圍—是自由?是冒險?為人父母皆明白終需放手，孩子才能長大，但何時才是最佳的時機?而孩子

的世界，需要父母的支持。(尋找獨立的背影/18歲的高空彈跳) 

  不給孩子壓力— 

 A.發現並接納孩子的優點與缺點--寶貝,你好棒(鼓勵與讚美的意義或功能—多與不及的優與缺？)/孩子,我

要你輸在起跑點（發現與接納－不完美/不如預期/不比較） 

  B.期許--人一輩子能做好一件事情，就功德圓滿了(父母對子女的期望值)          

2.讓孩子在信任與愛中成長 

  我們睡在一起(親密度是從小培養的和外國獨立的宣言不同) 

  我們家有三寶(愛是可以渲染的-孩子與孩子的朋友) 

  流淚運動(禁忌的寛容與接納–同性戀?個體的尊重與接納&社會規範的衝突) 

3.愛 / 想像力 / 幽默感 

 愛—感受愛，付出愛(知識之外，愛不是名詞，是動詞—學校的品德教育/社會的關懷是去-感受的)/寵愛與溺

愛的界線(我是你的辯護律師&直昇機父母) 

 給兒女的信(溝通-管教&關心) 

 想像力—我們一家都愛玩/ 我們一家都愛演(想像力是在日常的生活中擷取，在社會的規範外，用不一樣的方

式表達) 

 幽默感—以不同的觀點解讀”事件”，是觀察力，是自信，是無數次的訓練。 

 

討論的議題： 

1.請列舉 3 項我對孩子教養的主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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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蓉~ 

 A.愛你，沒有理由，但不是永遠，不是取之不盡。 

 B.除了時間，世界沒有公平。 

 C.責任與自由是有限度的。 

~貞雯~ 

 A.僅負責吃喝玩樂，其餘盡量不插手就不干涉 

 B.童年只有一次，希望小孩無憂無慮、健康長大 

 C.小孩 18 歲就離開爸媽，早日自力更生 

~慧華~ 

 A.重視子孩的品格教育，要聽話、有禮貌不能頂嘴..。 

 B.讓孩子知道沒有白吃的午餐，一切都要靠自已努力。 

 3.要了解孝順父母的重要性。 

~詠欣~ 

 A.品德大於一切，有禮貌、誠實、孝順。 

 B.要有國際觀。 

 C.爸媽不是佣人，從小能自己來就自己來，刷牙吃飯摺衣服，沒有追著餵飯這件事，爸爸媽媽辛苦了要常掛

在嘴上~   

~惠玉對孩子教養的主軸 是隨著孩子的年齡調整。 

 小時侯是 1.乖  ~乖乖吃飯、2.聽話 ~不調皮 3.整潔 ~收玩具 ，長大了～ 

 A.品德教育是一輩子要遵循  

 B.要跟媽媽做好朋友~分享一切  

 C. 家~是永遠的後盾 父母永遠支持  

 

2.省思父母的教養觀對我的影響 

  昭蓉：A.以滿分為目標—看得遠，才能走得更遠。因為他的要求，我得以在未來的學習中中有好的基礎。

並學會"做好是基本"的做事態度。B.一口飯而已—人生不需要太計較，付出比孤單好。我學會了「不求回報的

付出」，使我不會因期待回報而能更自在。C.人要活得有尊嚴—靠山山倒，只有自己最可靠。唯有面對問題，才

能解決問題，母親的話，我學會"無懼"。 

  貞雯：看到父母不斷的做做做做……(工作、待人、家事…)，現在想起來這些真ㄉ會影響我的言行舉止、

生活習慣、生活態度。 

  慧華：大家的父母都是一樣的，因為生活在上個年代。我常聽我媽說，她是個停不下來的人(俗稱-勞碌命)，

尤其是看到家人歡樂滿足的表情，就值得了。所以影響我對每件事情都不太強求，只要能滿足、知足就夠了吧~  

  惠玉來分享一下最近發生的實例: 兒子拿了學校捐血同意書要媽媽簽名  

我說:「捐什麼血，瘦的跟猴子一樣..我補都來不及了~”不准”」。上大學自己去決定， …要做娘的來同意兒

子捐血 ~”辦不到”」，這個場景似曾相識，恍惚曾是我與母親的對話，只是扮演角色不同罷了！隨著年齡增長，

我已不自覺 COPY母親的教養模式─ 雖然我並不認同母親當年對我們溺愛的教養。話說回來~我娘如果知道我報

名減重班了… 一定也會抓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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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之樹悅讀會 

主題：生命的河—眼觀 

(第二次讀書活動) 

書名：身教─黃富源‧黃瑽寧這對醫生父子 

日期：101年 05 月 07日 地點：P103-1 

出席人：李惠玉、周慧美、邱貞雯、章美玲、陳慧華、

陳昭蓉、曾靜儀、劉詠欣、倪佩珊 

【讀書心得 / 討論內容】 

前言： 

俗話說「身教重於言教」，心理學家在很久之前便已經發現，孩子有非常多的行為是透過模仿而學來的，他們之

所以會做某些事、說某些話，是因為他們的爸媽在日常生活中就是這個樣子。 

父母是孩子來到人世間的第一任老師，也是孩子最直接的效仿對象，就像有句話說：「愛孩子，是母雞也會做的

事。」單純憑『愛』是無法有效教育和影響孩子的，父母的潛移默化正向身教才是對孩子品格教育的根本。 

 

書的提綱： 

1.改變別人生命的醫生及醫德的門票 

  父親告訴兒子：「當醫生最快樂的事，絕對不是賺錢，而是得到病人的信任與感謝。今天的事希望能讓你看

到爸爸的榜樣。」一位醫師雖然可以視病猶親，充滿愛心，但是如果診斷總是錯誤，治療盡都失敗，完全無「醫

術」可言，這樣的醫生不叫做有「醫德」，只算是一位好心腸的平凡人，而且相當危險，因為他可能會害到人。 

2.一條不同的窄路及有父親的晚餐時光 

  …他總是選擇一條跟別人不同的窄路，盡力給病人一線希望，或者一個承諾，…黃瑽寧：『…但他的這份選

擇，卻是我最好的身教。』不是因為父親的「說」，而是因為父親的「不說」。其實不見得要跟孩子說什麼話，

就只是陪伴。 

3.設身處地為她想一想 

  先天泌尿道系統異常的女孩…  , 癌症末期，又心肌梗塞的父親…  。醫生的眼、口、耳、手勝過檢查儀

這才是真正「醫者心」。 

4.忍耐的功夫 

  在一場立法院的會議中，新任衛生署副署長，腰桿挺直地站在資詢台上，接受立法委員的炮轟。… 

5.重視基本功 

  一個人若能堅持這些 ABC 原則，按步就班的做好每一件事，才是人生的成功之道。 

6.投資在孩子身上 

  …孩子伸手找誰抱抱，表示那個人懂他，了解他，願意付出時間給他。感情的事必需慢慢累積，投資看似

浪費的時間進去，得到的就是滿滿愛的報酬。 

7.辦公室裡的教學課 

  …三年來在這間辦公室裡，父親給我上了很多堂課，有醫學、有倫理、有生活態度、有國家大事。尤其印

象深刻的是，他常常會用說故事的方式，問我一些醫療糾紛上的案例。黃瑽寧：『我父親這輩子，從沒有要求我，

和他一樣，成為一位醫生。』扮演傳統父親角色—努力工作，供給家庭；要求自己在身教上，做家人的好榜樣。

黃富源：『他所決定的路，正是我一生所追尋，所走過的路。』對孩子來說，「身教」是最有說服力的教養。父

親總是做給我看。我的父親，不只贏得我的愛，更擁有我的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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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孩子的教養，我們當父母的就像處在戰國時代，我們忙著送孩子學才藝、擠進資優班、要求他們考第

一，我們無時不焦慮、惶惑，是不是少做什麼，孩子是不是錯過什麼。每個孩子都是踏著父母的腳步往前進，

父母的耳提面命、再三叮嚀，也許能短暫收到成效，但「父母怎麼想」、「父母怎麼做」才是長期內化成孩子的

人格及學習。當你希望孩子成為什麼樣的人，請先要求自己做到。我從父親身上，看見這樣的身教，無聲卻深

遠。 

 

讀後感想： 

    當初看到這本書名，覺得很有趣，原因有二：一是家中大寶貝立志當醫生，一是「身教」這樣的書名令我

好奇。 

    看完這本書，讓我稍稍感嘆，在台灣，有醫德，又有醫者心的醫生，還有多少?或許我還是幸運的，自己、

孩子與家人都能遇到有如此美德的醫生，但周遭的朋友或許就不一定那麼幸運了!而針對作者用說故事的方式，

道出父親多做少說的身教，做家人的好榜樣，令我感動!或許只是一個動作，或許只是一小段對話，還是一個行

為，即使身為傳統的父親，以努力工作，供給家庭為職志，用現代新好男人的標準判斷，黃爸爸並不及格，但

他的堅持與努力，成就了他的孩子--黃瑽寧的一生。 

    看這本書時，每翻閱一篇故事，醫病關係，父子之間，總有不同的感動!洪蘭老師說的好：「做醫生最重要

的是那顆『視病如親』的心，做老師的也是那顆『有教無類』的心，其實，任何領域都是在乎一顆心，這顆心

怎麼培養，無他?從父母、老師、古人的典範中去模仿，從經驗中潛移默化而成。」 

    自從孩子呱呱墬地，從女孩變成母親，角色的轉變讓我用功了好久，不論是書籍雜誌知識的吸收、或是演

講的參與，還是親朋好友間的請教，再再都讓自己又像新的海棉一樣，不斷吸收與長大，有時好像吸收飽足，

又得及時修正再放掉一些，一切都是為了有正確的教養觀念，期待教出獨立思考與有同理心的孩子，這樣的過

程(等待)我相信每一位父母都覺得不簡單，但又必須不斷地努力，深怕錯過了，要救也救不回來。所以父母難

為，孩子也難為！不過，這樣的過程雖然辛苦，我們也得甘之如飴，只有不斷精進，才能成就我們的孩子，畢

竟只要看到孩子開心的笑與甜甜的睡覺，人生也已別無所求了，不是嗎? 

 

討論的議題： 

1.父母給我的身教？ 

  (1)良好生活習慣 

  (2)讀書做人要緊守本份，勝不驕，敗不餒 

  (3)何以為懂愛並且持有善念的人 

2.我給孩子的三樣禮物? 

(1)責任心 

  孩子都盼望長大，想要一夕之間成為大人。回想自己成長歷程，可從不留戀年少時光，只冀望快點長...，

可快點做自己想做的事。當時，我最想得到【責任】。大人的世界有些複雜，可是可以探測與了解；責任不是形

而上的名詞，更不是空洞的說法，它只是生活，它只是【想不想】，它只是【要不要】。從小，我們就教孩子把

自己的事做完，盡心盡力做好，不推拖，活得踏實，我們就都盡到了自己的責任。 

(2)一念善心 

  某天忙碌中接到大寶貝來電，簡單的報告考試的狀況，即將結束通話，寶貝才說今天淋雨回家，以為她又

忘了帶傘，原來，傘帶了，但，借同學了，電話這頭的我很好奇，原來，同學還有一個弟弟! 真相讓我感動，

感動這孩子雖然不以讀書為樂，卻總是以"助人"為樂! 

(3)欣賞與創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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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欣賞萬物就是欣賞藝術，當我們陪著孩子用心體會，並了解生活周遭的人、事、物，那即為一種藝術的欣

賞。走走路、踏踏青、玩玩球、抓抓魚…，當孩子對「生活」愈來愈熟悉，孩子喜歡將心情或感覺，用繪畫或

文字表達，而且玩的輕鬆自在，毫無負擔與壓力，這是我給孩子的能力，有了能力，孩子因為懂了，便能夠欣

賞。 

~美玲~ 

(1)一顆美麗的心：這一顆美麗的心包含"真、善、美"、接納多元化思維的態度、... 

(2)健康的身體：保護自己不受傷，當受到不平等對待時有力氣可以反抗 

~貞雯半夜認真的想~ 

(1)分享愛—人無法獨善其身，相信只要打開心的門，世界將和平與開闊。 

(2)面對困難的勇氣—給他 1 把解決問題的 K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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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之樹悅讀會 

主題：生命的河—耳順 

(第三次讀書活動) 

書名：不停地說，不如聽孩子說 

日期：101年 04 月 16日 地點：CC201 

出席人：李惠玉、周慧美、邱貞雯、章美玲、陳慧華、

陳昭蓉、曾靜儀、劉詠欣、倪佩珊 

【讀書心得 / 討論內容】 

昔日，學習「如何做個好孩子」，「聽父母的聲音」 

現在，學習「如何做個好父母」，「聽孩子的聲音」 

誰來聽我們這一代的聲音？--- 自己！！ 學會照顧自己、聆聽自己！！ 

「自我成長」學會如何滋潤自己十分重要！！ 

引言:  

＊湯瑪斯．高登：「父母若能接受孩子，孩子就會樂於把感受、心事告訴父母。」 

＊傾聽，是開啟孩子內心的唯一鑰匙 

傾聽與等待，是世上最好的教養術。 

＊最有效的親子溝通方式:肯定的回答比否定有效 

 

導讀： 

一、 學習：為什麼孩子就不能用功一點？ 

  父母和孩子間的拉鋸戰經常發生在「用功唸書」這個點上：「你考這什麼成績？你嘛幫幫忙，用功一點……」

「作業咧？有時間玩沒時間唸書？」……看著孩子滿布紅筆圈圈的作業本、考試卷以及成績單上烙著「不及格」

的紅色小字，一轉頭卻看到孩子放學回家後，打開電腦打電動、用 MSN 聊天，爸媽因而心急如焚、搖頭嘆息。 

01 孩子說：「看見書就討厭！」 

 示範愛讀書的身教，建立適合閱讀的氛圍。個人建議父母可以從每天陪小孩閱讀 15 分鐘做起,再逐漸加長。

孩子從文字較多的書本開始讀起。 

喜歡閱讀好處: 

  1.閱讀力強，相對學習力就好。 

  2.培養知識理解與吸收能力的最有效方法。 

  3.從孩子喜歡閱讀的書籍種類，了解孩子的特質與興趣。 

02 孩子說：「這些很簡單，不想再學了。」 

 孩子是資優生 

  1.向老師說明孩子以往學習的深度，了解老師在教學時是否可調整課程或作業深度，引導孩子在上課時藉

由課程接觸更多更廣的新知識． 

  2.擔任小老師，或小組長之類的任務． 

 不要輸在起跑點的競爭思維造成 

  1.更要注意孩子的學習態度 

  2.學習，不只發生在課業上。 

03 孩子說：「為什麼要讀書？」 

  在學校讀書就好像你出社會工作一樣，老師是你的老闆，同學是你的同事，成績就是你的薪水；讀書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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賺錢會有一些幫助，但更重要的是，你有了解決問題的能力，才有可能求取並累積更大的財富；讀書才能使你

因為擁有某部份的知識，而能獲得更多的知識，能夠因為掌握某些工具而學習更多的專長；體會因為曾經看過

某些人的文章或某些故事，在未來遇到相同的問題時，能借用別人的經驗去越過你遇到的困難；培養你如何看

懂別人的文章，讓你知道如何在發生問題的時候還知道要怎麼上網尋找解決問題的答案；讀書是為了轉換你看

待事情的角度，遇到瓶頸時沉澱下來思考人生的寬度。讀書新目的，幫助孩子解開發展下列五種能力時的困惑： 

蜘蛛學 2.蚊子學 3.蝴蝶學 4.蜜蜂學 5.蟑螂學 

 

二、 生活：現代孩子的生活習慣比較差？ 

04 孩子說：「沒有常識也要看電視！」 

  科技進步愈來愈快，孩子所接收到的資訊也愈來愈多，在這樣的環境下，光是設立一些教他們不要看電視、

不要打電動……等等的「禁令」，對他們來說，就算無害也完全沒有一利。孩子就是生活在這樣的環境，他們必

須知道的是要如何在這樣的環境下獲得完善的學習與成長。研究顯示電視兒童易有近視、肥胖、心臟病及注意

力不集中，甚至是過動。挑選電視節目：像是，流言追追追、下課花路米、百萬小學堂、Ｄiscovery 等,我覺

得都是很好的節目。規定每日看電視的時間。假日有空時可以陪孩子看一下電視。 

05 孩子說：「我要玩電腦。」 

電玩腦？ 

  1.我們不否認過度打電玩的確會有不良影響，但是也不能抹滅電玩對孩子產生的正面影響。如果怕打太多

電玩會影響孩子，那麼父母該做的不是全面防堵，而是教他自制自律。」 

  2.洪蘭以自己教孩子的經驗跟為人父母的人分享，希望大家不要以「恐嚇」的方式來禁止孩子玩電玩，而

是以引導鼓勵的方法，教孩子「功課寫完才能適度地玩」。 

  與其窮擔心，不如加入孩子的行列 

  1.瞭解孩子遊戲的內容，才能從孩子的角度去想要如何管制玩遊戲的時間。 

  2.成為分析孩子人格特質的另類方法 

  3.ＦＢ加入好友。 

 

三、 人際：與人相處有很難嗎？ 

06 孩子說：「我不喜歡輸給別人。」 

  從好的角度來看，孩子在乎輸贏、好勝心強，其實是一種激勵自己的動力，但是除了有「想要贏」的積極

心態，也同時要有「輸得起」的胸襟勇氣。 

教孩子贏，也要教孩子輸。如何讓孩子學會「輸得起」？  

  1.接納孩子的情緒，體會孩子的感受  

  2.讓孩子明白「享受過程」比「贏得勝利」更重要  

  3.讓孩子了解自己的進步，並面對下一次的挑戰  

  4.教導孩子解決問題的方法，並示範自己的態度  

  5.爸媽自己遇到問題時所展現的態度，也是教導孩子的好機會，讓孩子看到爸媽遭遇挫敗時如何面對及解

決困難。 

07 孩子說：「我沒有朋友。」 

  父母除了注意孩子的考試成績和學習狀況，更需要注意孩子平時和同學、朋友之間的交往情形。可觀察孩

子從學校回來後與您分享的話題，讓孩子學習社交的能力，多主動找同學說話、態度要親切，多參加學校的社

團活動。懂得分享的孩子，獲得更多。暴力管教，讓孩子失去自我控制力，經常對孩子吼叫或者體罰，請漸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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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少用這種方式溝通，易造成孩子沒有自信，不然就是用相同方式對待別人。 

 

四、 生涯：為何孩子不懂得規劃自己的未來？ 

08.孩子說：「大人只會說不可以」、「不要一直管我。」 

要說不可以之前，先問為什麼，父母是站在孩子的立場著想，但若孩子還小是無法瞭解父母的想法。Ex.要求

到同學玩?肯定的回答比否定有效，請用正面的提醒和建議的口吻(“可以”和”要”)和孩子討論用心看！不急

著插手管(讓孩子養成對自己負責的性格) 1.直昇機父母 2.軍官父母 3.怪獸父母 

 

心得與建議： 

  傾聽其實很簡單，只要說中孩子的感覺就可以了。譬如，孩子想參加校隊沒有被選上，回到家很挫折說：「我

沒有被選上，好多同學都打得比我好。」你只需回應他：「你覺得很失望，因為你被淘汰了，是嗎？」。常作傾

聽有助於我們了解孩子，傾聽是真誠、接納、同理心。平常培養與孩子聊天的習慣，在傾聽時可”放慢反應”

並注意聲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