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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柔的手上有割痕，她說昨晚拿

美工刀自己割的。」柔的好友蓁著急地向班

導師報告。

「平常看她也還算開朗，怎麼突然傷害

自己？」導師不解地問道。

「她之前就一直有說想死，我跟她說不

要有負面思考，一直勸她別說那樣的話，但

她還是傷害自己了。我有跟她說如果她做了

什麼傻事，我一定會跟妳說。」蓁一向富有

正義感，又很重視朋友，同時也擔心有個萬

一，因此一早看到導師就趕緊報告。

「她什麼時候開始說自己想死的？最近

有發生什麼讓她不愉快的事嗎？」導師心

想：可能需要通知輔導室，於是多問了些細

節。

「沒有，她什麼都不肯告訴我。老師，

妳打算怎麼做？我怕她開始自傷後會再有下

次，我不敢想像後果。」蓁語帶焦慮地說。

「蓁，謝謝妳第一時間告訴我這件事，

老師會私下先和柔談看看，同時也會轉達輔

導老師，讓她們提供專業的協助。朝會時間

到了，妳先去集合吧！」走向操場，班導師

當
愛
缺
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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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到安靜坐在前排的柔，輕聲喚她到後方樹

旁聊聊近況。

「柔，能告訴老師妳手上的傷是怎麼回

事嗎？」老師順勢提起柔的左側外套，露出

的左手背上明顯可見約十幾道割痕。

「昨天晚上割的。」柔拉長了外套，試

圖遮住傷痕。

「發生什麼事了？」老師看著柔，低聲

詢問。

「沒什麼。」柔搖搖頭，欲言又止。

「老師想知道是誰會讓妳這樣難過，也

希望能幫得上忙。是隔壁班的男生嗎？還是

其他人？」導師突然想起，之前有聽說柔喜

歡隔壁班的男孩，心想：或許這件事與感情

有關？。

「不是，是家裡的事。」柔仍然不願意

直說。

「家裡發生什麼狀況了？讓妳心情這麼

不好。」老師想了解讓孩子選擇自傷的主

因。

「不管發生什麼，弟弟妹妹總是把錯推

給我，我是那個會被罵的人。」柔委屈地

說。

「老師能跟妳媽媽聊嗎？讓她知道妳升

上國中後也有自己的壓力，不管是課業又

或者適應新環境，都需要時間。站在同樣是

母親的角度，跟她談一下就好。」柔低頭不

語，但這件事情導師已經選擇和柔的母親溝

通，並轉達輔導室老師。

和柔的母親談過話之後，導師得知柔的

妹妹才大班，弟弟則是小班的年紀。可以想

見，媽媽下班後，要照顧兩個小小孩和忙家

務事，已經十分疲累。當導師告知她有關柔

的事情時，柔的媽媽告訴導師：「我有看到

她的傷，也有問過她。因為柔放學到家時，

家裡沒有人，要等到六點多，爸爸才會到

家，但這時爸爸需要先補眠也怕吵，所以之

前是讓她先到阿公阿嬤家待著。前些日子，

阿公打電話來說柔在他那裡很不認真，沒什

麼在看書，就唸了幾句，柔不服氣回嘴。我

猜她大概不太開心吧？曾說她不愛去阿公阿

嬤家。」手機那頭的媽媽娓娓訴說著。

「媽媽要上班又要照顧一家人，真的很

不容易。柔在班上成績的確偏中後，她自

己也提過班上同學成績都很好，讓她有些壓

力。加上弟弟、妹妹分散了媽媽的注意力，

雖然她國中了，但也還是個孩子，需要被關

心、肯定與鼓勵。在學校得不到成就感，在

家裡得不到關愛，難怪她出現不尋常的自殘

行為。」

「嗯，我再跟她聊聊看。」媽媽沉默了

一會。

「希望媽媽多給她一些鼓勵，學習的路

很漫長，趁她國中還住在家裡，關心得到，

多跟她聊；日後，若考到外縣市，可能就會

減少或失去維繫親情的機會。弟弟、妹妹有

時也許會因為怕被大人責罰，就直接將錯推

到姐姐身上。身為大人的我們，若能先穩住

自己的情緒，心平氣和地釐清事情經過，就

事論事而不將責任全放在姐姐身上，相信

她會比較願意接受，也不至於覺得家人不愛

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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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嗯，我會再跟柔聊聊。」媽媽簡短回

答。

「您帶三個孩子，負擔實在滿大的。國

中的考試較多，如果可以，安排一個安靜學

習的環境，讓她專心念書。如果她能專心在

課業上，您也會較有餘力照顧弟弟、妹妹。

今天已先幫她預約輔導老師，然而輔導老

師提到近來拿刀割手的案件有增加，輔導室

業務繁忙，幫柔安排的諮商時間在下週三上

午。接下來有三天假期，再麻煩您多關心一

下她。」導師心底企盼週末連假不要發生任

何意外，也為班上每個孩子的身心平安祈

禱。

收假後，輔導室老師跟柔談了一節課，

接著聯繫導師：「柔在輔導過程中大哭了一

場，這樣也好，有個宣洩的管道總是好的，

但我可能需要和媽媽聊一下」。

「怎麼了嗎？」導師反問。

「柔說媽媽那天跟她說：『妳可以不要

再割手了嗎？』」輔導老師說明。

「怎麼會？這樣說也太直接了吧！」導

師對這樣的處理方式有些驚訝。

「嗯，其實小孩要的很簡單，就是多一

些關愛而已。」

「對，但會不會媽媽也需要知道一些和

孩子溝通的技巧？畢竟柔是她的第一個小

孩，較缺乏經驗也是有可能，雖然對孩子有

愛，但不知如何表達較好？」導師猜想柔的

媽媽相對年輕，而我們在教育過程中，似乎

較少學到並有足夠的機會練習如何「表情達

意」。與輔導老師溝通後，決定讓柔的媽媽

和輔導老師互加 LINE，期待能在教養的路上

多些共識，盡早幫助柔走出心理的陰霾。

許多長輩或許覺得現代孩子較「脆

弱」、「敏感」、「抗壓性低」，認為他

們遇到的不過就是「小事」，會說：「啊

想當年，我們怎樣……，也沒有像他們那

樣……」，而無法理解他們的心理狀況與言

行，甚至不當一回事；實際上，社會環境變

化劇烈，各方面都比過去更競爭，很多時候

努力也未必得到相應的結果。有時連大人都

感受得到生活壓力沉重得多，何況處在同一

社會環境下的孩子呢？而且，不同時代遇到

的困境，也不適合相提並論。

對孩子而言，大人眼中的小事，可能已

是他生活中很大的事件，就如：父母是否偏

愛其他手足，同儕是否排擠或不願接納，學

業成績是否理想等，都是能左右孩子生活品

質與身心健康的「大事」，切不可輕忽其可

能帶來的「殺傷力」。

像柔這樣的孩子愈來愈多，校園中自傷

或傷人的事件都真實上演著。問題的根源

往往是心理上的：缺乏關愛，或有愛但「缺

氧」。缺氧的愛，就如：只溺愛沒有教導，

噓寒問暖但面對孩子的提問敷衍回應，將碎

念當作關心卻忽略孩子感受，更甚者只有批

評、謾罵，而沒有傾聽、接納、肯定並欣賞

過自家的孩子。

一份「有氧」的愛，除了愛得「恰到好處」，

讓人得以在愛中自在「呼吸」，更需要注入信仰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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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有人說：「別人的孩子總是不會讓人

失望」，但相信每個孩子都有他的長才或

劣勢。再乖巧的孩子也有崩潰的時候，而學

業成績不佳的孩子，也應多給予些鼓勵，用

心栽培他在其他方面的優勢，如：廚藝、美

感、音樂、舞蹈、運動專長、創意設計等才

能，或看到他們擅長照顧別人的那份體貼，

發現他懂得合宜的應對進退等，適時予以肯

定和欣賞。當孩子對自己有了自信，其他部

分也會隨之漸漸進步，至少不會因為得不到

關愛而走偏了。

父母如何引導孩子並適時、適性地調整

教育的方式，同時保有自身精神與體力上

的餘裕，至為關鍵卻也是最難上手之處。教

養過程中，難的就是「個別化」，依據每個

孩子的個別狀況「量身打造」，且隨時都保

有彈性與願意調整的狀態，這樣的教養相對

「理想」卻十分耗費心神。

在國中任教多年的我，對於國中生的狀

態相對熟悉，但當教養自己年幼的孩子，

就需要調整為小孩能懂的話語並適度「降低

標準」（年紀不同、標準不同）。自家兩個

孩子的個性與學習狀態截然不同：大的步調

舒緩、寬容和善；小的步調敏捷、自我要求

高。動作慢的，肯定他已經會的部分，多給

一些時間；性情急的，稍不順心容易受挫，

要穩定他的情緒，肯定他的努力（狀態有

別、對待也需要調整）。

讓孩子依自身的優勢循序發展，降低

先天不足之處的影響，按照個別需求「量

力」提供資源與協助（每個家庭能給予的不

同），但給予機會獨力完成（用練習培養其

自身能力，而非幫他們把事情全都做完）。

無法一次到位是正常的，應鼓勵其多練習幾

次；即使做不好，父母仍能「欣賞」、「肯

定」他的努力與進步，絕不去嘲笑或諷刺孩

子（「激將法」用得不好，也會導致親子關

係破裂），使他們失了志氣（西三21）。

聖經教導我們：

教養孩童，使他走當行的道，就是到

老，他也不偏離（箴二二6）。

要照著主的教訓和警戒養育他們（弗

六4）。

神的話就是生命（約六63）。

一份「有氧」的愛，除了愛得「恰到好

處」，讓人得以在愛中自在「呼吸」，更

需要注入信仰的活力，讓孩子時刻與主密

相契，擁有一顆懂得倚靠神的純然信心。

一份「有信仰的愛」，是活潑有生命力

的，父母每日陪伴孩子讀經禱告，時常分享

家族的信仰體會與見證，引導孩子體驗神的

同在與奇妙作為，在信仰傳承的過程中，全

家都得以享受主恩滿溢之福分，而這遠比獲

得世上任何成就更值得父母歡欣：「我聽見

我的兒女們按真理而行，我的喜樂就沒有比

這個大的」（約參4）。                             

VOL. 558｜ 81


	holystpirit 2024-03-558_部分74
	holystpirit 2024-03-558_部分75
	holystpirit 2024-03-558_部分76
	holystpirit 2024-03-558_部分7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