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給爸媽的私房話 

     週六，去聽了許姿妙醫師(《病是教養出來的》一書作者)的演講，從初階感官談

到幼兒居家生活，內容相當豐富，其中談到生命覺虛弱的幼兒會有一些狀況，讓我聯想

到最近幾位家長來找我討論，孩子居家生活照顧上的一些困擾。因此，我將生命覺的幾

個重點整理，與爸爸媽媽分享~~ 

    首先，許醫師以自己的病患為例，說明許多「病症」看似疾病，其時都是生命覺出

現問題，例如：異位性皮膚炎、發燒、尿床、…….等，許多家長帶著小朋友來求診，

在經過許醫師的一番問診之後，都直接給予建議：「改善生活作息，改變與孩子的互動

模式，堅持三個月……」竟然，真的都不藥而癒。果然應證了許醫師的名言「病，是教

養出來的。」 

    許醫師提到，生命覺失調的孩子會出現幾種現象：1、被動 2、對疾病、痛苦和死

亡有失衡的反應 3、長處於恐懼、緊張、厭倦中 4、對抗，愛唱反調。5、不能專注。6、

上癮 7、黏人 8、抱怨 9、入睡醒來都有困難 10、飲食和消化有問題。 

    造成生命覺虛弱的主要因素有：1、生活缺少節奏 2、延遲分離(太慢斷奶，太晚入

學) 3、父母分離(分居兩地或離異) 4、溺愛(明知孩子須要休息，還允許他繼續玩) 5、衝

突(親子間的不愉快互動) 6、放縱(任孩子為所欲為，沒有界線) 7、威脅(以誇張、強勢

或開玩笑方式造成孩子內在不安) 8、暴力(以打罵或大聲斥責孩子) 9、忽略(父母常常在

忙碌時會忽略孩子當下的需求) 10、制度化(過分嚴格的規定) 11、外在事件的不一致(電

視、電動、漫畫等虛擬世界與現實世界的不一致) 12、壓力(家長的過度擔心會造成孩子

的內在壓力。例如，孩子因為擔心尿床，整夜睡不好) 13、選擇與決定(父母將決定權交

給孩子，造成孩子混亂與困擾) 14、讓孩子承擔責任(父母常常在孩子執意要做些甚麼

時，對孩子說：「好，是你自己要的，如果….，你要自己負責。」) 15、過度的課程性

活動(幼兒時期趕場上才藝班，35 歲過後容易得心臟病與糖尿病)。 

    看到上述林林總總十五大項，在對照我們與孩子的生活互動，是不是無意間削弱了

孩子生命力？在生活節奏方面，常常是孩子配合著大人，正常的睡眠時間應該是八點以

前上床，但許多家庭很難做到，因此，孩子常處於睡不飽的情緒混亂中。其他，過度的

溺愛或過嚴的管教，也都會造成孩子生命力的弱化。因此，溫和而堅定是華德福教育奉

為圭臬的教養態度。 

    如何讓孩子的生命覺健康、強壯地發展其實不難。只要做到下列幾點：1、有節奏

的生活 2、提供天然的玩具 3、給予健康的食物 4、不過度寵愛、溺愛孩子 5、給予孩

子充分的安全感 6、讓孩子置身安全的環境 7、讓孩子適當的經驗病痛 8、讓孩子經歷

疲累(才知道甚麼時候該休息)。 

    許醫師強調，教育是最好的預防醫學，而所有習慣的養成在七歲以前。無知的大人

會造成對幼兒的傷害，未來，孩子成長後的許多身心疾病追本溯源來自幼年時期的不當

教養。所以，讓我們開啟新觀念，學習做一個健康的大人，教養出健康的孩子。                

                                             

                                                      園長媽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