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們應該把孩子當黏土般地捏塑，亦或是鬆

手讓他們當個快樂兒童？我們正在養育能討我們

歡心、令我們得意、給我們爭面子的孩子，我們

要求他們變成我們期望的樣子。我們深信孩子不

懂得好好運用童年，所以便捲起袖子來教孩子該

如何做。我們期待孩子實現我們未竟的夢想，又

希望他們能夠真心做自己。我們希望童年既是功

成名就的成年之綵排預演，又是充滿歡樂絕無危

險的秘密花園。

這是《慢活》作者Carl Honoré的最新力作

《慢的教育》拋給我們的反思毛線球。中文版於

2009年的首週推出，便造成教育界的無數迴響。

（該書正確書名應為《處於壓力之下：把我們的

孩子從超級親職文化中營救出來》Under Pressure: 

Rescuing our children from the culture of hyper-

parenting，出版社為搭乘慢活的銷售熱潮，將書

名稍加更動。）作者以教育觀察者的身分環遊世

界，造訪各具不同教育理念的學校，實地考察各

地如何「管理童年」的現象。透過幽默筆觸、經

驗數據、不同國家的教養實況，引領讀者反思當

代的親職教育與不同特色的教育體制。這本書適

合家長和所有的教育工作者閱讀，更適合作為親

師之間溝通管教理念的觸媒。

英國國家廣播公司曾報導過一則新聞：「把

親職比擬為是一種財務自殺，假使不去跳生兒育

女的火坑，把錢拿去做別的投資，夫妻可能會變

成百萬富翁」（p.54）。由於親職教育的代價甚

大，為了把投資的獲利極大化，遂創造出渴望孩

子功成名就的種種教育介入。而親職微觀管理的

趨勢發展到極致，導致孩子變成家庭運轉的中

心，孩子的表現變成父母自我的延伸、袖珍自我

的再現、炫耀的時尚配件、以及教養成功的象

徵。

作者首站造訪芬蘭，他指出芬蘭的教育力來

自於：減少競爭、考試和作業，降低學習壓力，

增加遊戲和學習樂趣，培養孩子的好學熱忱。由

於芬蘭的教育體制以孩子的需求為優先，而不是

以只熱衷目標的家長和官僚的好惡為重。因此，

芬蘭是一個教師專業受人尊敬，不重視考試，補

教不存在的社會。赫爾辛基的一位家長便說道：

「如果我送孩子去補習。就好像買了一棟全新的

房子，還在年年換新屋頂」。

作者也分享參訪幾所世界上號稱學前教育重

鎮的經驗。義大利瑞吉歐模式的幼兒園，是一所

改變童年培育的教育園所。其教育宗旨是誘發學

童天生的好奇心，讓他們自由自在地表達，造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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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思考、能作夢、能分析、能遊戲、能推斷、能

與人互動的孩子。此外，香港採行華德福模式的

海格幼兒園，則希望教育出學童能發揮天生的好

奇心和喜好遊戲的精神。

作者在行文中也不忘揶揄和嘲諷各種直昇

機式教育者的行徑。為了「不要讓孩子輸在起跑

點」！為了要讓孩子未來的成就能夠加值和升

等，許多坊間的親職指南，提供憂心忡忡的家長

如何循序漸進地教出天才兒童。把養兒育女訴說

得像是烘製一個精美蛋糕或養電子雞，只需按照

說明書的步驟，便能造就夢寐以求的完美孩子。

此種訴求暖房催熟式的教育之道，雖欲培育超級

兒童，卻導致提早學習的孩子易產生焦慮，也較

欠缺創意。更糟糕的是，親職變成一種大人之間

的競爭遊戲。孩子的負擔變大，家長的重擔更

重。甚至將教養親職外包給各種才藝補習班，致

使補教業成為全球走俏的企業。

微觀管理下的童年，也促使孩子陷入眾多

科技物的桎梏之中，淪陷在高科技產品的轟炸，

甚至出現上網成癮的現象。科技的嚴密監控與科

技至上論的說法，形構出一種操之在手、一心多

用和多元資訊的學習假象，卻無助於專注力的培

養，甚至還生產了ADD世代（注意力不足過動的

世代）。由於資訊社會的來臨，凡事講求精簡、

速度、多樣、刺激，導致學生只能應付是非和選

擇的題組。由於無法深入與完整的思考，乃至於

享受緩慢的探索、推敲和解題歷程，很難培養學

生能夠妥善的面對人生中的申論解釋課題。

此外，科技並非是只射目標不傷無辜的魔

術子彈。在教育現場中，將數位媒體當作學習工

具毋寧有其局限性，它絕非是增益教學的唯一武

器。透過戶外教學向大自然學習，往往也會帶來

科技所不能取代的神奇效果。更遺憾的是，當教

室一旦變成贏者全拿的戰場，學生之間的友誼會

變淡，也影響老師在教室裡的教學作風。作者也

剖析了高科技兒童玩具所標示的教育功能僅是商

業行銷伎倆，無助於開發孩子的創造力潛能。大

部分的現代化玩具限定玩法與遊戲規則，會制約

孩子學習反射，無益於開發想像力或培養問題解

決的能力。

而在課外才藝活動蓬勃發展的今日，父母親

更用壓力箝制孩子，榨取僅剩的零碎時間，逼他

們去學大人覺得有用的才藝。孩子變成一張會走

路的成績單，擁有各種競賽佳績和才藝錦標。參

加課外才藝活動不是因為興趣所致，而是家長認

為孩子需要。不是因為可以快樂的展現自我，而

是因為申請學校才能加分。甚至有些家長盤算著

要塑造運動神童，把孩子當成行銷商品與投資潛

力股。然而，我們卻往往在還沒有培養運動員之

前，就製造了比賽能手。忘卻了墊基於運動而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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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的好玩趣味、積極自信、團隊合作與公平競爭

的基本價值，才是孩子們參與運動的真諦。殊不

知早熟的運動天才並不擔保未來就能成為運動金

字塔的明星。

由於我們生活在過度競爭和速食主義的文化

氛圍與教育體制之中，「如果別人都在朝一個方

向走，你不跟著走需要很大的勇氣」。書中提到

臺灣一所私立名校的學生每天耗在書本上的時間

多達十八個小時。當家長不忍眼見兒子被課業壓

垮而轉學，反倒激起親友們的一陣譁然：「能進

這所學校等於中了樂透頭彩，半途轉學根本是腦

筋有毛病和沒有責任感的行為」（p.47）。作者

希望反思學習壓力是一把雙面刃，當天才是由密

集親職所製造而成，當壓力永遠與孩子為伍，學

習樂趣和熱情將蕩然無存。身為教育者，不妨應

思索：我們要教出會考試的孩子？還是教出健全

的人？好學生，究竟是為了興趣而讀書？還是為

了交作業和考試而讀？教育的目的，是把學生變

成一個會拿高分的人？還是一個為了喜歡探索答

案而鑽研問題，乃至於終生不畏學習挑戰者？

作者認為我們必須正面迎戰時下「多就是

好」的教育文化。時代雜誌曾有一期的標題是

「作業侵蝕我家—小孩慌張，大人緊張」，道出

了無數家庭的心聲，也訴說了老師改作業的無限

負擔。制式化的作業並無助於學習，唯有作業減

量增質，恰如其分發揮學習效果，才到達到三方

互利之局。

作者也提醒父母親要慎防心軟。因為當代

孩子所遭遇的教養模式是，把孩子當作掌中寶，

家長不但允許孩子逞一切的自私欲求，甚至被

寵溺或被引導而走上此路。學習如何向孩子說

「不」，協商出界限和規則，是一種溝通互動模

式的嘗試，更是一種教育的藝術。我們應當教育

孩子擁有預防物質主義病毒的抵抗力，花時間與

他們共處比花錢買禮物重要，因為家長不能只被

孩子當作會走路的提款機。

直言之，親職教育並不存在著一套標準公

式，在不同文化和社會當中，它具有不同的形狀

和尺碼，硬去套用科學專家的教養規則和時間

表，會喪失親職中最有趣和能產生成就感的層

面。從《慢的教育》中，我們見識到：教育，

是一門慢的藝術。二十一世紀的家長和教育工作

者必須在成長和維持童心之間找到平衡點。鼓勵

孩子展翅探索，但卻是由他們來選擇飛行路徑。

孩子的成長之路有許多的選擇，當父母親不再幫

孩子過生活，讓孩子自己過，自己嘗試探索和冒

險，從錯誤中學習，我們才不會造就出失能麻

痺、輕易放棄和逆境商數過低的下一代。

●團結力量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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