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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是最公平也是最殘酷的,不會為任何人稍作停留。從小孩生下來以後,辛苦拉

拔到會爬會走到會叫爸爸媽媽,身為父母的雖不敢奢望自己的兒女能當總統嫁醫

生或讀博士賺大錢,但總希望能快快樂樂的一在起過一生。可是這個小小的願望

往往在孩子越接近青春發育期的時候越覺得困難,總覺得以前是”爸爸說….”,”媽媽

說...."的乖小孩,慢慢變成"老師說...","同學說...."的小學生,最後變成”朋友說…”或”

網路上大家都這麼說….”的青少年。小時”凡事都順從””小鳥依人”的小可愛,漸漸

的變成講沒幾句就嫌嘮叼的客人,最後變成了每天只有需要錢的時候才會開口

的”最親近的陌生人”。一般的父母的反應都不外乎:一、懷疑自己的教法對不對? 

二、小孩正在青春叛逆期,或三、都是電腦網路害的。經過十多年的青少年心理

輔導,常常在想可不可以有其他的看法或想法?到底孩子是怎麼麼了? 

 

想想小孩子小的時候會願意聽父母的話,當然主要是因為愛,另一部份原因也是對

父母的依賴,因為對整個世界並不熟悉,甚至聽不懂大人在說什麼,或分不清什麼

是好人或壞人,唯一可以學習和分辨的管道就是父母,所以自然是父母說什麼都信

都遵從;但是隨著年齡長大和接觸外界越來越多,孩子發現自己懂得越來越多,甚

至超過了父母,父母的話不再是唯一的標準。孩子這時候就會開始自己選擇要相

信誰,當然如果這時候父母仍然是值得孩子相信的或是溝通的,那整個家庭的和諧

應該不會是有太大的問題,否則身邊的老師、朋友和網友,很快就會取而代之。針

對一對花全部心力賺錢養家和整天操勞家務的父母而言,要贏過小朋友身邊的同

學或朋友,是談何容易。 

 

身為父母,望子成龍望女成鳳被視為天經地義的事情,即使有些家長表面上不太敢

直接給小朋友們壓力,但內心的焦急其實都是一樣的。但是有誰會想過,其實小朋

友也會有相同的期望,期望父母更成熟或是更長大一點,講白話一點希望父母能跟

得上時代一點,而不是只用”代溝”兩個字就推卸責任。輔導了許多青少年們,感覺

上一部份的小孩們不知道或不願意說出來這樣的想法,但另外一部份的情形是即

使是小孩提出來了,父母親並不想聽或根本不願意聽。仔細想想,學個電腦會很難

嗎?如果學開車和用智慧型手機都難不倒了,學個電腦應該也不是不可能吧! 

 

 

一般而言,小孩子接觸電腦是自然而且必需的生活技能,但是對這些已經四十到五

十歲的父母而言,不但在學習上沒有小朋友這麼順利,可能還有一部份停留在”電

腦是令人沈迷的壞東西””網路是引人犯罪的魔鬼”等的想法。事實上電腦真有這



麼可怕嗎?不接觸電腦就沒問題了嗎?  如果把電腦當成一個只會遵行命令的快速

計算機,而網路當成一個用光速跑的傳聲筒,電腦網路除了過度使用造成的身體傷

害以外,內容的不當及使用者的沈迷,也是人類造成的,和忠實執行任務的電腦網

路而言,實在沒有相關。反之,由於快速和準確的運算傳輸速度,人腦的很多功能已

經被電腦超越了。但是可以不用擔心的是,電腦永遠無法像人腦一樣的創造及幻

想,這是人腦的強項。而乘著快速有效的工具,人類已經可以把想像發揮到極致,

很輕易的發揮創造力成事實,實在沒有必要把電腦當成惡魔或是毒藥。 

 

首先要強調一個概念:任何一個東西的過度使用,就是有害。如同再潔淨的水,過量

的飲用一樣會水中毒,電腦也是一樣。小孩學電腦,如果沒有大人的指引或教導,

很容易就被引誘迷惑,就如同現實社會一樣,網路世界也會有偷拐詐騙、暴力色情

和賭博,在現實社會都有人會沈迷了,難保在方便又無遠弗界的網路世界會不影響

到孩子。但是面對電腦網路,父母有能力指引他們的小朋友嗎? 

 

隨著時代的進步,很多學習電腦和網路的困難其實也慢慢的被解決了。從前人類

學習及溝通的管道,一直有著空間距離和階級身份等的距離。但在電腦和網路的

發明之後,這樣的距離已經變得越來越模糊了。也就是說一個消息的傳遞之快速,

幾乎是沒有距離而且不分對象的了‐‐‐當然也包括了父母。再加上許多通訊工具軟

體的創新演進,人與人之間的距離,已經不是地位或階級可以阻擋了,當然也包括

了親子關係。 

 

所以,身為父母,除了望子成龍望女成鳯,也要望父母自己成長。學習電腦和網路,

不單是為了自己的飯碗和成就,也是為了親子關係的增進。想像一下,有哪個兒女

會願意加入自己父母成為 facebook的好友,或是Line的群組?但如果有一個父母能

夠成功的讓子女願意加入,背後所代表的信任和親近,將是令人羨慕的。 

 

國內教育部曾作一項大型調查,發現大部份孩童接觸電腦和網路遊戲多在國小三

年級到四年級,原因很簡單,國小二年級之前,大部份的小朋友都還必需靠注音符

號才能閱讀,小學三年級起就可以閱讀一般文字無礙。調查還發現,大部份的孩童

上網時間多在下午六點到九點,而在暑假和假日的時間更多。 

 

依筆者的建議,如果有孩子已經快到國小三年級了,家長不妨主動買電腦和接網路

給小朋友,最好和孩子一起學電腦。但如果可以,電腦的螢幕要設計面對著客廳或

餐廳,最主要的好處是大人在家裏隨時可以看清楚小朋友在幹什麼。而網路的速

度一開始不需要太快,而且最好有色情守門員或時間限制。如果孩子抱怨網路速

度不夠快,上網時間不夠多,這時父母就是最好溝通和交換想法的時候。依照行為

治療的原則,最佳的管教原則就是雙贏策略:就是拿父母想要需要的交換孩子想要

需要的,如拿成績交換上網時間,拿表現交換較快的網路速度。 



 

當然每個孩子都希望有自己的隱私空間,最好這個空間只讓最信任的人分享,身為

父母,如果想成為孩子最信任的人,除了改進親子關係外,和孩子一起學電腦也是

一個辦法,方法很簡單,多向孩子討教,讓彼此有共同的話題就是一個好的開始。由

於寒暑假多是孩子沈溺電腦網路的最危險時段,父母行有餘力,可以多規劃全家出

遊或營隊的活動,讓孩子沒有時間玩電腦或根本就忘了它。如果父母沒有這樣的

空閒,至少安排孩子寒假的知識營或科學營,如果不排斥的話甚至宗教相關的營隊

都可考慮,一來可以讓孩子遠離電腦一陣子,二來可以充實知識或心靈。 

 

電腦和網路帶來了新的科技時代,雖然父母對孩子的愛仍不變,但管教的方式是不

是可以再更新更不一樣呢?端看父母願不願意再多學習一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