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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淑瑩

「棒下出孝子，嚴師出高徒」這句俗語是中國自

古流傳下來的，是教育孩子的方法。這句話可以流傳

至今，一定有它的道理，而我很認同這個說法。

綜觀把孩子教育得宜的爸爸媽媽，通常思想，處

事方式都是較為嚴謹，較有規晝~，有一套獨特的育兒

方法。小時候，我們或會因為貪玩而做錯事，更可能

因此而受父母責打，那時我們往往因害怕被打被罵而

小心翼翼地做好每一件事，而那種因被打罵而產生出

來的恐懼，使我們步步為營。俗語說: I打在兒身，

痛在腰心」、「身體髮膚受諸父母 J 沒錯，父母

「打」在我們身上，只是希望我們知錯能故，在做每

件事前三思，不能因為個人想法，喜好而行事，總要

為身邊的人和事若想。 I棒子」和「嚴師」可說是

我們的恩師。這仿如胡適在(我的母親〉裡，寫下他

的母親是個嚴師，每逢他做錯事，母親便會關上門，

然後責備或罰跪，更不許哭出聲音，這全因要教好兒

子，不讓他重蹈覆轍。胡適讀書時，每天都是最早到

達學校的一個，背書後才回家吃早飯，可見他在母親

嚴厲的管教下，既自律，亦守規。母親教他做自己的

嚴師。其實，父母嚴格地教育子女，是希望他們長大

後知禮、守規，並擁有高崗的品格。平日，我們的老

師，除了傳授知識給我們，更教育我們做人的道理，

以身教、言教、作我們的好榜樣。師長縱然嚴厲，但

這樣我們才會成才!因此 I棒下出孝子，嚴師出高

徒」是我所認同的。

「獎賞是教育的恩物」當中的獎賞，是一種鼓勵

的方法，它使人有自信，而且再接再厲地完成未來

的工作，突破一個又一個的挑戰。相信不少人也看過

馴獸師訓練動物，如海豚、小狗。每當動物完成主人

所發出的命令，便獲得一定的獎賞。經過長時間的訓

練，牠們不斷進步，邁向成功。由此可見獎賞是動力

的來源，它可令人進步、令人改變。我的一個朋友學

業成績優異，他的爸爸是一位老師。較早前他對他爸

爸說想要一部新的電腦，他爸爸聽完並不立即答應，

而是提出要求，如他能達標，便能如願以償。結果，

這位同學成功取得一部電腦。當然，單單以物質利誘

孩童，使其進步，是不恰當的，所以我們應擴潤「獎

賞」的實質內涵。例如當孩子做對了、做得好時?我

們可以高興地，甚至雀躍地拍手稿好，然後摸摸他

頭，以示獎勵，這樣既擺脫了物質的枷鎖，更可透過

不同元素的「獎賞」達到同一目的。

「捧下出孝子，嚴師出高徒」及「獎賞是教育

的恩物」這兩種教育方式都可以是好的教育法，只

視乎師長怎樣看，怎樣用，前者嚴格，不太寬鬆，

後者多鼓勵，多肯定。我們不妨雙管齊下，讓兩者

得以平衡。其實不論甚麼教育方式，目的都只有一

個，就是把孩子教好，希望他們長大成才，為社會作

出貢獻。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