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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家長請與我一同陪伴孩子成長 

 

 

陳欣怡 

    最近看了一部令人很有感的電視劇，劇名是「我們與惡的距離」, 描

述一樁隨機殺人的刑案事件發生後的各方各面，除了加害者、受害者及

其家屬，還包括辯護律師、司法制度、新聞媒體的報導、網路及的社會

輿論、精神科醫師以及可能犯罪的社會邊緣族群，議題涉及隨機殺人、

假新聞、思覺失調症、媒體自律、嫌惡設施等，是台灣第一部以隨機殺

人為題材的電視劇。可能是身為媽媽，職業又是老師的我，在這麼多的

內容中，我被其中的一幕深深的震撼：辯護律師找到加害者的媽媽溝通

如何為她的孩子(本劇隨機殺人的加害者)辯護，加害者的媽媽情緒失控

後對著辯護律師說：「全天下沒有一個爸爸媽媽，要花一個 20年去養一

個殺人犯，我一直在想，到底是哪裡把我的小孩教壞了」……。看著表

演者撕心裂肺的吶喊的演出，「到底是哪裡把我的小孩教壞了」，讓我

不禁反思，為什麼會教出一個去傷害他人的孩子呢？是老師的問題還是

家長的問題呢？ 

    教育是生命影響生命的歷程，是愛與責任的體現。孩子成長過程中

所接觸到最重要的貴人，就是親愛的家長了，從他哇哇啼哭、慢步學走、

牙牙學語到學習做人做事的道理、您的一舉一動無不是他學習模仿的對

象，從幼兒園、低年級的孩子們總會說我爸爸說、我媽媽說……，所以

孩子的成長過程中，家人的參與，跟著孩子一起成長，他們的生命將會

展開一頁精彩的篇章。從事教職二十多年，最怕聽到家長們說：「這個

孩子，我管不動，他不聽話，他最怕老師，老師交給你管……」，聽完

後，我就傻眼了。微軟企業創辦人比爾．蓋茲的父親說「孩子行為的好

壞不在於管教的鬆或嚴，而是你有沒有參與他的生活（being there）。」

所以，親愛的家長，可不可以不要交給我管而是我們一起好好教導他。 

    每兩年接手新的一班，看過許多優秀的孩子，也碰到令人會相當洩

氣的學生，在優秀孩子的身上可以觀察到一個很重要的特色，無論是單

親還是雙親，家長對孩子的是關心與用心的指導，即使工作再忙碌，也

會撥出時間陪孩子，教導孩子。現在的父母為了想給孩子更好的生活環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1%87%E6%96%B0%E8%81%9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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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大多是雙親工作，放學後送孩子去安親班或留在學校的課後照顧班，

回家後又常常用 3C 來照顧孩子，為了不讓孩子輸在起跑點，周末排滿

各式各樣的才藝活動，以至於疏忽了孩子成長中最需要的關心與陪伴。

孩子的教育不能等，其實，對孩子的教育，就在日常的對話中，做人的

道理一定要從小在生活中教給孩子，人品才是最後決定一個人成敗的真

正因素。您每天和孩子聊了多久？聊了些甚麼？其實都是愛與教育的一

部分。人和人的感情建立在經常的互動與溝通，親愛的爸爸媽媽您多久

沒與孩子聊聊作業功課和成績以外的事情了？您又多久沒抱抱孩子跟她

說我愛你呢？孩子的感受是最直接的，上班工作賺的錢可能可以買到孩

子需要的東西但您失去的可能就是孩子的成長過程與對您滿滿的親

情……。 

    在教養孩子的生活過程中，陪伴是父母能給孩子最好的禮物。而在

陪伴的過程中，您滑著手機，孩子看著平板，沒有眼神的交流與溝通互

動，這樣的陪伴是沒有意義的。真正的陪伴是父母是否能在過程中，與

孩子相互交流和理解，給予有價值和有品質的陪伴，更勝於你花了多少

時間陪孩子。工作太忙、忙著賺錢，沒有時間，只好在孩子生命中許多

他們成長中的重要時刻，「不得已」成了慣性缺席的人，這些的缺席慢

慢累積後，是不是把您和孩子的距離拉開……。曾經看過這樣的一段話

想與「不得已缺席」的您分享：別只當簽名、繳錢的家長，孩子正一點

一滴的長大，親子間的相互陪伴是一種「福報」與「享受」。 

     有些家長也曾向我抱怨說「可是我的小孩都不願意跟我說學校的

事」、「問學校的事也不講，他回家都擺臭臉」、「他都躲在房間」、

「就講不聽啊！」、「他最常說：不要你管」，如果您的孩子也是這樣

的態度，我想建議身為家長的您要稍微反身思考並從自身做起，多花點

時間陪伴孩子與分享自己的生活，潛移默化、身教言教去影響孩子，或

許短時間無法獲得成效，隨著時間一長，孩子們在處理生活上的各種問

題時，會更願意與父母做理性的溝通。 

    有一句話說:為人父母總是要邊當邊學習，我們既然決定將一個生命

迎接到這個世界，不論他成長到幾歲都是您的孩子。身為老師的我在孩

子成長的過程中只能陪伴他二年，而您與他是一輩子血脈相連的最甜蜜

的負擔。孩子的未來其實絕對和家庭教育有更密切的關係。教育從生活

中做起，我在學校指導他，您在家裡教養他，在他人生中的每一個轉折

處，我們一起用生命影響生命~親愛的家長請與我一同陪伴孩子成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