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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諸位朋友，大家下午好。我們早上提到教育很重要的兩個主軸
：長善、救失，也提到現在孩子在態度上、在行為上，有哪些迫切
需要趕快導正過來的一些缺失；也提到了自私自利、懶惰、沒禮貌
，這幾個情況，傲慢，還有沒有？嫉妒，還有沒有？義務、責任，
沒有責任心是吧！還有沒有？任性，責任心，還有什麼？任性聽起
來比較不容易了解，就是脾氣很大。還有沒有？說謊話，花言巧語
。這也難怪他們，現在連小孩到幼兒園去都會說他跟誰一對，幼兒
園就在配對了，難怪會花言巧語，跟誰學的？跟電視節目學的。這
些是結果，原因到底在哪裡？
　　因為我們成立中心，場地很大，從門口走進來也要有好幾百公
尺，差不多要一百公尺左右進了辦公室。在這個走的過程，家長會
提到我的孩子脾氣真大，我的孩子很懶惰，我的孩子很不懂事，就
會一路這樣講過來。進了辦公室，我請他先坐，因為講話也講了滿
久，口渴了，我們趕快倒一杯水給他喝。接著就問他，孩子自私自
利是結果，原因出在哪裡？孩子沒有禮貌是結果，原因出在哪？當
我們這樣問的時候，這個家長表情很驚訝，雖然他沒有講話，我從
他的表情解讀出來意思就是，怎麼沒有人問過我這種問題。當我們
常常看著別人的孩子比較乖，別人的孩子比較好學，那只看到結果
，沒有找到原因。那只看結果的人生就會常常患得患失，怨天尤人
，解決不了事情。
　　我們來思考一下，孩子為什麼會自私自利？人都比較健忘，所
以我們回到小孩子很小的時候，當夫妻跟爺爺、奶奶一起吃飯，小
孩子也在，為人父、為人母這個菜夾起來第一口先給誰吃？先給小



孩子吃，所以媽媽又說：小華，這道菜是媽媽特別煮給你吃的，要
多吃一點。幫小華夾菜了。爺爺奶奶也不甘示弱：乖孫子，這幾道
菜也很好吃，來，來，多吃一點。小孩子的碗菜盛得滿滿的。所以
從夾菜裡面看出來，這個家庭裡面誰最大？小孩最大，所以小皇帝
出來了。俗話又說「伴君如伴虎」，那小皇帝的脾氣怎麼樣？很大
，所以任性，因為所有的人都必須要滿足他。你滿足了他九次，一
次不滿足他會怎樣？他會發脾氣，會大發雷霆，而你做的那九次他
會覺得是應該的，因為你侍候他，他視為理所當然。所以你把他寵
壞了，他當然脾氣很大，很任性。
　　我師範院校老師有一天剛好下了一點雨，他走在校門口。因為
師範院校旁邊會有一個附屬小學，那附屬小學的孩子大部分都是大
專院校裡面教職員工的孩子佔多數，剛好有一輛高級轎車開過來，
母親打開車門慌慌張張把雨傘打開，正要接她的女兒，她的女兒站
在校門口不等母親走近，對著母親嚷嚷：你白痴！現在才來。我們
老師本來在走路，嚇了一跳，站在那裡很驚訝，結果下一句話更驚
訝，這個母親說：對不起，對不起，我來晚了。所以孩子任性，脾
氣大，那不是偶然的，我們把他寵壞了，恃寵而驕，所以菜夾錯了
往後影響就很大。
　　《大學》裡面說「知所先後，則近道矣」，這個先後順序錯了
，為人子之道就沒有教給他。所以孝子孝子，是孝順父母叫孝子，
現在的孝子是什麼？孝順兒子、女兒，所以孝順的方向、順序錯了
，顛倒了，所以教出來的孩子那當然也顛倒，狀況百出。所以要教
孩子孝道，首先要把菜夾對。所以諸位朋友，今天回去菜會不會夾
對了？我記得小時候父母親打開冰箱拿出水果來，先給誰吃？給爺
爺、奶奶吃，我爸爸的水果假如拿錯了，我今天就沒有坐在這裡了
。所以順序重不重要？重要，假如拿錯了，我現在一定是敗家子，



對！又是長孫，又是長曾孫，那一定三千寵愛於一身，哪有不墮落
的。
　　所以我們要把孝道演給小孩看，他自然而然就學習到了。現在
還有母親買了一些很特別、很昂貴的水果藏起來，等公公、婆婆去
睡覺了，馬上拿出來：兒子，來來來，特別買給你吃的。人算不如
天算，以為這樣很疼孩子，請問孩子以後買水果給誰吃？不用等到
兒子了，一定給老婆吃。所以我們還是要循道而行來教孩子，他才
不會自私自利。因為當父母演出孝道，演出德行，會讓他本有的善
根喚醒，上行就下效。我們記憶當中，父母從來沒有講過說要孝順
，沒有，可是我們為什麼很自然就是這個態度？那就是身教。
　　我母親二、三個禮拜都會回外婆家看看父母，十八歲以後我會
開車了，變成我接送我母親回娘家去。其實讓孩子常常跟老人家接
觸，對他是一種很大的幫忙，讓他敬老，讓他享受天倫之樂。我記
得小時候回去，外公看到我，馬上就把飲料端上來，我一杯喝完他
馬上又去開第二杯，第二杯喝完他又去開第三杯，深刻感受到他對
這個外孫的慈愛，所以我們對於這些長者、老者就特別的恭敬。自
私自利是從我們寵壞了他，只要我們現在念念為父母，念念為他人
，孩子就學習到這樣的態度。
　　再來第二個禮貌，為什麼會無禮？原因在哪？沒有教，現在假
如父母跟親人老死不相往來，那孩子怎麼學禮貌也很困難。禮貌在
《弟子規》裡面教得非常仔細，「或飲食，或坐走，長者先，幼者
後」，所以吃東西一定是先讓長者。我們很多讀經的孩子，一吃飯
他們一定先站在旁邊，等長者坐下去了他們才坐，很有規矩。有一
次我坐上去以後孩子還在那裡轉桌子，我就很奇怪，我說桌子為什
麼要轉？他們說他們的老師教了，桌子上面假如有紋路，這個紋路
不能對著主位，這樣不禮貌。你看孩子多細心，他那個恭敬心多細



微，還把桌子轉了一下，讓這些條紋沒有對著我。
　　諸位朋友，您孩子知不知道主位在哪裡？一進門正對的那個位
子是主位，因為主人坐在那裡可以綜觀全局。結果有一個公司跟另
外合夥的公司要開會，有一個員工一起走進來，這個員工馬上就跳
到那個主位坐下去了，他的老闆坐在那裡，那麼大的人怎麼說他，
那就很尷尬了。所以連這點禮貌都不懂，以後會不會有前途？所以
禮貌重要。一個人有禮，人生形成很多助力，一個人無禮，言語、
行為無形當中，造成自己很多的阻力跟障礙自己都不知道，為什麼
別人都看我不順眼？他也搞不清楚，那都是在一舉手一投足當中不
懂得替人設想。
　　有一個幼兒園的老闆，帶著幾位年輕的老師一起請一個廣東的
客戶吃飯。諸位朋友，請廣東的客戶吃飯點什麼菜？那當然點廣東
菜。結果這些老師是湖南人，湖南人喜歡吃辣，所以一邊吃飯，這
些老師在那裡：這個怎麼這麼難吃，那個怎麼那麼難吃。老闆帶這
些員工去吃飯目的在哪裡？目的在幫他招呼客人，總不能老闆坐在
門口端菜，所以這些人情世故都在禮貌當中可以形成、可以學習。
所以老闆最喜歡帶什麼人出去？最會夾菜，最會倒茶那種，他就輕
鬆多了。您的孩子會不會倒茶？會不會夾菜，應對進退得當，人人
見了都歡喜，這樣的態度、能力才能辦大事，才不會壞事，這跟學
歷高低沒有關係，這跟培養跟歷練有關。所以這個老闆一看這些年
輕的老師，很無奈，不幫忙就好了，還在那裡搞砸了。突然上了一
道比較辣的菜，他們很高興，老闆馬上把它轉到客戶面前來要給客
戶吃，結果沒有幾秒鐘這些老師馬上把它轉走，然後趕快自己夾起
來，結果老闆又趕快轉到客戶前面來，他們又把它轉回去。所以禮
貌很重要，人與人之間優美的距離，不學好會搞出很多錯事出來。
　　禮貌從小一定要教導，從飲食當中要先尊重長者，這個尊重的



態度就會內化成他的存心。有一個孩子，剛好他的老師在看講經的
錄相帶，這個孩子經過的時候把他的身子彎得很低，完全沒有擋到
老師，經過。這個動作有沒有教過？有沒有老師還特別教他，長者
在看電視，我們腰要蹲很低走過去？不可能教！那為什麼孩子做得
出來？恭敬心形成的，有這一分恭敬心他就會去感受我怎麼做才是
對人尊重。所有這些禮儀它有一個最重要的目的，就是內化成他的
存心，時時恭敬，時時替人著想。或坐走，也是如此。有一個孩子
剛好跟他母親去找朋友，母親還在打行動電話，他跟他媽媽說：媽
，妳坐。他媽媽說你先坐，他又看他媽媽：媽，妳坐啦！你這個孩
子幹什麼，叫你坐就坐，那麼囉嗦？媽，妳不坐，我不能坐；「長
者立，幼勿坐，長者坐，命乃坐」，這個時候母親應該怎樣？趕快
坐下；你不要說你們老師教是一套，現在坐沒關係，那老師白教了
，要跟老師搭配好才行，長養他的德行。
　　「長呼人，即代叫」。在古代因為是大家族，客人來到門口可
能要找伯伯，找叔叔，地方那麼大，我們是晚輩，應該主動去把長
輩叫過來，來跟客人見面；有沒有可能客人自己去找？那這樣就太
失禮了，我們自己接待客人很失禮。我們現在來看看，客人到家裡
來，孩子正在那裡看電視，他會怎麼做？媽，阿姨找你。喊得很大
聲，繼續看他的電視，然後客人站在那裡不知道要怎麼辦，有沒有
這個情況？要不要教？慎於始，教育的敏感度很重要，沒有孩子生
下來就自私、生下來就無禮、生下來就懶惰。你有看到一個孩子生
下來然後全身不想動，有沒有？那要去看醫生，一定有病。孩子都
活蹦亂跳，怎麼會懶惰？都是一開始沒有教好，才會造成往後壞習
慣養成。所以我們敏感度要高，要觀察他有沒有孝心，有沒有恭敬
心，有沒有愛心，只要遠離這個存心，要趕快引導。
　　所以接待客人要學，這個接待客人不止在家裡，在學校也如是



，在公司也如是。我們在學校裡面，其他的老師來找了，學生一看
到也是放大嗓子：老師，隔壁班老師找你。這樣都是無禮。在公司
裡面，你會不會說：經理，有人找你？那經理說你明天不用來了。
或者客人來了，經理正在開會，你還馬上說：經理就在裡面，你自
己去。那客人走進去一開，在開會，那經理一看是接待還是不接待
，就很唐突了。
　　所以應對進退很重要。我們就訓練孩子，這個時候就不是用講
的，禮儀的教育要讓他實際操作。就教導他，客人來應該問好，請
客人坐，坐下以後要倒一杯熱茶給他喝，然後再去叫爸爸，叫媽媽
，叫長輩過來見客人。剛好那一天幾個孩子學完，中午吃飯的時候
來了一個阿姨，他們一聽到門鈴聲，六個人都舉手：我要接待。六
個人都躍躍欲試，所以僵持不下六個人都接待。突然門打開了，六
個小朋友都鞠一個躬說客人好。結果這個阿姨不敢進門，她說受寵
若驚，她說從來沒有這麼隆重的接待，假如下一代的孩子都這樣，
國家一定很有希望。結果一進門，拖鞋也要教他們要放在客人走進
來馬上可以穿進去的位置，所以仁慈之心是落實在生活點滴當中。
你接待客人也要想到，今天他假如要在家裡面過夜，可能匆忙之下
會忘了一些日常生活用品，到時候又不好意思跟你拿，你要跟他準
備個毛巾、準備個牙膏，這些用品。他帶了，縱使沒有用，朋友會
覺得你處處替他著想，在無形當中情誼就會愈來愈深厚，所以禮不
可失，這是接待。
　　客人一走進來，馬上請她坐，端一杯茶：阿姨請喝茶，阿姨您
先等一下，我去叫我媽媽。這是在家庭裡面接待之禮；在公司亦如
是。當我們能這樣應對進退，別人對我們的信任愈來愈高，那孩子
他也從頭到尾把一件事情做好，他的責任心也會提升起來，有頭有
尾。當家裡的人長輩不在，他也會主動再回來，長呼人即代叫，人



不在？一定要再回來收尾。我媽媽剛好不在，我哪一位長者不在，
叔叔，請問你有什麼事嗎？你要不要交代我，長輩回來我替你轉達
他。或者您假如有急事，我父親的電話是幾號，您可以直接跟他聯
繫，他就把事情能夠辦好。有一些孩子你叫他去叫人，叫到最後不
見了。接著問他說我不是叫你去叫某個老師，你怎麼不見了？他說
找不到，他不在，沒有回來收尾。孩子能否有始有終，都在生活的
點滴當中，我們要去注意，要去提醒才行。
　　除了見面接待的禮貌，接電話也要有禮貌，所以禮貌一定是落
實在生活點滴，那個恭敬心就時時提得起來。有訓練過孩子接電話
的舉手？這個很重要，很可能你們在外的名聲不錯，都被孩子搞砸
了。打電話來，你媽媽在嗎？不在，去哪裡？不知道，長者還想講
話電話已經掛掉了，會覺得很無禮；這個朋友做人還不錯，怎麼孩
子教成這樣。所以接電話也要注重禮貌，接起電話來：你好，我是
某某某，請問你找哪一位？你母親在嗎？我母親在，您稍等，我去
叫她，趕快去叫媽媽來。假如母親不在，很抱歉，我母親現在不在
，請問您哪裡找？請問您有什麼事嗎？我可不可以替您轉告？或者
您有急事的話，可以打我母親的行動電話，電話是多少，孩子自然
懂得怎麼去應對，怎麼去處理事情。很奇怪，人愈有禮貌，他就愈
歡喜去做這件事。所以這是接待之禮。
　　還有打招呼的禮儀，人與人見面，中國的禮儀是互相敬個禮，
西方的禮儀他們是以握手。諸位朋友，握手怎麼握？這個也要注意
，也要教導。有沒有哪位朋友要出來示範一下，我們配合一下，來
來來，楊老師來一下。我們在見面我是比較推崇中國的禮儀，敬個
禮，不然剛好手很髒，又不好意思握手。握手的禮儀首先我們要注
意到眼神，比方說在握手的時候，你好，你好，這樣有沒有禮貌？
很多場合，一堆人來他搶著要去握手，這邊握的時候看這個人，那



邊握看這個人，對方的感受怎麼樣？應付應付，所以眼神要注意。
　　再來，這個握力道很重要。你好，你好，（你正常一點，沒關
係），有沒有都這樣給人家握，好像給人家碰一下，你好，你好，
都沒有力氣；好，好，好，有沒有這樣的情況？這樣感覺怎麼樣？
不真誠，所以這個握的力道要適中，你好，你好。可不可以握得太
大力？這樣會讓對方很痛，所以握的力道也要適中。還有握的時間
，你不要一直握著，你好，你好，他都不知道你到底要不要放手；
尤其看到漂亮的女生不可以一直握著，不然人家下次都不敢來了。
還有這個握的位置也適中，也不要握太進去，也不要握太出來，這
樣都很奇怪。這是握手要注意到眼神，還有注意到力道，還有位置
都要適中。好，我們掌聲謝謝楊老師。這是握手要注意的。
　　再來，握手的順序也很重要。握手應該是長者先伸手還是晚輩
先伸手？是男士先伸手還是女士先伸手？你們應該握手也握不少次
了，是長官先伸手還是下屬？好，這個時候不能民主投票。其實禮
儀你靜下心來都可以推得出來，比方說男生跟女生，你男生先伸手
，人家女孩子不要，那不是很尷尬，所以女孩子先伸手比較恰當。
你看到女孩子不要手都伸出來，到時候人家不伸你就在那裡，很尷
尬。再來長官身分比較高，他可能每天面對很多人群，所以我們不
要主動伸手，我們只要站在一旁，畢竟是長者、是長官，我們面帶
微笑，鞠個躬就好。當長官主動伸出來了我們再伸手，就不失禮了
，不然他根本還不了解你是誰，假如長官又有一點傲氣，你伸出手
來，那也是很尷尬，又縮回來。所以長官先伸手，長輩先伸手，這
都是一種很自然的一種應對。
　　接下來，握完手要介紹才不會失禮，所以人與人相處，當你是
兩邊都認識的時候，那應該主動互相介紹一下，你不介紹，那一天
也不知道要叫對方什麼名字，怪尷尬的。介紹的順序是把長輩介紹



給晚輩，還是晚輩介紹給長輩？是把男士介紹給女士，還是先把女
士介紹給男士？諸位朋友，你現在腦子有沒有打結了？介紹客人給
主人，那是正確的。其實這個順序剛好跟握手反過來，把晚輩介紹
給長輩。其實我們去想一想，你今天有一個朋友，你會不會去把你
爸爸帶過來：爸爸，來來來，我介紹一個同學給你認識，不奇怪嗎
？長官，來來來，我介紹我一個朋友給你認識，無禮了。所以尊重
長輩一定是我們晚輩去跟長輩打招呼，一定是下屬介紹給上司。男
女也是一樣，一定是男士介紹給女士認識，這樣的一個禮貌。
　　再來，見面我們也會遞名片，這個禮貌也注意，很多人拿出名
片，來，你一張，我一張，他一張，你這樣子發的時候人家會不會
很重視你這一張名片？不會，所以禮貌除了尊重別人也是尊重自己
，所謂自敬，自己尊敬自己，而後人敬，自重而後人重。俗話說「
不自重取辱」，一個人不尊重自己就會招來他人的侮辱，所以為什
麼一個人會讓人家指指點點？他可能連衣著都太隨便了，《弟子規
》說「冠必正，紐必結，襪與履，俱緊切」。其實當我們把自己弄
得整齊乾淨，就是對他人的尊重，這個禮也不可失。今天假如我在
台上穿一個Ｔ恤，你們要不要聽我講？那就不用講了。
　　所以遞名片也是一樣，要尊重自己尊重別人。遞名片要雙手遞
過去，而且遞過去的時候，對方馬上一拿就可以看到，你不要用反
的，他拿過來還要這樣反過來，或者要這樣看，那很奇怪。當我們
接到名片以後，你要馬上看到他姓什麼，比方說他姓陳，後面是經
理，陳經理你好，你這個稱呼一叫下去，第一印象就很好。你不要
收了一下子就放在口袋裡面去了，然後一吃起飯要講話他姓什麼，
再拿起來看一下，那就很失禮了，所以這個應對進退會讓人家覺得
很舒服。你不要拿著名片就把它擺在桌子上，然後在夾菜的時候那
個菜湯又滴下去；或者有些人拿了就把它放著，放在椅子上，結果



都坐下去了，他看到那個名片被菜湯這樣侮辱，那你這個生意能不
能做？那做不成。所以這個禮貌在我們生活點滴當中，我們應該多
學習，這是要教導。
　　有一個母親她就提到，她從小客人來的時候，她一定都會切一
盤水果請客人。有一次剛好客人來她不在家，她的女兒小學三年級
，結果一進門，她看到客人，同時也看到桌上有一盤水果，誰弄的
？她女兒弄的，所以這個身教很重要。再來懶惰，懶惰怎麼造成的
？我們都知道孩子小時候都很好動的，我的外甥差不多兩歲多的時
候，有一次他母親在擦桌子，他跑過來，剛好母親離開一下，他拿
起抹布就在那裡擦，他是不是想擦桌子？模仿，覺得很好玩。結果
他母親一走過來，就對他說：小偉，這麼小就懂得幫媽媽的忙，真
是有孝心。這個孩子一聽完擦得更用力，孩子都是鼓勵出來的，然
後又對他說：你只要能把四個角再擦乾淨，那這個桌子就擦得很好
。不只肯定他的孝心，同時把做事的方法教給他。所以孩子小時候
就會對自己的生活負責任，也很愛惜乾淨，他就不會懶惰了。
　　《朱子治家格言》第一句話提到，「黎明即起，灑掃庭除，要
內外整潔，既昏便息，關鎖門戶，必親自檢點」。以前這些生活上
的勞動誰做？小孩要做，他就勤奮。曾國藩先生提到，要看一個家
族興還是衰看三件事，第一件事早上睡到幾點，假如都睡到很晚，
家風必敗，睡那麼晚愈來愈懶惰安逸了；第二件事看看小孩做不做
家事。曾國藩先生他已經做到四省的總督，在清朝的漢人沒有人做
的官比他大，但是小孩的家務不給傭人做，自己來。勞動的好處甚
多，我們待會來分析一下。曾國藩先生說第三件事就是看子孫讀不
讀聖賢書。所以「子孫雖愚，經書不可不讀」，讀經書才能分辨是
非善惡。
　　現在很多家長教孩子是你只要把書念好就好，其他的事都不用



做，這樣的方式害了孩子。我們來看看做家事跟不做家事會有什麼
樣的差別？我對於這一件事會有思考也是學生成就我的。剛好我有
一個學生從一年級上學期到六年級下學期，沒有一次成績不是第一
名，諸位朋友，這樣的孩子優不優秀？很優秀！可是分配給她的掃
地工作都偷懶，不做，而且她口才又很好，都會給你找很多藉口，
但是同學都已經怨聲載道了，大家都很不滿，老師偏心。這個時候
不能不處理，眾怒難犯，帶一個班就好像帶一個小國一樣，也要讓
民心能夠平和下來，所以我就打電話給她的母親。當然講話要有藝
術，你不可以一開始就說妳女兒哪裡不好，那她聽了很不能接受。
　　所以我們跟人談話有一個準則，見到人要懂得先鼓勵，先稱讚
，稱讚二、三句再批評一句，這樣他的心臟比較能夠負荷得了。所
以我先肯定她女兒這段時間做了哪些對班級有貢獻的事，接著我也
沒有直接說她女兒很懶惰，不做掃地工作，我們只是告訴家長說做
家事有很多好處。第一個好處身體好，我們現在很多少女一、二十
歲就病厭厭的，做啥事都沒力氣，結果我們看到很多八十幾歲的老
婆婆還拿著鋤頭在耕地，誰身體好？那為什麼老婆婆身體這麼好？
從小幹活勞動，筋脈通暢，身體有磨鍊，體格有長成，所以其實禍
福相倚。
　　我常常會跟我父親講，我說你比較好命，我們比較命不好。他
們都很驚訝，我們小時候哪有吃得像你們這麼好，你們才好命。我
說不對，因為你們小時候苦，常常幹活，身體那麼強壯。所以我爸
爸已經六十幾歲了，比我強壯多了。每次跟我父母出遊，我開車的
時候，我爸爸還要在旁邊問：要不要換一下，累不累了？我爸爸一
開都是好幾個小時都不累。有朋友都說：你很孝順，跟父母住在一
起。我都覺得很丟臉，根本就不是我照顧父母，而是父母照顧我。
所以多勞動，身體血脈才會健康，這是第一個。而身體好影響多大



？一輩子。
　　多勞動的人才會深刻感覺到他人付出的辛勞，為什麼現在的孩
子不懂得感恩？你什麼都給他做好了，他都視為應該，有什麼好感
恩的，你沒做他反而對你生氣。有一個母親她孩子上初中，每天都
幫他水壺裡的水裝好了，然後拿給他去上課，數十年如一日。突然
有一天她稍微拿晚了，拿給她兒子，她兒子拿了以後罵她：我要遲
到了，都是妳害的。她突然被罵醒了，這件事應該是他自己做的，
結果我每天幫他做，他不感謝還罵我，說我害他遲到，所以母親醒
過來了，從此以後不侍候他。結果她的孩子快速成長，因為回來以
後說午餐自己弄，她孩子現在很會煮午餐。所以你幫孩子做太多，
反而他的成長愈少。
　　我們看到以前的人十多歲十八般武藝都會，為什麼？練出來的
。現在很多要結婚了可能菜都不會煮，當然男生也要學煮菜，不然
家裡都沒人會煮菜，每天吃哪裡？吃館子，吃外面，長期吃下來會
怎樣？病都出來了，外面都是比較油，比較鹹，比較膽固醇高。我
自己到海口去，去了以後自己一個人住，所以煮飯要自己來，洗衣
服自己來，拖地，整個家裡的家活都要自己幹。當我在拖地的時候
突然會想到誰？突然會想到一首歌，叫做「世上只有媽媽好」，感
恩心就出來了。所以你讓孩子去拖地，他說拖地那麼辛苦，結果一
想，媽媽每天要上班，上完班回來要煮飯，還要做這麼多事，媽媽
都沒喊累，我做這樣就累了，生起對母親的尊敬。假如妳從小都沒
讓他幹，突然他都上高中了，有一天你實在忍不住，媽媽做得那麼
累，你還在那裡看電視，不會過來幫忙。妳的兒子很無奈、很無辜
看著妳，看完以後繼續看他的電視，這個時候妳也莫可奈何。
　　我們很多老師會告訴孩子，母親生我們的時候很辛苦，所以生
日首先要想到感謝父母，而不是要一大堆禮物跟蛋糕。一個小女孩



四年級，她聽了以後也很受教，回去決定炒菜給她母親吃，所以她
就炒了一個黃瓜。一進到廚房身高不夠，搬了一個椅子站上去。所
以你讓孩子做事，他那個解決問題的能力就在做當中會去想辦法。
搬了椅子以後，油倒下去噴起來，她很害怕，去拿了一個大手套套
在手上，繼續炒黃瓜；把黃瓜倒下去油噴得更高了，她情急之下去
找到她父親的安全帽，把安全帽戴在頭上，這叫全副武裝，把黃瓜
炒完了。當她把這一盤黃瓜端出來，雖然只是那一剎那，這個孩子
的心境變了沒有？她以後面對母親煮出來的菜會不會挑三揀四？不
會了，她知道不容易，她就會感謝。
　　我也曾經自己種菜，種空心菜、種紅蘿蔔，結果我種了二、三
個禮拜，然後把它摘一摘炒成一盤，他們三分鐘就把我解決掉了。
「誰知盤中飧，粒粒皆辛苦」，我自己去種過以後我就知道辛苦，
就不會浪費，也會感恩了，這是習勞知感恩。多做就會勤勞，而勤
勞是一個人致富的根本，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所以這個勤勞的態
度也會形成。當你讓孩子常常做事，那他都能夠去盡心盡力做好，
他的責任心就在這個當下形成。
　　我們教導很多學生都會深刻感覺，那些辦事辦得很好的孩子，
在家裡都是能手。我有一個學生他的父親比較早過世，母親後來改
嫁，嫁給他的繼父，後來他的母親也離開了，變成繼父帶他。那時
候他還很小，才幾歲而已，都在繼父的計程車裡面度過晚上，他從
七、八歲就開始煮飯給他的弟弟吃，所以辦事能力特別好。確實雖
是禍，福也在其中，他照顧弟弟，做那麼多事，幹起活來非常精練
，往往我有什麼事交給他，特別放心。當然我們今天讓孩子去做家
事，比方說拖地，你也不能只把工作交給他，你還要去做一個檢查
的工作。好，這一節課我們先上到這邊，謝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