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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諸位朋友，大家下午好。早上我們提到教孩子禮貌的重要性，
所以有家長聽了這席話以後，他的孩子就有很大的轉變；在還沒有
聽以前，他也都跟學校老師講，說我的孩子從小就不叫人。有沒有
可能從小就不叫人？當父母有一些固執的想法，很可能他的孩子就
沒有辦法有好的引導、好的學習。所以父母所看重的價值觀，無形
當中都在引導孩子往那個方向去走。假如父母很貪財，孩子也很貪
財；父母很好學，孩子自然也很好學。
　　也有家長就反應到，我的孩子不愛讀書。不愛讀書是一個結果
，原因在哪裡？我記得小時候我們家裡吃完晚飯，休息一會兒，爸
爸、媽媽就進房間看書。那麼小的年紀，其實也想看電視，但是走
到父母房裡看一下，繞兩圈，父母都在看書，就不敢大搖大擺在那
裡看電視，很自然的就上樓去了。不看電視習慣了，自然也不喜歡
看，所以到了初中、高中，往往都是我的母親上樓來叫我們三個人
（我有兩個姐姐），叫我們趕快去睡覺，不要再念了。很多我父母
的同事，他們都會問我父母：你們孩子怎麼教的？怎麼都不用督促
讀書，不用督促很多做人處事的道理。我的父母都會回答：我們不
會教，我都沒有教。確實，在我母親的感覺裡面，她沒有教，因為
她沒有用嘴巴教，她用什麼？對。但是她在做這些行動的時候，她
覺得本來就應該這樣，所以她不覺得她有特別要教孩子。
　　當我們的家長對身教的認知不夠，而把教育只放在嘴巴，反而
效果就會相當有限。我常常在跟一些家長舉一個例子，假如你今天
坐在電視機前面在那裡看電視，你的孩子也坐在旁邊，你就對他大



聲的說：你趕快去看書，不可以看電視。這孩子依依不捨往房間走
去，走到了樓梯口，還站在柱子前面站半天。這個時候你會下最後
通碟：你假如不上去的話，我就家法伺候。他迫於無奈才上樓去看
書，雖然他坐在書桌前面，但是他的心在哪裡？所以我們教孩子要
看到實處，不能只看到表象。
　　很多家長都覺得，我孩子每天都在書房看書，到底看了什麼書
他也不知道。所以我們對孩子要更深入去了解、去體會，當然身教
的效果特別好，包含剛剛提到的禮貌。有一個老師她帶著她女兒到
一些親戚家，遇到一些親戚，她馬上就拉拉她女兒，或者拉的時候
沒什麼用，就按一下，給她扭一下，她的孩子才有點不耐煩：阿姨
好，叔叔好。有時候一天下來，她的女兒就跟她說：媽，我好累！
要問那麼多人，問得我喉嚨都快沙啞了。所以這個方法讓她自己跟
她女兒都覺得很辛苦。後來她轉了一個念頭，她不再要求她的女兒
，只要遇到親友，她都是主動問好，也很自然，過沒有多久，她就
感覺到她的女兒自己主動的就跟這些長者問好。所以我們還是要道
法自然，從己身開始去做起。
　　有一個小孩她在幼兒園上課，她對每個老師也都不打招呼的。
後來她的奶奶聽了課以後，隔天她的孫女來到學校就對每個老師畢
恭畢敬的問好。學校的老師都很驚訝，怎麼一天的時間有這麼大的
變化？老師也回想到，這個孩子昨天晚上應該鋼琴也沒彈，然後舞
也沒跳，所有的事都停下來，只做哪件事？只做行禮問好，可能練
了好長一段時間。所以孩子不是不能教，端看家長是否有正確的態
度。
　　最後還有自私，自私就是只想到他自己。一個孩子假如不自私
，會處處替人著想，很多壞的習慣自然而然就不見了，所以這個存
心是一個根源。那孩子也不是先天就自私，所以人都比較健忘，無



法判斷出這些行為形成的過程。我會跟家長提到說：我們回到過去
在孩子一、二歲的時候，全家一起吃飯，爺爺、奶奶也在，還有小
孩在，為人父母者在吃飯的過程，你把菜夾起來，第一口菜給誰吃
？諸位朋友，給誰吃？我好像很少看到給爺爺、奶奶吃的場景，基
本上在餐廳裡面都看不到。所以這個菜夾給了小孩子吃。父母夾以
外，爺爺、奶奶也很疼孫子，當然也不落人後，馬上也幫孫子夾菜
，所以孫子碗裡的菜特別多、特別豐富。
　　從夾菜當中我們也可以判斷出來，家裡誰的地位最高？我們成
人在事業上有點成就，就已經覺得不可一世，連成人都只要有這個
名利的時候就會晃，腦子就會晃，就會不知道自己是誰了，更何況
是一個這麼小年紀的孩子，你就把他捧得高高的，他絕對不可能不
傲慢。所以地位已經出來，他是家裡最高指導單位，所有人都要聽
他的使喚，小皇帝、小公主就出來了。俗話又說「伴君如伴虎」，
所以小皇帝的脾氣一定怎麼樣？一定很大。現在的小孩十個裡面幾
個脾氣不好？真是不少，根源在都以他為中心的時候，他自私自利
。只要自私自利，他想要的東西要不到，他會發脾氣，所有人給予
他的，他都視為理所當然。
　　《大學》裡面提到「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所以連夾菜都要
有正確的先後順序。你菜夾錯了，我們沒有做出為人子之道，相同
的，孩子就學不到為人子之道。所以很多生活的點滴，都是在倫常
大道之中，所謂「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所有做人的道理都在
一言一行，舉手投足之間。所以我想到這裡也很欣慰、也很歡喜，
我爸爸菜沒有夾錯，假如我爸爸夾錯了，我現在就沒有辦法在這裡
講課了，因為我是有相當的條件可以當敗家子；我是獨子，又是長
孫，又是長曾孫。我記得小時候去給曾祖母掃墓，小小年紀就跪下
去，結果抬起頭來一看，我的名字居然在墓碑的第一個位置，突然



肅然起敬。
　　中國重視家族確實有好處，你身為長子、長孫的人，從小就有
一分責任心，我就必須當這些堂弟、堂妹的榜樣。有這樣的身分，
假如父母、爺爺、奶奶依然對我很寵愛的話，那恃寵就而驕了，所
以父母並沒有這麼做。我回想小時候，父母把水果拿出來，首先都
是先給爺爺、奶奶。孩子的心非常敏銳，當你做出孝的行為，孩子
看了，也會生起一種恭敬效法之心。年紀比較大了，有資格去開冰
箱了，自然而然也是先給爺爺、奶奶吃。爺爺、奶奶最高興的是什
麼？就是他的子孫很孝順。所以爺爺、奶奶也很歡喜，我看了也很
滿意。
　　現在有些母親她買了當季最貴的水果，買回家以後先把它藏起
來，等公公、婆婆都去睡覺了，你們怎麼這麼有經驗的樣子！人算
不如天算，千算萬算比不上老天爺一算，老天爺是道法自然。上行
下效，你把這個最好的只留給他吃，他往後把最好的留給誰吃？給
誰？他兒子？等不到他兒子，一定給他女朋友吃，為什麼？因為你
是用好惡的心教他，不是道義，我喜歡誰我就對他好。往後他遇到
女朋友，他覺得他最喜歡她，父母就擺一邊，不用等到他的孩子了
。所以不能教他用好惡的心，應該教情義、恩義才對。
　　有一位老師她聽完以後，有一天帶她的女兒回外公、外婆家，
剛好很多親戚一起吃飯，她女兒就說：媽媽，我要吃紅薯。結果她
媽媽把紅薯扒開來，本來都先拿給誰？拿給自己的女兒，但是已經
學過了，就開始發給外公、外婆，然後給每個長輩，到最後一個的
時候給她女兒。當她把最後一半給她女兒的時候，她的女兒跳起來
：為什麼我是最後一個？你看，這麼小年紀，四、五歲而已，最後
給她，她發脾氣為什麼最後一個給我。她的媽媽很冷靜，就跟她說
「或飲食，或坐走，長者先，幼者後」。她女兒有背《弟子規》，



突然聽到這一句，我很熟悉，想了一下，對，心裡就服氣了。
　　所以教孩子還要有共通的語言，你要跟孩子一起學。我們都是
聖賢人的學生，都應該依照他們的教誨去做人處世。你沒有在這個
根基之上，孩子的心中也沒有分寸，也沒有行事的準則。所以除了
讓孩子背以外，在生活上跟經文相應的機會點我們也要教導，慢慢
這些教誨就會放在孩子的心中。所以已經教錯了，沒有關係，馬上
可以修正過來。
　　在教導這些正確的做人態度也要相當謹慎，就是教育的敏感度
要很高，比方說孩子讀小學一年級，他的作業本沒有帶，打電話回
來，媽媽接起來，諸位朋友，你會怎麼做？哪位女士你的孩子現在
是小學一年級的，有沒有？我曾經也問過一個父親，他連想都沒想
「趕快拿過去」。孩子很缺責任心，責任心怎麼培養？要讓他對他
自己做的事負責任。所以今天他的作業本沒有帶，是誰造成的？他
自己，你今天把它送過去了，他會覺得往後只要我出狀況了，就會
有爺爺、奶奶、爸爸、媽媽，甚至於現在還請一些小姐姐，統統會
來幫他收拾，所以他的警覺性、責任心自然就下降了。
　　盧叔叔就跟我提到，他的女兒小一，第一次沒有帶作業本。第
一次很重要，第一次正確了，往後就都對了。他女兒在電話那頭：
爸，我們家離學校這麼近，你幫我拿過來！盧叔叔對女兒講：沒有
帶作業本是妳自己犯的過錯，被老師處罰也是應該的。就把電話掛
掉了。能捨非無情，給孩子掛電話是為了讓他更謹慎，而不是無情
。所以教孩子過程必然要注意剛柔並濟，恩威並施。有威嚴、有慈
愛，但是要掌握中庸之道，你今天處處只會關懷他，對他都不嚴厲
，都沒有原則，那他一定會沒有分寸，會騎到你的頭上去；你今天
對他相當嚴格，都沒有一些關懷，沒有一些愛語，那他跟我們的距
離就會拉得太大，父子之間就沒有親密度，這個掌握的分寸很重要



。
　　所以把電話掛掉是告訴她做事的原則，等女兒回家了，這個時
候要不要繼續罵她？她已經震撼了，她已經在學校被處罰了，這個
時候應該是慈愛她的時候。可以把女兒叫過來，他就對他女兒說道
：妳今天有沒有被處罰？女兒點點頭。接著他說道：爸爸有一個方
法可以讓妳往後不會因為沒帶東西而被老師處罰。所以孩子犯錯的
時候，往往是危機可以變轉機，反而是一個好的機會點。父親這麼
一講，女兒整個專注力也集中過來了。接著父親就提到，只要妳睡
覺以前把聯絡簿拿出來，明天有什麼課，應該帶什麼課本，應該帶
什麼作業本，都列在聯絡本上；只要把書本、作業本放進書包了，
趕快把它打勾，確定統統都帶齊了，妳可以睡得安安心心。女兒當
場就學會了。所以一個孩子的管理能力什麼時候建立？從小做事就
在建立，絕對不是出國讀MBA才叫學管理。當一個MBA畢業以後，
你看到他的房間亂七八糟，你覺得他會有管理能力嗎？那他念的大
半都是紙上談兵而已。所以他這麼指導孩子，從小孩子做事的方法
、仔細度就比一般的小孩要高。
　　像孩子有時候拖拖拉拉，也很容易遲到。我們觀察到孩子這些
現象，都應該要有處理對治的方法，你可不要在旁邊一直嘮嘮叨叨
，念久了他怎麼樣？他聽煩了。有一個老師她的兒子也是讀一年級
的時候，早上爬起來也是拖拖拉拉，她也沒說他。後來她帶著孩子
去上課，已經遲到了，她的孩子上樓去一看，同學都到操場，她的
兒子也不去了，就自己待在教室裡。他的母親發現了，就想說老師
應該會責罰他，中午她的兒子回來了，她看到兒子的臉上沒什麼有
被處罰過的痕跡，顯然他的老師並沒有批評他遲到的事情。所以這
個母親下午就主動打了一通電話到學校去，他的老師接到電話，她
接著就跟老師講：我的孩子今天遲到了。老師接著她的話就說：沒



有關係，沒有關係。她接著也說：怎麼會沒有關係？孩子遲到了，
第一次遲到假如沒有糾正，那他往後不就養成習慣。這個老師聽了
以後也很驚訝，他說：一般的家長打電話來，都是要解釋他孩子的
過失，都是幫孩子找台階下，而這位家長居然是打電話來請求老師
要批評、要罵他的小孩。
　　我們從這位老師的反應也可以了解到，現在的家長對教育的分
寸拿捏的不恰當，當從小幫孩子掩過飾非，那他很多習性就養成。
所以小孩的老師也笑得很開心說：好，既然妳是來討批評，那我一
定照辦。下午她的孩子回家了，一回到家裡什麼都沒做，馬上去找
了一個鬧鐘，然後就把它調到六點半要起床。這個母親也很耐得住
性子，就在旁邊默默觀察。後來她的兒子調到六點半，好像心理才
比較踏實一點，然後她就跟她的兒子講：兒子，你現在調六點半，
待會我們吃飯的時候鬧鐘就響了；一天有兩個六點半（順便教他看
時鐘），你吃飽飯，過了六點半以後再去調整，那明天早上六點半
就會叫了。所以他第一次犯錯你糾正他，往後他就會自己去找方法
，這個孩子出外也都帶著他這個鬧鐘，跟它相依為命。
　　孩子沒有禮貌，我們也要在生活點滴當中去注意，去修正。有
一個小孩，他有一天敲他母親的門，要找他母親有事，結果他的奶
奶就走過來，對他說要請他去吃東西。這個小孩就對他奶奶說：妳
別吵！這句話嚴不嚴重？對於長輩不恭敬，已經為往後埋下禍根了
。我們常常看到很多忤逆的事件出現，而這麼偏頗的行為，往往都
起源於從小一點一滴的不恭敬。莊子有一句話，「颶風起於萍末」
。一個可以造成重大災害的風災，也是從小小的一陣風，小小的只
能把萍末這麼小的植物吹動的風，慢慢聚成，所以教育一定要防微
杜漸。
　　她打開門就對他兒子說：跟奶奶道歉。當場這個機會點就要讓



他懂得恭敬。結果他的孩子不肯講，你看，孩子才六歲，脾氣就很
硬了。她的婆婆在旁邊就說：不要道歉了，天氣這麼熱。結果講了
幾次，孩子還是沒反應，這位老師馬上轉過頭對她的婆婆說道：孩
子沒有教好是我的責任，我跟妳道歉。就跟她的婆婆說對不起。她
的兒子看到這一幕，眼淚就掉下來了，孩子掉下眼淚代表有羞恥心
。接著這位老師就跟她的兒子講：你看你犯了錯誤，奶奶不只沒有
責怪你，還一直替你著想，還怕你在這裡太熱了。結果這麼一講，
婆婆聽了內心怎麼樣？很感動，你看媳婦都能了解我的用心，所以
婆婆聽完就走了。當媳婦這段話講出來的時候，婆媳之間的距離就
拉近了。假如婆婆在那裡說：哎呀，別道歉了，別道歉了。妳馬上
說：我在教孩子，妳看不懂嗎？那就麻煩了，妳要把婆婆的存心點
出來。往後她說她讓她的孩子去做家事，她的婆婆都沒有話說，都
很配合，代表她也認同媳婦在教她的孫子。
　　有一個家長，她的婆婆就幫孩子剝葡萄。請孩子吃葡萄都怎麼
做法？都一定把它剝到好好的。曾經有大學生到別人家裡作客，人
家端葡萄，他說這樣子的葡萄我不會吃。還有一個八歲的孩子，端
上來一盤茶葉蛋，他說茶葉蛋怎麼吃？旁邊的朋友跟他說，你把它
敲一敲，把它剝開來就好了。結果他拿起來就往地上一扔，沒有剝
過蛋殼，這都伺候得不像話！她的婆婆在幫她的孫子剝葡萄皮，她
就跟她婆婆講，她說：妳別剝了，讓孩子自己剝。她婆婆說：沒關
係，我幫他剝。她勸了二、三次，火都上來了，就對她婆婆說：妳
的手不會比葡萄皮乾淨。婆婆一聽，火冒三丈：我怎麼做都是錯的
。就走了。所以家庭裡面絕對不能情緒用事，不然到時候就很難教
小孩。
　　當婆媳發生口角的時候，孩子站在那裡學到什麼？他一定感覺
人跟人很難和睦相處，所以這位老師她對於孩子不禮貌的行為，她



也相當有敏感度。所以教育孩子，爺爺、奶奶、爸爸、媽媽，甚至
於是家族裡面的長輩，都應該有些正確的共識才行，不然夫妻之間
教育的觀念不同，很容易就發生衝突，或者父母教育孩子的態度跟
爺爺、奶奶不一樣，這樣也很難教。很多女士她都會反應到，心有
餘力不足，我的公公、婆婆又不能配合。我們不要先想困難，你先
想困難，它就愈來愈難，我們應該找方法才對。
　　我記得我小的時候每次要被父親責罰，我的爺爺、奶奶就會站
起來，然後對我說：你調皮搗蛋被爸爸處罰，活該。兩個老人家就
上樓去了。他們一上樓，我就沒有援兵可以相助，所以那個時候都
覺得爺爺怎麼這麼無情。現在自己也教書了，突然覺得爺爺很有智
慧。我媽媽也說到，我的爺爺常常跟她說，孩子不乖就要打。確實
一個家庭教育的觀念假如一致，那孩子教起來就輕鬆。
　　有一位母親，剛好我到深圳去講課，她也很善巧方便，就把她
婆婆一起帶來聽課。結果聽完課以後，她的婆婆走到我們前面來，
她說：我的媳婦教對了，我教錯了，孩子不可以寵。我看她媳婦在
旁邊默默無語，但是心裡很歡喜。這個時候你可不能在旁邊又加一
句「對嘛，我都跟妳這麼講」，這就太外行了，妳這麼一講，婆婆
的面子往哪裡擺？所以人言語不要太急躁，反而會形成不好的作用
。剛好我有一個朋友，他們夫妻也都跟我挺熟的。他的妹妹有一個
女兒，都是他的母親在帶，他也看到母親有很多驕寵的地方，但是
他們跟母親講，母親就不容易接受。剛好有一天他父母請我吃飯，
吃完飯；因為他們有做介紹，有提到說我是做國學啟蒙，所以飯後
他的母親也跟我閒話家常，很自然就聊到教育孩子上。當聊到這些
觀念的時候，他的母親也在那裡說：對對對，這樣才對。結果他兩
個夫妻也在旁邊：我不是早就跟妳講了嗎？妳就是不聽。我在那裡
也不知如何是好。我們對於人與人的一種互動，要有更敏銳的觀察



力跟體會能力。
　　假如公公、婆婆跟我們的教育觀念還不能很一致，這個時候你
可以在家裡放我們在香港有講四十片的碟。尤其講兒童教育的那幾
片，你要做記號，做好記號就常常在那裡看，你也不要說：婆婆來
，這個叫教育孩子的，趕快過來聽。她也不大舒服，要道法自然，
你就慢慢看，一邊看還哈哈笑。她會覺得這個怎麼這麼有趣，她自
然而然就站一下，站三分鐘就變成坐下來了。剛好要講到教育孩子
的時候妳就趕快離開，不然她會不好意思。妳一離開，她一看，我
媳婦教得才對，我教錯了，自然而然顧及了她的面子，也達到了目
的。所以很多時候可以善巧方便。不止婆婆可以這樣，先生也可以
這樣做，這叫借力使力。
　　我們剛剛提到的都是救失的方法，諸位朋友，孩子的一些壞習
慣絕對不可能只有這幾項，所以往後你發現一些問題的時候，一定
要思考，這是結果，原因出在哪？我們從原因上來對症下藥。而對
症下藥當中，一定要抓住以身作則，要抓住慎於始，抓住機會教育
點的這些原則。當然救失的過程也在長他的善，我們早上也提到「
百善孝為先」，孝開了，百善自然而然就開。如何教孝？同樣還是
以身作則重要。有一個女士，她聽了《弟子規》，他們在深圳。當
初我要到深圳去的時候，因為當地有很多有心的老師推展德行教育
、經典教育，也有一段時間，他們也希望有老師能夠來講經典。可
是他們的認知裡面都覺得應該來講《論語》、講《中庸》，講這些
經典，結果我只會講《弟子規》，他們想說「無魚蝦也好」，既然
講《弟子規》就講吧。所以其實我第一堂課，底下有很多老師是帶
著懷疑的眼光，《弟子規》有什麼好講的？
　　結果我第一次去上了幾節課，就有老師來跟我講：還沒有聽《
弟子規》以前，他覺得他善根深厚，結果聽了《弟子規》以後，他



覺得他什麼都沒有做到。諸位朋友，是覺得善根深厚好，還是覺得
什麼都沒有做到好？什麼是修行？修正錯誤的行為叫修行，發現自
己的過失，才能夠真正讓自己的德行提升。還有一個老師很有意思
，他說我回去把《弟子規》仔仔細細從頭看到尾，我只能做到一條
，他說是「便溺回，輒淨手」。沒關係，人非聖賢，孰能無過，只
要有勇猛的心，提升的一定會很快。
　　其中一位老師，她學完她就要去落實，因為在大陸五月一號他
們有放大假，有放七天的大假。剛好在這段大假期間是她的生日，
她也回到自己的家裡，剛好兒子、先生也陪她一起回去。當天她就
搬了三張椅子，然後就對她父母、還有她的外婆說：你們請坐。母
親比較敏感，覺得這個氣氛怪怪的，有點不自然。等父母都坐好了
，她對著他們說：三十五年來，讓父母操了很多心，也付出了相當
多的心血。現在我已經在接受聖賢教誨，所以往後我一定會盡心盡
力做一個好女兒。今天是我生日，生日是母親的受難日，今天我要
表達我的感恩之情，所以跟父母行三跪九叩禮。說完這位老師就跪
下去。第一拜拜下去，她的母親眼淚就掉下來，其實母親的眼淚並
不是希望孩子給她什麼回饋，只要我們子女能了解到父母的苦心，
他們就很安慰了。接著這位老師又拜第二拜下去，她的兒子就走到
他父親旁邊開始幫他父親按摩；好像在母親行孝的這個氣氛裡面，
他沒做什麼事覺得怪怪的，所以很自然就跑到父親旁邊開始幫他服
務。那一天他們夫妻回去，才一進門，她的兒子就對他們夫妻說道
：明年我生日我也要拜你們兩個。所以以身作則，效果特別明顯。
　　有一位長者她六十多歲，她已經接受過九次化療，當她做到第
九次的時候，她覺得她可能快不行了，所以打了一通電話給她的兒
子，她的兒子在日本。這位長者她有三個兄弟姐妹，她的母親在他
們小時候就含辛茹苦養育他們三個人，因為父親比較早過世，所以



當他們都長大以後，她的母親因為長期的生活壓力，結果精神出了
問題。所以他們三個兄弟姐妹，因為母親這麼辛勞，他們也都很有
孝心，就商量把母親接過來，然後他們住在很近的地方，共同來照
顧母親，照顧了二十多年，她母親的精神狀況就恢復正常。所以這
一分孝，這一分愛，確實可以讓嚴重的疾病也能夠轉變過來。她的
母親現在已經九十多歲了，還可以煮飯，可以下廚。
　　她自己的小孩從小就看到母親這樣的孝行，所以一聽到他的母
親身體已經快不行，他馬上把他日本所有的事業統統放下，不做了
。她的兒子這個舉動也讓他的這些朋友很驚訝，哪有事業到頂峰的
時候說收就收，所以那分孝心很懇切。所以他回來之後就全力照顧
他母親，結果本來母親已經快要不行了，由於這分孝心，他母親的
病情快速好轉，現在還可以到名山寶剎去遊玩，所以確實這分孝心
可以治病。當然，她的兒子能有這麼樣的表現，也都是上行下效。
　　教孩子孝，除了以身作則以外，我們還要親師合作，跟老師密
切配合。在古代，老師跟父母配合得相當好，父母教小孩尊敬老師
，老師教小孩孝順父母。現在父母有沒有教孩子要尊敬老師？這點
就比較忽略掉了，當小孩對老師不恭敬，老師所講的話自然就沒有
很強的影響力。我們曾經在馬來西亞講課的時候，有一位朋友就提
到，有一個學生在學校被老師批評，結果回家以後，這個孩子跟父
親講了這件事，他的父親隔天就帶著律師去找校長。我們看到這些
家長這麼做，有沒有理智？沒有理智，他這個動作一做，他覺得他
佔了上風，其實他毀了孩子一生的學業；當然他的智慧也不可能開
，因為他對老師已經失去恭敬之心。
　　而一個人的學問從哪裡求？從恭敬心中求，所謂「一分恭敬得
一分利益，十分誠敬就得十分利益」，所以父母教孩子尊重老師，
很輕鬆的事，卻帶來孩子一生長遠的影響。我們小時候假如在學校



被老師處罰，回家敢不敢說？說了還要被罵一頓，更糟還要被打一
頓，所以都不敢。甚至於父母了解到在學校被老師處罰，隔天拿著
芭樂，拿著水果，到學校去謝老師。當這個動作一做，孩子看在眼
裡，以後在學校敢不敢囂張？不敢。結果我在教書過程，往往學歷
比較低的家長都會對老師說：老師，你怎麼教都好，該打的時候你
就打，不要客氣。反而學歷愈高的家長，看到你連一句話都沒有，
有時候連招呼都不打。好，這節課我們先上到這邊，謝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