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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想穎翰剛入學時，因為自己有安排東

華大學研究所的課程，因此週三的慈懿日

幾乎都無法參加，所以跟班上的同學互動

較少。大約在開學後兩個多月，突然收到

淑玲老師傳來有關穎翰同學在學校有人際

關係及生活適應上的問題，老師希望我能

夠給予協助。

當時我思索身為一個慈誠爸爸，在面對

孩子時的角色是什麼？因為慈誠爸爸不能

過於干涉學校對同學們的一些教育問題。

在得知這訊息之後，我先確認這訊息的真

實性，之後開始思考如何去協助及陪伴

他。

於是，經老師同意後，我約了穎翰到家

裡吃飯，但為了讓他不要有太大的壓力

感，那一次聚餐同時邀請班上另外一位同

學參加。這兩位同學的共同點是皆為新住

民家庭的孩子，但個性卻是一個內向，一

個比較活潑外向。互動中發現這孩子確實

■ 口述／鄭景文 ( 濟澭 )  慈誠爸爸

善解是良藥 
陪他展現自己的優點
Be Understanding and Wait for Him to Show His Strength

慈誠爸爸這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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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請聽我說
Please Listen to Me, Dear Teacher

有比較負面的想法。這是第一次邀他們來家裡吃中飯，原本預計下午三點前可以

結束，結果當天從中餐吃到了晚餐，因為到了下午，兩個孩子都不想離開，他們

的不想離開代表他們還有很多話想跟我講，再來就是他們在我家感覺很放鬆。

這次與穎翰的互動過程中，發現他雖然個性較內向、較少與同學互動。當天，

我跟他們分享在花蓮環保站做環保相關的話題，意外發現穎翰對於環保議題及

垃圾分類很有興趣，於是開始帶著穎翰去環保站一起做環保，而開始做環保後，

確實看見穎翰的改變。

經過了一年多的陪伴，我發現穎翰沒有想像中那麼脆弱。某次閒聊時找到了

這孩子沒有自信的可能原因。原來是他小學三年級時有一次舉手回答老師的問

題後，被班上同學嘲笑，就開始封閉自己，因為怕被再次嘲笑。

知道這個問題癥結後，在往後的懿德日，會刻意安排穎翰上臺分享做環保的

心得。透過每一次的上臺心得分享，穎翰漸漸地對自己較有自信了，有一次的



｜ 47 ｜ Volume 22  .  Number 5TZU CHI NURSING JOURNAL

懿德日我邀請同學上臺分享時，穎翰就第一個自願舉手上臺分享。之後邀班上

其他家族裡的同學來家裡聚餐時，也慢慢發現穎翰跟同學的互動變好了。

這兩年來陪伴穎翰的過程中，發現他變得願意訴說，願意跟我或同學分享，

由此可見，他在人際關係這方面慢慢的有所進步。

而透過做環保，他找到了成就感，而且學習成績並沒有因為利用假日去環保

站當志工而落後，反而是操行及學期成績都變好了。因此，陪伴他的這段日子，

很明顯看到這孩子的成長與蛻變，而且一直在進步中。

放下偏見與執念  身教更勝言教

慈誠爸爸或懿德媽媽常常會讓孩子們感覺到好像只會跟他們講道理，因此，

在跟慈中及慈科大孩子們這十年來的互動過程中，我常常思索如何讓孩子們更

能放下對慈誠懿德爸媽的刻板印象。身為慈誠爸爸，要承擔這樣的角色，對於

很多的社會現況，我們也要去反思，例如我們對於種族或多元文化的部分，是

否存在著偏見；譬如刺青這行為對我這一代的人來說，一定有一個不良少年的

刻板印象，但現實生活中，現有的價值觀認為刺青是一種藝術；另外，就是性

別認同的議題，若我們都帶著偏見的眼光來看待這件事，我們恐怕就無法進入

同學們的世界與他們有更好的互動。

證嚴上人希望我們這群慈懿會弟子能夠成為孩子們的典範，但面對行為較不

適當的孩子，若只跟他們講道理或是訓斥，久了可能會出現反效果，所以在跟

孩子們互動前要先放下自己的偏見與執著，要讓自己身段變得更柔軟，這樣孩

子們才會更願意跟我們談、說真心話。除了言教之外，身教更是一件重要的事

情，因此在每一次陪伴的機會，我也會嘗試加入一些身教的東西，例如孩子們

來家裡吃飯，我會告訴他們：「爸爸沒有把你們當客人，所以你們吃完的碗或

餐具，要自己清洗。」雖然，孩子們叫我們爸爸，但畢竟不是親生爸爸，因此

在日常生活習慣的養成教育中，他們相對也比較不敢像在家中面對家人那樣依

賴。因此，我常常趁著每次與孩子們到家裡來聚會互動的機會，運用潛移默化

及同儕相互學習的方式，讓他們了解一些基本與人互動的禮儀及良好生活習慣

的養成。（採訪整理／黃淑儀 慈濟科技大學護理系助理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