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讓孩子學會選擇 

網路文章 

你的工作和人生，是你的選擇？還是別人幫你做的決定？過去，你可能在長大後再

面對選擇，但如今你的孩子，從國中起就必須開始選擇自己的未來。 

「選擇」是一種能力和智慧，需要有勇氣去決定和肩膀去承擔。正因為很難，父母

必須從小陪伴孩子孕育。 

因為教育現場已經改變。十二年國教免試時代來臨，考試成績已不再是升學唯一憑

藉。填寫升學志願，不再按照分數分發學校，而是孩子必須用三年或更久的時間，多元

探索和學習，選擇一所「適合」自己的學校。 

世界、工作一直在改變。根據英國的研究，這一代孩子未來的工作，有六成還沒被

發明，許多現在的「好工作」會消失，等不到孩子長大。換句話說，大人已經不可能像

以前一樣，設想好一條符合社會期待、主流、安全的康莊大道，讓孩子一路不用思考的

「搭便車」。 

每一次選擇就像在森林裡尋寶，面對未知，是一種冒險。總是幫孩子選，其實是剝

奪了他們練習的機會。有能力選擇代表認識自己，能夠掌握人生的優先順序，願意為後

果負責。 

但大部分台灣的孩子不會、不准、也不敢做選擇。面對社會價值的高牆，成績好的

學生不被允許做選擇；成績不好的學生則沒有選擇。不選擇、被決定的人生，常常不快

樂、缺乏自信；不少人得等到父母管不到時，才能冒著親子關係決裂的風險為自己做選

擇。 

「為你好」，反而綁住了孩子 

台南人劇團負責人蔡柏璋沒考上台大法律系時，以為自己完蛋了，但進入戲劇系，

從此人生大轉彎。三十歲的他目前在世界各地旅行，「尋找三十歲前未填滿的人生」。他

觀察，許多台灣孩子包括過去的自己，因為習慣被安排，「往往缺乏承擔後果的膽識和

勇氣，」真的要奮力一搏追夢時卻很遲疑。 

堅持對自己的人生負責，有時得賠上親子關係，背負「自私、只顧自己興趣」的指

責。前《中國時報》調查室主任記者黃哲斌在臉書上分享，他高中時立志讀新聞，而醫

生爸爸希望他念醫或法律。高二時父子「每週必吵，甚至繞著客廳追打」，有次他被盛

怒的父親用菸灰缸砸中腳踝，血流不止，之後父親才不再阻止。後來，黃哲斌如願的跑

地方新聞，每次回家，都看到「客廳透明桌墊下，母親整整齊齊夾著我寫過的特稿剪報，」

讓他萬分感動又感激。 



擔心孩子走冤枉路或走錯路，父母「為你好」的保守，有時候綁住了孩子，甚至成

為他的負擔。「放手」的祝福和陪伴才能讓孩子勇敢作夢，發亮發光。 

選擇的難題在於，「有選擇」有時候比「沒選擇」更讓人擔心。因為沒得選時，反

正背水一戰，不用想太多；「有選擇」時反而捨不得放棄，這是目前台灣許多「好學生」

的困境。 

陽明大學生涯輔導中心主任黃素菲觀察，約四分之一的「好學生」曾被個人問題困

擾，例如不快樂、不知為何而學，但這些問題都被他們的好成績掩蓋，因此延誤處理。

黃素菲很疼惜：「他們不敢把自己真正的感覺表現出來。順應聯考體制、功課好可以得

到很多好處、肯定，可以暫時不去管問題。但問題終究會找到自己。」 

很多人到中年，或讀完碩、博士學位，滿足了父母、社會的期待，才再次選擇自己

心裡的最愛。國科會主委朱敬一的女兒，中斷加州柏克萊的博士學程，返台從事最喜愛

的糕餅烘焙；經建會主委尹啟銘的女兒念完博士，改學音樂，因為完成爸爸的交代，「女

兒的責任已盡，現在要做自己想做的事。」「選擇非常重要，每個人終究要回到自己身

上，這是一條不得不走的成長路，」友緣基金會副執行長黃倫芬從多年諮商經驗中看到，

成長過程中愈早選擇，代價愈低，父母最好能讓這樣的選擇提早發生。 

五心法，學會做選擇 

國高中生可以開始思考：我是誰？要過怎樣的生活？認為重要的是什麼？父母無法

替孩子做選擇。在不用做選擇時代長大的父母也承認，自己不會選擇。探索和選擇是一

個新時代的挑戰，父母和孩子可以一起學習。 

1. 每一件小事都可以拿來練習 

大選擇植基於小選擇。父母不能以為，孩子長大就自動會選擇。給他一個安全範圍，

不傷害自己、不傷害別人，讓孩子在裡面練習。生活中每個小環節都可以練習。從孩子

喜歡的東西著手，為何要穿這件衣服？為何選這家餐廳？當孩子知道什麼事最重要時，

他已經漸漸找到寶藏。 

快樂會改變，到了青春期，孩子存錢買名牌球鞋、手機，「他認為重要的東西在改

變，表示他在成長，」黃倫芬表示。將這種練習放在生涯選擇上，陪伴孩子認識自己、

認識職業，願意負責。陪伴他做選擇，讓他有自信，將來他比較不會做出錯誤的決定。 

2. 有投入才學會負責 

接納孩子能力的極限，每個人窮其一生都不可能將潛力發揮到百分之百。因此不需

要每件事都拚命往前跑，然後累死在半路上。 

能力和嘗試、探索有關。生涯、心理輔導老師都強調，探索鐵則是學齡前到低年級



階段，儘量多元且呈輻射狀的讓孩子去嘗試、接觸。十二歲以前，「玩的能力」在生涯

探索中相當重要，能訓練孩子團隊合作、領導、被領導、建立規則。到國高中孩子的能

力穩定下來時，可選出一、兩項興趣進行精熟發展，把不喜歡的排除或適度收斂。有足

夠的留白，孩子才有時間累積能力，想像這和未來職業的連結。 

有投入（engagement）才能學到負責的態度。黃素菲提醒，孩子想要試試看的時間

起碼設定一年，因蜻蜓點水並不能培養孩子負責任的態度，要讓孩子為自己的興趣付出

一些行動和時間。例如，孩子要求學音樂，老師每週教一小時，那他自己還要再練十二

～十六小時。如果孩子願意這樣練，才會進步，才有資格說自己適合或不適合—這才是

有投入。 

此外，讓他去思考：要去哪裡學，自己蒐集資料、比較價錢、這麼做值得嗎？自己

負擔學費或請父母出錢？說服父母的理由？學費分擔的比例？這樣的決策過程可以培

養投入態度，過程愈細緻，孩子承諾的可能性就愈大，不會虎頭蛇尾。 

3. 父母要 hold 住自己的焦慮 

親職專家楊俐容妙喻，父母常受到一種叫「愛太多」的內在病毒感染而罹患一種「職

業病」。症狀是：眼光變狹窄、態度變保守，擔心孩子吃苦、受挫、選錯路。但父母不

用把一件事的負面結果再想像擴大解釋。黃素菲舉例，孩子每個月有兩千元零用錢，父

母發現他月中已經花光時，要忍住「你將來一定是月光族、一定負債、一定……你人生

怎麼辦？」的焦慮，回到當下那兩千元，問孩子現在就花掉的理由，從中釐清他的選擇

和後果，但絕對不要立刻再給他錢。 

黃倫芬建議，有時讓他自食惡果，不要同情他。「父母很難接受孩子難過，總覺得

要給孩子快樂，但那是在告訴孩子扭曲的人生，人生不可能永遠只有快樂。」當他快樂

和難過時，你可以去同理、分享，讓他覺得有感受不是一件糟糕的事，孩子的情感才有

空間可以處理。 

面對生涯選擇也一樣。孩子選了一個「不太上道」的選擇，父母不妨用問題引導，

一方面了解孩子，另一方面孩子也因為你的提問得重新整理自己的想法—這就是跟他做

練習。從小到國中，你可以這樣一路陪他練習整理人生的各種選項。 

選擇，重要的是願意面對後果。事先跟孩子講好遊戲規則，讓他去經歷選得不盡如

意的後果，「他才會知道，原來種豆得豆，他不喜歡豆，下次會去種別的，」黃倫芬說。

但絕不要對他的選擇錯誤加諸懲罰，如「我跟你講你不聽，你活該，」黃倫芬提醒，一

旦被處罰分心，孩子就不會去體會那是他自己造成的，他會怪你，開始抱怨，「埋怨多

的小孩就無法對自我負責，」她說。 



4. 跟上時代分工的速度 

一種能力對應一種位置的時代已經過去，念醫學院不一定只能當臨床醫生，學法律

不一定只能當律師，學音樂也不一定要站在台前表演。現在要求的是能整合專業內涵、

靈活運用的能力。黃素菲表示，每種專業下都還有不同的細分類。醫院也需要經營者、

醫學科學家；檢察官、民事、刑事訴訟法官背後也都代表不同的價值觀、能力和興趣。 

又比如要成功舉辦一場貢寮音樂祭，而非淪為攤販式的大拜拜，應該建立起活動需

要的資料庫平台。活動需要行銷、資訊、網頁架設人才、心理學家、行為科學家等，才

能蒐集參加者的資料和交流想法、擴大影響力，這就需要不同的生涯能力。 

父母不能再用自己的年代和經驗去看孩子的未來。「等到夯了，你才去學，人家早

已走在前面了，」楊俐容分析，父母在孩子成長過程中累積養分做為他的根基，有了根

基就能自己往前動，他最需要的是父母的鼓勵和肯定，「我們無法想像未來的世代，但

希望不管最終到哪裡，他都會對自己滿意。」 

5. 接納「夠好就好」的人生 

父母要放下自己的面子、光環、價值觀，包括來自公婆、家族、親戚的外在壓力。

楊俐容提醒父母要認真自問，你能不能接受孩子不是吳寶春、不是一流人才，而「只」

是每個領域裡的「中堅分子」？你能不能接受他做一個平凡，但是快樂、肯定自我價值

的人？你能不能給孩子一個「夠好就好」的人生價值觀？ 

給孩子合理的期許，不會過高造成壓力，也不會過低讓他看輕自己，提高他人生的

快樂度和滿意度，是父母永遠的功課。 

師大心理輔導與諮商系副教授程景琳分析，沒有人能預測未來職業，但了解自己的

能力、特性、人格特質、專長，較能按照自己的條件，選擇一個適合自己且喜歡的工作。

「好像前面有十盤菜讓你選，你知道哪個對我胃口，最能吸收。」面對一定會出現的變

動，有經驗、有準備會比較篤定，比較有彈性，「我清楚自己去選怎樣的環境，兩方 match

（配對成功）的機率比較高。」 

即使選錯也沒關係，因為了解自己，選錯會知道要如何調整，也從這經驗中更了解

自己的條件和特性。「生涯探索不是一個現在就要決定的標準答案，是一輩子的調整，」

程景琳提醒。 

職業很重要，但不是人生唯一目的。生命有很多可能，有很多不同的組合，你的選

擇加總，變成你現在的人生樣貌。每個選擇，只要努力，都不會白費。讓自己的愛與關

心，留待陪伴孩子走過挫折，不要成為他們追夢的絆腳石。父母不妨放膽和孩子一同品

嘗選擇的各種滋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