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親子班有幾趣？
親子班（Parenting Class）通常分兩類：

一類是針對某個年齡階段的孩子在身體和

心智方面的發育進程，輔以適當引導；另

一類是設計某些專項的活動內容，讓孩子在遊戲中得到鍛煉。

總括而言，親子班課程根據嬰幼兒的心理、生理及發育敏感期

的特點而設，旨在借助親子遊戲，令孩子的認知、感知、小動

作、大動作、社會行為等五大方面的能力得到訓練，藉以提高綜

合能力。同時，通過與小夥伴、成年人的互動，增強自信，塑造

良好的個性品質。而各類親子課程都要求家長和孩子一起參與，

採用科學系統的教學方法，以「寓教於樂」的宗旨和通過「遊戲

類型」的方式來引導孩子，開發其潛能，促進和加速孩子在身

體、智慧、語言、藝術和社會情感等方面的發育和發展。

另外，親子班不僅針對孩子的培養教育，更重要是教導家長如

何在家中開展和繼續對孩子早期教育學習的知識和能力，特別是

家長如何引導孩子進行社交、掌握如何支持

和鼓勵孩子社交、情緒控制等方面發展的技

巧，學會健康的飲食調理及對孩子的興趣培

養，以及如何與孩子建立良好親子關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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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子班快樂童年

年輕家長熱衷報讀

望子成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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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成長與人際關係＋現代中國＋全球化＋今日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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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世紀60年代以後，隨 西方心理學研究技術的發
展，心理學家發現許多關於新生兒和嬰幼兒心理能力的
事實，如著名兒童心理學家讓．皮亞傑（Jean Piaget）提
出認知發展論（Cognitive-developmental Theory），他認
為兒童已形成的心理結構會對其心理發展產生能動的調
節作用，即先天遺傳對後天心理發展有基礎作用，而他
更肯定後天環境作用對心理的影響。這個理論令早期教
育的概念逐漸興起，人們對早期教育的重視程度日益增
加，特別注重對孩子後天的培養以將其塑造成人才。從
上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內地也逐步掀起早期教育熱
潮；直到今日，人們幾乎在內地每個城市都能看到各種
商業化和官方的早教機構，香港也不例外。

先了解子女 勿迷信機構

80後父母熱衷為幼小孩子報讀親子班，他們面對的壓
力也是老一輩未曾體會。現今父母都非常重視早期教
育，認為這是每個人終身教育的開端，具有奠基意義。
而親子班正符合父母對孩子早期教育重視的心態，期望
通過這類教學機構把孩子培養成一個不被時代淘汰的優
秀人才。過分追求子女超常發展的想法往往導致父母過
度擔憂自己的子女比不上別人，因而報讀很多親子班，
給孩子造成不必要的心理負擔，結果適得其反。因此，
報讀親子教育班最重要的是正確的選擇和適度。

所謂正確選擇，首先要了解孩子的心理發展特點。父母
要十分重視兒童的成熟狀況和發展的可能性，在忙於選擇
各類親子班前，首先應補充自己的早期教育知識，細心觀
察子女處在哪個發展階段，幫助他們鍛煉甚麼技能，在清
楚認知前提下選擇適合自己孩子的早教機構來幫助其發
展，而不是過分迷信早教機構和進行錯誤的選擇。

好勝亂報讀 錢又無益

所謂適度，即避免為子女報
讀太多親子班。當前社

會的各類兒童教育機構和幼稚園的品質參差不齊，有些
機構以負責態度面對廣大父母，真心向他們宣傳兒童心
理和教育的科學知識；但也有不少只以誘人的廣告，如

「可以提高孩子智商若干分」、「保證早期成材」等招
徠顧客，完全不負責任。有些年輕父母因面對過多
信息，以及對早期教育的無知，不知應如何選擇，
將超前於孩子發展過程的知識、技能強加於還沒
有完全做好能力準備的孩子身上，或因求勝心
切，只求快些讓孩子接受知識，不考慮其精力
和興趣，如此胡亂報讀不僅浪費錢財，且對
孩子的發展有害無
益，容易造成他們
困惑和恐慌，以及
從小有心理壓力，
反 而 抑 制 能 力 發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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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子成龍
•贏在起跑線
•攀比心態
•認知發展論→早期教育興起

•早教機構品質參差
不齊

•廣告誇張失實

•課程根據年齡階段而設
•促進身體、智慧、語言、藝

術和社會情感等方面發展
•教導家長如何培育子女

•選擇前先了解子女
需要

•切勿報讀太多課程
•身教更重要

•從小形成心理壓力
•抑制能力發展

•寓教於樂　•遊戲互動　•家長參與 1. 根據上文，舉例說明親子班的作用。

2. 參考上文，舉例比較身教和親子班的異同，並舉例加以討論。

3. 有人說：「身教比親子班對子女成長更有益。」你認同這個說法嗎？解釋你的答案。

4.「年輕80後父母不能讓孩子輸在起跑線」這個說法在何等程度上解釋親子班成風這個現
象？解釋你的答案。

5. 假如你將來培育子女，你會否為他們報讀親子班？試舉例加以討論。

■香港文匯報記者　吳欣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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猛催谷盞搞 最緊要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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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學角度而言，0歲至7歲是兒童大腦發育最快
的時期，如果這時能豐富他們的生活，針對年齡特
點給予正確教育，就能加速兒童的智力發展，為形
成良好的行為習慣和個性品質奠定基礎。實際上，
父母的自身教育和孩子成長的家庭環境才是早期教
育的關鍵，並非全靠他人。

要讓孩子有更好發展，父母先要多花時間陪伴和
引導，增加親子互動。香港臨床心理學家韋智敏也
強調家庭親子互動的重要性，即透過讓孩子做主導
的遊戲來提升親子關係，令其感到安全及平靜；同
時家長也要學習管教技巧，教導孩子如何跟從家長
指令，以減少行為問題。

怕被社會淘汰 常作不當攀比

其次，家長應避免與他人進行不適當
的比較。不少家長過於敏感，常把自己
的孩子跟別人的孩子比高低，在不恰當
的比較中認為自己的孩子「太活潑」或

「太懦弱」，不及別人的孩子聰明、靈
活。其實，每個孩子都是特別個體，家

長不應拿別家孩子的優點來比照自家孩子，然後過
度擔心自己的孩子，以免從小造成孩子的攀比心
態。

另外，應記住給孩子一個快樂童年。若家長因擔
心孩子被社會淘汰、要在競爭中佔優，而令他們喪
失幸福的童年，則是早期教育的大錯。因為童年對
個人成長發展極重要，如在早期就令孩子的情感、
心志及精神層面缺乏感受力，對美、對愛、對善都
缺乏熱愛，則在將來會更久遠地影響健康成長。因
此，不管父母多麼「望子成龍」，但要謹記，孩子
健康快樂和幸福的童年才是成長的關鍵。父母和家

庭所起舉足輕重
的作用是任何親
子教育都無法代
替的。

快樂童年關鍵 假手不及身教

■男孩喜歡

參加球類興

趣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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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科學學部講師。2009年獲得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哲

學博士。中國人民大學糾紛解決研究中心成員、中國奧斯

特羅姆協會（Ostrom Society）會員、香港作家協會會員。

發表中英文論文數篇。

中國傳統教育歷來有不能讓

孩子輸在起跑線的理念，隨

80後一代成為父母，面對競爭

激烈的社會，這種過度擔憂子

女的心態，令諸多年輕父母從

小培養孩子攀比不服輸的性

格，最顯著現象是當今風靡社

會的親子教育班，形式多元，

如手工班、閱讀班、烹飪班、

樂器班、美術班等。究竟這些

親子班是否名副其實？下文將

作探討。

■胡潔人 香港城市大學

專上學院社會科學學部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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