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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興趣帶動學習能力 
  *會做才會增強興趣: 不會做的，很快便會放棄。但會做 
  的，會繼續做，而且愈做愈有興趣；學習也是如此。 
  *當做有興趣的事時，他的大腦皮層會處於一種興奮狀態，他的注意力特別集中，想像力

特別豐富，思維力特別活躍。為此，學習的效率也就特別高。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結論就是凡是孩子感興趣的一科，他一定會有超高的能力去學習，而且高高興興去學習。 
  * 那麼孩子感興趣的一科是否父母希望他學習的一科呢？如果不是，那又如何？ 
   
  興趣引起樂趣，樂趣引起志趣 
  如何引起孩子的興趣？ 
  先要幫助他學會做。如果他不能做，先幫助他從最基本的地方開始做。重覆去做，直至他

做得快，做得好才循步漸進。當他做得快做得好時，他會產生自信，為自己的能力感到高

興，很自然就產生興趣。 
興趣會產生樂趣  有了興趣就會自動自覺去做，愈做就愈覺有趣，這時就會樂趣無窮。 
樂趣引起志趣  既然做得好，自己滿有信心，而做起來又樂趣無窮，那麼他就向著這方面

發展。在過程中可能遇上困難或失敗，他會想辦法去應對去解決，有志者事竟成。 
 

  引起學習動機 
  父母的責任是鼓勵，供應資源，不打擾，不把孩子跟別人比較 
  *對孩子有信心，相信他會成功的 
  *輔導孩子定下一個短程學習目標。建立一個夢 (長遠目標)。這些目標就成為孩子努力學

習的動力。目標是孩子定來的，鼓勵他追尋自己的夢。短程目標如：得到父母喜悅，老師

讚賞，同學羨慕。長程目標是：高考或聯考成績好，可以入理想大學。或成為某種專業人

仕。 中途可以再評估孩子興趣和能力，重定目標。 
  *孩子會按著目標自主動去努力，在學習中，孩子有進步，就有成就感。(父母不要領功, 

這會減低他的成就感)。 
  *這時孩子對學習產生興趣，他就會不斷反覆練習，成績自然有進步，有了進步就帶來成

就感，循環地產生，孩子就有信心可以達到既定的目標。 
   
  養成自習習慣 
  *自習是學習中的重要一環。 
  *自己計劃學習方法，安排溫習時間，解決問題，找答案等 



  *孩子既能自己安排學習習慣，父母就可放手，讓孩子自己去學習，他所需要是父母對他

們的信心。 
  *老師教授知識，指導學習方向，自己溫習，尋求有關資料，反覆練習，解答問題。籍著

自修，孩子就養成自習習慣了。 
  *父母可以做的就是鼓勵，肯定，適當表揚。不論父母學歷高低，這些事父母都可以做到。 
   
  學習心理 
• 學習興趣更濃：對所學的感興趣後，就有慾望去尋求更多知識來滿足自己的好奇心，求知

慾望就高漲。當他找到資料，他會嘗試去了解內容，去記憶所找到的答案。在過程中，他

會感到成功，有滿足感，更堅自信自己有能力繼續學到更多的知識。 
•  安排時間：學習時間普遍是 30-45 分鐘。在這段時間中，他的集中力很強，可以心無旁

騖去吸收新知識。休息一會後，又開始另一階段。讓孩子 study hard, play hard.  
•  孩子跟不上又如何？從基本學起，不必按級數或年齡所限制。這時需要有補習老師幫忙

補救；最適當時間是利用假期。不必天天陪讀，這樣會引起孩子依賴性。 
• 回到先學懂，然後會做，再做得好，做得快。興趣來了，就可以接上因興趣而帶來樂趣，

再進而有志趣。 
 

   父母如何增強孩子的自信 
 *自信是從成功而產生。所以要為孩子製造成功機會。多嚐到成功滋味，自信就會堅強起 
來。   

  *父母和老師的肯定和表揚就給孩子帶來自信。所以父母要常常在適當時候給孩子適當的

表揚。 
  *孩子有選擇失敗的權利，他需要失敗的經驗。父母告訴孩子失敗不重要，最重要是不放

棄。 
  *不要把孩子跟別人比較，鼓勵他自己跟過去的自己比較，只要有進步就值得高興，就是

成功。 
  *表揚代替批評。指出他的優點強項，激起他發揮自己的優點。發展自己的潛能。 
   
  結語 
  不論是讀書或學某種技能，孩子都要自己去學習。首先他必須懂得如何做，他才會繼續做。

當他做得多，做得好，又得到別人的讚賞時，他心裡會產生自信，有一種成就感，這種成

就感會推動孩子繼續向前，會比前更努力。有了自信，他會堅 
  定自己有能力做，這樣他就走向成功之路了。讀書如是，學習 
  技能也是如此。 
  身為父母的，不論學歷高低，我們都可以給孩子幫忙，那就是 
  鼓勵，供應資源，不打擾，不把孩子跟別人比較。 
  只要孩子按著自己的潛能發展，不論是做學問，或其他技能， 
  他都可以做得成功。行行出狀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