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說「我不會」背後的兩種心事 

 

孩子老是把「我不會」掛在嘴邊，讓父母傷透腦筋，明明小時候很厲害，凡事都可以自己來，

為什麼愈大愈賴皮呢？ 

如果從情緒層面來看，「我不會」可能來自於兩種不同的情緒：一種是缺乏自信而害怕失敗；

另一種則是想要吸引父母親的注意力。雖然外在行為都是愛說「我不會」，但是引導孩子的方

式卻截然不同。就讓我們一起來認識吧！ 
  

情緒 1： －害怕失敗，所以一直說「我不會」的情形經常出現於四歲左右。 

此時孩子發展出新的能力──「察覺別人的想法」，他不再像三歲的小小孩，搞不懂別人在想

什麼。但是，進步也需要付出代價，當孩子開始在意別人的想法，就會擔心別人不喜歡自己，

因此，孩子會開始出現「害怕失敗」的擔心與焦慮，希望別人能夠教導或協助，以避免這樣不

愉快的感受。此時，強迫孩子獨立、評論孩子作品的缺失都是火上加油，反而會讓孩子更愛說

「我不會」。這個階段的孩子需要鼓勵與陪伴，成功的經驗愈來愈多，就會慢慢改變。 
  

情緒 2：想吸引父母注意的行為，則較常發生於五歲左右。 

這種狀況是孩子能力上沒問題，只是渴望被「注意」而出現的行為。明明可以獨自完成，但希

望父母陪伴，才一直說「我不會」。「我不會」像神奇的咒語，只要大聲唸三遍，「願望」就

會實現，愈來愈常說，最後就成為習慣。這個階段的孩子害怕的不是失敗，而是孤單；孩子喜

歡父母陪伴，但我們的回饋也會影響孩子的行為。我們可能花了很多時間陪伴，卻也因此無心

的強化了孩子的賴皮行為，結果愈弄愈糟；相反的，讓孩子自己嘗試，完成後再給予更多關注，

反而效果更好。 

引導他自己做的三個原則 

正因如此，當孩子愛說「我不會」時，不單是「教」或「不教」的選擇，父母更需用心觀察與

判斷，才能以正確的方式引導。教導上，有三個原則： 

1、適當挑戰：「活動難度」要符合孩子的能力或年齡，如果總是給予孩子超齡的玩具，或是

過於困難的挑戰，孩子嘗試時總是失敗，當然就會愈來愈愛說「我不會」。 
 

2、簡化步驟：教導孩子時，最簡單的方式就是「簡化步驟」，運用大人的智慧將複雜的事情，

盡量簡化成「三步驟」。一來孩子容易記憶，二來分步驟練習，孩子自然也比較不會抗拒。 
 

3、多點耐心：讓孩子自己思考是珍貴的，不必每件事都一一教導，父母親反而要學著放手讓

孩子嘗試。你需要的只是多一點耐心，孩子常常會有令人意想不到的解決方式，不只他自己感

到超級滿意，父母也會打從心底感到開心。 
 

帶孩子時，嚴厲或溫柔都不是關鍵，最重要的是「耐心」。 

讓孩子在一次次新嘗試中獲得成功，從中獲得「挑戰成功」的喜悅， 

將來才能有勇氣面對「可能會失敗」的挫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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