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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養上常常有這樣的狀況：孩子大聲哭鬧、不

服從，甚至頂撞…，面對這些失控的場面，多數

家長大概會認為孩子是故意的，於是反射性地祭

出斥責，又或者覺得與其花時間坐下來好好談，

直接利用權威下指令比較快。但羅怡君不走這種

「省事」的路線，她自有另一套教養方法。  

 

面對女兒，她盡可能創造對話與思考的空間，因為不深入瞭解孩子的舉動，不細究孩子內心

的想法，無法根本解決問題，致使那些表層的狀況不斷冒出來擾亂彼此。「所以我傾向用更

廣的視角看待問題，並開放容納孩子的想法。」  

 

回顧求學的路上，羅怡君發現，讓她惦記在心的老師，都曾親身示範這種態度；為她騰出空

間與自由，讓她徜徉其中，並在無形中型塑了她的人生觀。  

 

老師帶來的一場溫柔革命  

 

國小三年級時，羅怡君被編入一個特別的班級，班上絕大多數的同學都是學校老師的小孩，

也因此，帶領這班的師資可說是黃金陣容，她笑說，這簡直是一個「特權班」。雖然她不是

老師的孩子，但也連帶地享受了好處，只是當同學間面對資源分配時，她不免還是嗅到了些

許不平等。年紀還小的她，也只是將這樣的現象看在眼裡，沒有多質疑什麼。  

 

某一次，班上要推派一位代表參加演講與朗讀競賽，很愛講話的她，對自己的口才十分自信，

對於比賽也躍躍欲試；只不過，導師在課堂公布的人選並不是她，而是另一名同學，同時也

是某位老師的女兒。聽到這消息，她有些失落；自認跟那位同學的個性、特質，乃至語文實

力都不相上下，心有不甘的她決定為自己爭取。  

 

下課後，她趕緊來到老師面前，「我也想參加比賽！」她繼續說道：「我可以跟那位同學先

在班上比一次，再決定由誰代表班級出賽。」小女孩沒有想太多，只是單純表達內心的渴望；

但她不知道的是，在某種程度上，她正挑戰著既有的特權。  

 

「我收到妳的想法了，」老師對於這提議顯得有些驚訝，不過仍舊點頭示意：「我再想一想

該怎麼做。」  

 

接下來究竟發生了什麼，羅怡君已不太記得，但後來她是跟那位同學一起參加了演講與朗讀

比賽──也是唯一推派兩位參賽者的班級。比賽結果出來，這兩位都不負眾望，一位得了演

講比賽第一名，另一位則是朗讀比賽的第一名。而後來每年的國語競賽，羅怡君也都參與其

中，而且每次都名列前茅。  



 

她沉浸在競爭的刺激與勝利的欣喜中，至於老師當時用了什麼方法讓她參賽，好像沒那麼重

要，也就慢慢淡忘了。  

 

直到上了國中，因為是比賽常客，羅怡君成了學校的「名人」，幾乎全校的老師、家長、同

學都認識她。有一天，某位老師突然提起當年的狀況，「妳的導師真的對妳很好耶！」羅怡

君不明所以，老師繼續解釋：「當時在校務會議上，妳的導師極力推薦妳，一直強調班上這

兩位同學都很優秀，拜託大家讓兩位同學都參加比賽。」  

 

那時的記憶慢慢被帶出，她開始想像導師為她爭取的過程：「他得花力氣說服會議上的其他

老師以及家長，而在那樣仍舊保守的體制下，這件事執行起來並不容易，必須要有智慧才可

以處理得完美。」雖然沒有親眼見到，但導師為她所做的努力卻是如此鮮明。  

 

「就算導師極力爭取，也需要會議上其他老師的同意才能促成這樣的結果。」進一步思考才

發現，每個環節都需要許多善念的積累，才足以完成一件小事。  

 

羅怡君直言，自己從小就見證了特權、階級不平等的現象，但她卻未曾因此忿恨不平，「我

想，這是因為當年導師給了我很重要的示範。」導師當下並沒有直接要她接受無法改變的現

實，或是直接告訴她世界就是如此不公，「他反而是用自己的方式，創造另一種公平。」更

重要的是，導師不強加想法在學生身上，讓羅怡君有機會用自己的角度詮釋世界；等到她長

大回頭爬梳，因而對這世界有了不同的理解。  

 

「我不曾否認特權、不公的存在，但我學會用更多元彈性的方式應對。」其實每個人都心知

肚明，要徹底打破不公的體制是困難的，但羅怡君一直提醒自己，「千萬要記得，有些人雖

然力量微小，但仍盡力想做點什麼。」正如當年導師帶給她的那一課，「導師給了我空間去

詮釋眼前的不公，我才有機會領略當中存在的美好，這讓我不致成為一個憤世嫉俗的人。」 

 

這堂課，不僅僅在於國語文知識傳授，更是一場溫柔的革命。「當我再遇上不公平時，我不

光只是譴責，而是找尋自己可以著力的機會。」  

 

當年曠課，被校長撞見…  

 

高中填志願時，羅怡君毫不猶豫地選擇了師大附中，校園的自由風氣令她深深著迷。她參與

各樣的課外活動，公假節數一個學期動輒一百堂，老師們都對她時常空著的座位習以為常。 

 

一天下午，因為一些不愉快讓她無心於課堂，於是又空下座位，在校園裡四處遊晃。結果，

遇到了巡堂的校長。校長見她獨自一人，只輕聲問了一句：「怎麼啦？有什麼我可以幫上忙

的嗎？」  

 

「我心情不好，只是想一個人靜一靜…。」  

 

「好，那你就自個兒靜一下，如果有需要再來找我。」校長說完就逕自離去，沒有一絲懷疑。 



 

不直接指責學生曠課，校長反倒創造出對話與理解的空間，探詢她背後的感受，並相信她能

夠自我負責。整整三年的高中時光，都在這樣自在的氛圍中度過，羅怡君說，「雖然我享受

了師長給的自由與信任，但並未因此迷失方向，反而因為太愛學校而努力考上好大學，為學

校爭光。」  

 

師長所帶給她的榜樣，讓她成為母親後有更深切的體會：「讓孩子自由，最終孩子會珍惜這

份自由，重視這份信任，於是學會自律；而身為師長，就得耐得住中間的過程，才能看到最

後的結果。」  

 

溝通，讓世界變得更大了  

 

在局勢演變成針鋒相對前戛然而止，老師在彼此間設立了緩衝地帶；師長的威嚴好似被沖淡

了，但那柔軟的示範，在羅怡君的腦海不斷迴盪，愈發深刻。她也相信，每個人都可以為自

己、為他人保留空間，「只要我們願意對話，空間就能被創造出來的。」若是有機會，羅怡

君希望帶給大家一堂溝通課。  

 

「溝通能夠解決八成的問題！」羅怡君說得斬釘截鐵，不免讓人好奇是什麼神秘的解方，「大

家時常固著在自己的思惟不退讓，讓事情只能一番兩瞪眼。」放眼許多社會議題，常見的現

象就是不同立場之間總要爭個你輸我贏，「但是溝通可以讓我們緩一緩，幫助我們動腦；除

此之外，也能夠學會與他人合作，找出彼此可接受的方法。」她認為，真的窒礙難行、只能

二選一的事情少之又少，人們只是因為不懂溝通，陷在「就只能這樣」的泥淖裡，才會產生

這麼多衝突。  

 

若是每個人都知道如何溝通表達，人與人之間的空間於是被擴大，進而邀請更多意見進來。

對自己教養理念深具信心的她，即使碰上無法贊同的立場，仍會留意傾聽，「我會用好奇的

心態去理解對方，而在好奇之中，也同時容納了更多的觀點。」即使最終仍然無法認同，卻

能夠同理對方，「在一來一往間豐富了我的視野，看事情的角度也愈多元。」  

 

不論是面對相左的理念，或是「不乖」的孩童，羅怡君都用開放的心去面對，這是過去師長

為她留下的榜樣。她將繼續帶著那樣的寬闊，做為給世界、給孩子、也給自己的禮物。  

心得分享：  

  溝通是人際間最重要、最不可會缺的，就算是自己最親近的人，也是會吵架的，這時溝

通的重要性就極為重要，很多孩子都自認為父母的年代跟自己是不一樣的，我們說甚麼都們

都不會懂得，然後在背後羨慕打扮得光鮮亮麗的同學的家長，但他們有沒有想過，自己的父

母不懂可以對他們細細解釋，帶他們去看看新的世界面，而不是一直抱怨著他們的不好，最

終，自己不僅失去疼愛的人，還在人生的抱怨著，卻不知道自己的無知或是在失去之後後悔

著。  

*為尊重智慧財產權，選用之圖片、文字請附上網址，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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