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知道愛惜東西，怎麼辦？ 

小文是家裡的獨生子，平日要什麼有什麼。玩具壞了，姑姑說︰「壞了就丟掉，明天再買一

個更好的。」故事書舊了，爺爺說︰「丟在路邊讓要的人拿去好了。」可是媽媽希望小文能夠學會

愛惜東西，玩具壞了可以修理，故事書舊了，還是可以再用，如果都任意丟棄，那一生中要多少東

西才能滿足他呢？ 

◎ 惜物的習慣，需要且必要 

現代經濟發展急遽，無論工業、商業，重點都是放在增加生產、促進消費上。為了迎合大

眾的需要，「用完後丟掉」的便利更是促銷的一個重點。對孩子們而言，他們所接觸的環境裡，

到處都是隨手可得的便利，「愛惜東西的心」對他們似乎是一個完全陌生的名詞；對家長而言，

只要孩子活潑、健康，那麼我們能夠給孩子吃最好的、用最好的，不去強迫他們接受不喜歡的

事物，也就沒有什麼不應該的；為什麼要培養孩子愛惜東西的心呢？一定要培養嗎？ 
 

拋開在目前普遍性能源短缺的情況下「愛惜東西」是一種好的節約習慣不談，培養「愛惜

東西的心」對孩子來講，不但需要，而且有必要。怎麼說呢？孩子總有一天會長大，會在這個

社會上自立更生、求生存，我們做父母的，誰也不願意自己的子女像溫室裡的花朵一樣，接受

不了社會的種種考驗，那麼，我們做父母的，誰也不願意自己的子女像溫室裏的花朵一樣，接

受不了社會的種種考驗。那麼，我們最好讓孩子從小養成不隨意浪費的美德，讓他這種「用物

存乎一心」的習慣，進一步發展成一顆懂得珍惜、懂得感謝的心，作為他將來為人處世的基石。  

◎ 一個案例舉例說明  

小傑邀小文到家裡來玩。小文是個挑食的孩子，只要不合胃口，甚至會把才咬了一口的
餅乾扔掉。小傑問媽媽，他可不可以也把咬一口的餅乾丟掉。處理這個問題時，下列幾個一連
串的教導原則可供大家參考︰ 

 
1.不強迫他唯命是從，讓他能運用自由意志。 

將小傑拉到身邊（叫小文同來更好），對他說︰「你要把餅乾吃完，或是要像小文一樣，

把餅乾丟掉？」 
 

2.消極地引導他去看重別人。 

「不過，如果你丟掉它，我想做餅乾的伯伯心裏一定會很難過，他辛辛苦苦做出來好吃的餅

乾給小孩吃，小孩卻扔掉不吃。爸爸也會很難過，因為他努力賺錢才能買餅乾給你吃啊﹗」 
 

3.積極地引導他看重食物、愛惜食物 

「小螞蟻最會愛惜東西了，你看，一小丁點的餅乾渣牠們都要抬回家保存起來。你願不願意

學愛惜東西的小螞蟻呢？」 
 

4.坦白表達母親的感受。因為孩子多半很看重母親的想法及感覺 

「如果你快快樂樂地把餅乾吃完，媽媽最高興了，你也會長得更健康喲﹗」  

這四段話所帶出的教導原則，將會使孩子較樂於接受愛惜食物的觀念 



◎ 從實際生活中培養  

  與其對年幼的孩子說︰「不要浪費」、「這樣太可惜」或「要節約」的大道理，還不如讓
孩子從實際生活中來培養這種情操。因此，做父母的應該要有下列幾點認識︰  

1. 以身作則，提供孩子一個儉樸的生活環境  

一般說來，現代家庭的經濟能力改善得很快，而且因為子女人數少，父母對孩子也特別

寵愛，在衣食住行各方面不免會比較講究。然而，如果孩子從小生活的就是奢華的環境，那

麼，他可能會覺得儉樸是一種可恥或不好的習慣。所以，無論經濟環境有多好，我們都應該

以身作則，讓孩子在耳濡目染中養成不浪費的習慣。  

例如︰在吃的方面，不要一次給孩子太多的東西，也不要因為孩子愛吃什麼，就儘量滿足他。

因為孩子還不懂事，只要他喜歡吃的，他就會儘量地要，而且他並不知道自己能夠吃多少，

到時候剩下一大半，他就吃不下、不吃了，當然很容易邊吃邊玩邊浪費了。  

在玩具方面，孩子常常會要求父母買跟別人一樣的玩具給他，父母也會因為玩具   

的價格便宜，便不加思索地購買。要求的東西是這麼容易得來，教孩子如何懂得珍惜呢？挑

選對孩子有益的玩具固然重要，父母也應該了解「該買的買，不該買的不買」是一種很好的

教育方式。在日常生活方面，父母可以和孩子一起實踐節儉的行為，例如︰教他隨手關燈、

關水；請他幫忙把沒有人看的電視關掉等，自然而然地養成愛惜物力的習慣。  

2. 和孩子討論「愛惜」的方式  

除了以身作則之外，父母還可以用討論的方式，引導孩子養成不浪費的習慣。例如︰在

食物方面，父母可以用「先吃一片看看，要吃再拿，不要咬一口就丟掉」的勸導方式來表達

我們「在乎」這件事。不要過分呵護孩子，讓他養成「我不吃的，媽媽會吃」的態度。也可

以和孩子討論「使用東西時，要怎樣愛惜」。例如︰不要太用力拉、輕輕放下等。和孩子討

論如何為屬於他的東西做記號，同時，讓孩子參與準備工作，讓他知道什麼樣的東西是屬於

他的，這樣就比較不會遺失東西，即使遺失了，也容易辨認、找回來。  

3. 培養孩子妥善保存物品的習慣 

平常教孩子養成收拾、整理、物歸原位、妥善保存東西等小習慣，也可以避免浪費。不

要以為「反正那個東西便宜，丟了再買就好了」，如果孩子養成保存東西的習慣，不但東西

不容易丟失，也不至於凡物都要再買，變得浪費了。父母不妨替孩子準備一個存物箱，專門

放他自己的「寶貝」，這樣將更有助於他養成這種好習慣。  

4. 培養孩子動手操作、利用廢物的習慣  

孩子很容易從父母那兒學得「不要的東西就丟掉」的作法。其實，如果我們花點兒心思

教，孩子就會發現廢物其實還有很多用途。例如︰裝汽水的空罐子可以用來種花、養蝌蚪；

舊報紙可摺疊成玩具等。訓練孩子動腦筋「化腐朽為神奇」，不僅能培養孩子愛惜東西、充

分利用東西的習慣，同時還有助於創作、思考能力的發展。如果玩具或用品壞了，我們也可

以鼓勵孩子自己修理，這也是培養孩子惜物習慣的作法。為了孩子，父母多花點時間、精力

絕對是值得的。如果父母自己也不會操作，可以參考有關的書籍。  在這裏要特別提醒父

母的是，不要因為忙，就用「給你錢，用買的好了」來打發孩子。因為錢雖然能買到所需的

東西，也較省事，但對孩子而言，卻是一個「伸手就可要到錢」、「金錢萬能」的不良教育。  



5. 可以主動的、偶爾為孩子買點東西當作獎勵 

對孩子最好避免「有求必應」或「息事寧人」的態度。我們可以在獎勵孩子的情況下，

主動地帶些小玩意兒、小點心回家「賞」給他。如此，孩子不但會覺得很光榮，有榮譽感，

對得來的東西也會好好地珍惜。  

很多習慣都是孩子從父母那兒學來的。如果父母本身很在意孩子有沒有愛惜東西的心，那

麼，父母自然而然就是孩子學習的一個好榜樣。如果父母自己並不在意的話，孩子當然容易

養成對凡事都掉以輕心的態度。培養愛惜東西的心實在是一種父母和孩子可以共同實踐的生

活態度。 

孩子是我們的影子和鏡子，我們想要他「怎樣」，我們自己就必須「怎樣」。「身教重

於言教」，這是鐵一般的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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