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讓孩子學會當小主人☆ 

三種場合，讓孩子學當小主人 

通常孩子有三種機會可以學習當小主人：第一是親友帶小孩來訪或聚會時；第二是在特殊日子，

請孩子的同學到家裹作客時；第三是平常與鄰居的孩子互相往來時。每種場合都有一些該注意的原

則： 

＊ 對不熟悉的訪客，不要急著讓孩子招呼  

孩子對偶爾來訪的親友及其小孩並不熟識，所以開始時不要強迫他招待客人。你可以請他

在旁邊幫忙拿東西，幾次以後，孩子自然就會知道如何當小主人。平常要讓孩子參與一些簡單

的家事，孩子一旦認為自己是個好助手（尤其是得到父母的稱讚），就會感到很得意，當他成

為小主人時，自然會做個快樂的使者。 

＊ 安排特殊活動，要先和孩子說明或討論 

如果是在特殊日子，例如：生日時專程請親友或小朋友到家裹作客，最好事先告訴孩子，

讓孩子有期待感，並徵詢他︰「幫爸媽做個小主人，好不好？」然後和孩子一起計畫、安排請

客事宜，配合家裹的空間和人力，讓節目及點心的安排都能適合孩子們的喜好。作計畫時，還

可以視孩子了解的程度，要求孩子遵守家中一些特別的規矩（如︰吃餅乾時，記得提醒小朋友

們用小盤子裝著），同時，玩具的歸架也可以列為計畫中的一部分。事先的計畫與安排，也能

讓孩子有當小主人的感受。 

＊ 了解常往來的鄰居孩子習性並與家長連繫 

常往來的鄰居孩子，家長間應彼此了解、聯繫，讓對方知道自己孩子的特殊習慣和行為。

例如︰孩子會對某種食物有過敏反應的生理習性，讓對方家長了解後，也好為孩子消弭小朋友

間「大家都喝，為什麼你不喝」的排擠。此外，也需事先了解彼此孩子的發展，例如︰某個孩

子還無法握牢玻璃杯時，最好讓所有孩子都用塑膠杯，以免只有發展較緩的那個孩子使用塑膠

杯，而遭到其他孩子的嘲笑。 

父母請將主導權交給孩子 

讓孩子自己招待小客人是孩子最高興的事，但是父母還要留意下面幾點，以免發生不愉快

或造成不良的影響︰ 

＊ 引導但不打擾 

當孩子與小客人們自由地玩耍時，除了必要的協助外，最好不要去干擾他們。不過，當他

們的舉動干擾到其他家人時（如︰大吼大叫、乒乓作響），你可以適時出現說︰「哇﹗你們玩

得這麼熱鬧啊？我來看看你們在做什麼﹗」然後查看有無不安全的活動。在不傷害孩子的自尊

心、不破壞他們玩興的原則下，偶爾提醒一下，孩子慢慢會學習自主的。 

＊ 訂定清楚家中規矩   

在孩子們一來一往中，我們應持以公平無私的態度。對方雖然不是自己的孩子，但該讚美

的就立刻讚美，該勸導的也不必縱容。而家中已有的特殊規矩（如溜冰鞋不可穿著踏進客廳等），

也不必在此時破例。  



＊ 分享必須出於自願   

強迫分享往往會造成孩子產生討厭客人、不喜歡客人來訪的後遺症。所以，不要強求孩子

把自己的東西與小客人分享。尤其是孩子最喜歡的、或很容易弄壞的物品，與其讓小客人看到

了要玩，而孩子堅持「不給你玩」，鬧得雙方都不愉快，不如事先讓孩子把它收起來，拿出其

他願意讓小朋友玩的玩具。讓孩子學習到，以後到了別人家裹，別人也可能會有一些東西不願

給他玩。強迫分享的結果往往會造成孩子產生一種討厭客人或不喜歡客人來訪的錯覺。   

 

別人的反應通常是刺激孩子學習的最佳催化劑，因此在家裹或幼稚園裹也可以角色扮演的方

式，讓孩子交替地、反覆地體驗客人和主人的經驗，如︰「你當外婆，我當小表哥，我們從敲敲

門開始……。」 

大人也可以說故事的方式假想小客人來的種種可能情況，或故意扮演各種「不聽話」或「有禮貌」

類型的角色，讓孩子在戲劇化的過程中體驗「怎樣才是受歡迎的小客人」或「怎樣才是個好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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