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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來，要孩子在小一面試中突圍而出，需要作好準備的並非孩子，

而是家長要調適其心態和行為。當夫婦二人準備為人父母，除了

生理上需要良好調適以外，還要擁有成熟的心智，才能作好預備，

成為孩子的「終身老師」。

誠然，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位老師。父母生活上的每個舉動，都是

孩子的家庭教育。面對入學面試，家長們容易捉錯用神，以為要

參加專為家長而設的面試班，又或閱讀大量實用性的育兒書籍。

其實，最重要的還是回到原點，先認識自己和孩子的脾性，從而

調教出一種獨一無二的相處之道。

著名「故事人」雄仔叔叔有一席話：「父母讀了印刷的書，就忘

了一本鮮蹦活跳的書；讀了有定論的書，就忘了未寫完的書。全

世界最好看的『書』，就是自家子女的故事。」面試期間，林校

長會請家長分享與孩子一起的有趣經歷，誰知有家長一臉茫然，

不懂如何回應，只因他們平時甚少接觸自家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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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孩子不聽指示，胡亂走開，害得校工嚷著：「小朋友，不是那

邊呢，要跟著我走呀。」有的沒看座椅上的名牌，一屁股坐在自己

喜歡的位置；有的會「呯嘭」一聲把書本扔在桌面；有的則翻閱如

世界地圖般巨大的圖書，全不理會在旁的小孩，而那被書碰到的小

孩，則立時報以兇神惡煞的眼神，還斥訓道：「喂呀，小心一點

呀！」有孩子不會讀一個生字，停頓良久，身旁的小朋友竟會說：

「都知你唔識讀喇。」

所謂「見微知著」，就是從細微之處，又或以旁敲側擊的手法，令

孩子「現形」。隨著時代轉變，我們活在物質豐富的社會，現今家

長容易過分溺愛孩子，有的或因為工作繁忙，將孩子的起居飲食全

交由外籍傭人負責，把他們照顧得無微不至，卻可能同時剝奪了孩

子學習自理能力，以及培養責任感的機會。

寬容不代表縱容，家長應該讓孩子明白，萬物有時，有些事情還是

要有規有矩的。家長本身亦要當心功利主義作祟，不該單純為入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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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首兩輪面試之後，成功進入 third round 的孩子會與家長坐在

一起，跟校長及老師見見面，聊聊天。

「你們孩子的中文名字很美，是誰起的？有特別意思嗎？」很多

時候，校長以簡單輕鬆的問題打開話匣子，緩和一下現場緊張的

氣氛。有的家長如實回答：「是爺爺起的，希望孩子聰穎健康。」

有的卻吞吞吐吐，支吾以對。這實在奇怪，難道在校長面前，家

長慌亂得連如此深刻的事也一下子忘記了嗎？

有一回，校長問家長：「你們覺得孩子的性格像爸爸還是媽媽？」

爸爸思索了一會，滿有信心地回答：「他像我那般守規矩，又像

媽媽一樣生活健康，早睡早起。」話未說完，只見身旁的孩子，

向父母投以一個百思不得其解的目光，以為自己還有另一個素不

相識的兄弟：「怎麼會？爸爸你剛剛過馬路時衝紅燈呢，我和媽

媽一樣，幾乎每晚過了午夜才睡呀。」

3.「第三輪」面試：給家長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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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回答問題時投校長所好，捏造事實。在孩子的成長路上，倘

若經常接觸到這種虛假的討好心態，他們的品格會變成怎樣呢？

與此同時，不少家長把孩子沒被錄取的責任，歸咎在自己身上，

自怨自艾；有的則更甚，在孩子旁邊講電話，大談孩子面試如何

失敗，怪孩子沒用。其實，報考小學不過是人生的一小步，但倘

若孩子被這些怪責的說話傷害，甚至令他失去應有的自信，卻是

一輩子的事。

想深一層，這不就是配對問題嗎？一所學校不錄取自己的孩子，

總有另一所學校適合培育孩子成長。最重要的還是家長的身教，

並要好好調節個人心態。儘管孩子落選了，也請記著，不是孩子

不好，只是校長走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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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突圍致勝還是崇尚環保，竟以一部 iPad（平板電腦）代替傳統

紙張，叫老師及校長在傳閱報名表時，啼笑皆非。

林校長看著每份 Portfolio皆內容豐富、設計精美，可以想像家長必

定花了不少時間用心製作，這些都是值得肯定的。他們可能是在

週末或假日動工，又或在多個用膳後的晚上啟動引擎，努力「創

作」。試想想，如果用這些時間來陪伴孩子，一起講講故事，談

談生活趣聞，對孩子的成長不是更有好處嗎？

孩子享受親子時間的機會愈多，與父母建立的關係愈密切，成長

路上亦愈見活潑開朗，陽光小孩也自然而生。首輪面試時，校長

反正會與孩子親身見面，他們現場的一言一語、一舉一動，跟

Portfolio裏表陳的「威水史」，哪一樣會更加有說服力？

家長們別假設，以為孩子擁有十八般武藝和三十六張證書，就是

校長希望吸納的好學生。學校理應是社會的縮影，總不能全部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