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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都要誘因

貓爸與小貓 貓爸

拖延症

家 長 指 引

可以接種新冠疫苗的年齡下限降至

12歲，中學生也可打針了。

打針有獎抽

「大家打了針沒有？我就打了。」

阿健問。

「準備去打，選打哪一種好？」 書

記阿芷問。

「兩種疫苗都有效，快點去打，九

月前完成接種兩針，才可以參加大抽

獎。」 阿健說。

「打針因為有獎抽？」 阿芷問。

「不完全是，但既然有抽獎機會，

反正要打，就不要錯失。」 阿健說。

「我都贊成，專家多次重申，至少

要有七成市民打針，才能築起免疫屏

障，大家不要再猶疑了。」 我說。

「是不是打任何一種，都可以抽

獎？」 張太問。

「當然是，那些商家送贈禮品，是

響應政府谷針，沒有限定要打哪一種疫

苗。」 阿健說。

「別說谷針好不好，不是催谷，是

增加誘因，鼓勵接種。」 我對 「谷」 這

個用詞一向反感。

「副校長說得對，不是谷，是鼓

勵，猶如給孩子誘因，勉勵他們學

習。」 阿芷說。

學習要誘因

「唉！本來以為小孩子才需要誘

因，激起學習的動力，想不到鼓勵大人

接種疫苗也需要誘因。」 我苦笑。

「獎品的吸引力，沒有年齡限制

啊！」 阿健說。

「數據是最好的憑證。」 阿芷說，

「自從有發展商提出送樓之後，預約打

針人數顯著上升。」

「無論如何，也是好事。」 我說。

「副校長一向最注重結果。」 阿芷

笑說。

「既然開出誘因，就要看結果，誘

因是按照目標而設定的。」 我解釋。

「所以鼓勵孩子的誘因，一定要能

激發孩子的上進心。」 阿芷說。

「這個肯定，換句話說，獎賞不吸

引，孩子不感興趣，就不能收效。」 阿

健說。

「那豈不是要花很多錢？如果獎品

只是一般文具和童書，很難有吸引力。

難怪李太會用去外國旅遊，當成子女獲

取好成績的獎勵了。 」 張太嘆氣，

「唉！我們家可沒有如此財力。」

「孩子的學習誘因，絕對不能夠建

基於金錢之上。」 我說。

小金幣獎勵

「哪有孩子不喜歡價值更高的獎

品？」 張太問。

「那就要看價值的定義了。」 我笑

說。

「對，價值不等同價錢，每個人心

中對一件事物的價值，都有不同的尺

度。」 阿健說。

「不要說得那麼深奧。」 我說，

「都說誘因是推動力，只要有計劃的誘

導，孩子就自自然然向着目標邁進。」

「可以怎辦？」 張太急切問。

「大家有沒有聽過小金幣獎勵計

劃？家長可以找一個大月曆作為計劃用

的紀錄，先和子女議定一些規條和要

求，若孩子自問當天做到了某幾項，就

可在那一日上貼上一個小金幣貼紙，下

一個月就做總結。」 我詳細解說。

「到時就憑得到的金幣數目，領取

獎賞。」 阿芷說。

「對，家長要留意的是，制定的要

求必須逐月提升，讓子女嘗到得獎喜悅

之後，接受下一個月更高要求的挑

戰。」 我說。

「誘因，應該要有計劃地安排。」

阿健認同。

「好啊！」 阿芷說， 「每次加一點

難度，可以鍛煉孩子的鬥心。」

「不過要謹記三項準則。」 我說，

「首先是對孩子的要求，必須循序漸進

地提高，其次是獎勵一定不是金錢。」

「一定不可以獎錢，太功利了。」

阿芷同意。

「第三項是什麼？」 張太問。

「是家長不能鬆手，子女達不到目

標，就要硬起心腸，不能照發獎勵。」

我說。

給孩子的獎勵，物質還是

非物質較好？

若孩子達不到目標，獎勵

可以順延嗎？

如何給子女解釋獎賞背後

的真正意義？

爸媽想一想

親子話
獎勵最好是親子活動，一起打

球一起遊玩，一家人一起享受

獎品帶來的樂趣。

貓爸：小貓，書枱咁亂，幾時才肯執？

小貓：剛剛考完試，不用急吧！

貓爸：剛剛？已經考完試三個星期，你係咪患上拖延

症？

小貓：拖延症？真有這種病？

貓爸：真！是一種心理病，英文名叫Procrastination，

患者總愛拖拖拉拉，長遠會影響個人發展。

小貓：這種病有什麼徵狀？

貓爸：心理學者歸納出五大表徵。第一種是缺乏自

信，凡事提不起勁，惡性循環下，進一步削弱

自信心。

小貓：我肯定不會，爸B成日話我自信心爆棚。

貓爸：第二種是以 「太忙」 做藉口，把拖拉的責任，

歸咎於冇時間做。

小貓：其實根本不忙，只是推搪不做。

貓爸：對！第三種是頑固，人家愈催促，就愈抗衡，

一味死拖。

小貓：要扮聽唔到人家催促的 「煩音」 ，都要好夠耐

性。

貓爸：第四種是閃避，拒絕面對壓力，就算問題擺在

面前，都拖着不肯解決。

小貓：問題愈拖得久，只會愈難解決！

貓爸：對！第五種是卸膊，認為責任永遠在別人，所

以不肯動手。

小貓：我最討厭這種人，偏偏經常遇上，好無奈！

貓爸：小貓，言歸正傳，你屬於哪種類型？

小貓：五種都不是。咁即係話，我並非患上拖延症。

貓爸：既然沒有患上，就別再拖拖拉拉，快快執拾書

枱。

後記：教訓完小貓，貓爸也自我反思，每次都拖到最

後一刻才交稿，編輯會否覺得貓爸是拖延症患

者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