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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的耐性總是較低，難以容忍等待。自我控制能力是一個個體在沒有外界監

督的情況下，適當地控制和調節自己的行為，抑制衝動與堅持不懈地保證目標

實現的一種綜合能力。它是建構自我意識的重要成分，是個體走向成功的重要

心理素質。 

 

「媽媽，我現在就要到公園去，現在就去，我不要等啊！」為甚麼「等待」對

幼兒來說這麼困難？為甚麼當父母在打電話、在超市購物排隊或為客人準備飯

菜時，兒童的耐性總是這麽低呢？ 

 

等待是孩子成功的印記 

20 世紀 60 年代美國心理學家米歇爾教授進行了一個軟糖實驗。他把一群年約

4 歲的孩子帶到一間陳設簡陋的房子，然後給他們每人一顆非常好吃的軟糖，

同時告訴他們，如果馬上吃軟糖，就只能吃一顆；如果 20 分鐘後再吃，將獎

勵多一顆軟糖，總共可以吃到兩顆軟糖。在米歇爾離開後，有些孩子已急不及

待把糖吃掉；而另一些孩子則耐住性子、閉上眼睛或頭枕雙臂作睡覺狀；也有

孩子用自言自語或唱歌來轉移注意，消磨時光以克制自己的欲望。通過觀察，

米歇爾發現有三分一的孩子馬上吃糖果，有三分一的孩子則一直等米歇爾回

來，兌現額外獎勵後才開始吃，另外三分一的孩子一開始堅持，但後來卻忍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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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住放棄了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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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歇爾繼續追蹤研究參加這個實驗的孩子們，直到他們高中畢業。追蹤研究的

結果顯示，當年馬上開始吃糖的孩子在青少年時期表現得缺乏自信，與同齡者

相處不好；等到最後才吃糖果的孩子則交際能力強、有主見且學業出眾。「等待

者」較「不等待者」的考試成績平均高出 210 分。實際結果說明，能等待的那

些孩子，其成功率遠遠高於那些不能等待的孩子。 

 

就上述實驗，米歇爾提出了「延遲滿足」這個概念 ─ 能夠堅持等待就是能夠延

遲滿足，具有延遲滿足能力的孩子在成人後較容易獲得成功。 

 

讓嬰兒學習等待一會 

忍耐不是孩子與生俱來的東西，但它可以通過學習來掌握。孩子學習忍耐前必

須具備「估量、理解時間的能力」和「領會因果的能力」，然後我們才可以培養

忍受挫折和延遲滿足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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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至 18 個月的嬰兒只有兩三分鐘的忍耐力。即使如此，我們也必須讓新生嬰

兒學會等待一會兒，鼓勵嬰兒忍耐是從簡單地告訴他開始的。當他聽到您的說

話，他就會開始考慮稍後將出現甚麼，因此父母可以一方面為嬰兒預備他的需

要，一方面用說話描述您為他預備了甚麼。當幾個月大的嬰兒聽到您的說話，

他便會停止煩躁以此表明他已經懂得你的說話，因為語言聯繫著因果思維，所

以它幫助嬰兒學會延遲滿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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