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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不容易，孩子容易嗎？ 

--家長與青少年關係建立與維護的經驗談 

校長 羅家強 撰 
 

有人說「詩及遠方」是充滿希望和憧憬的想像，我認為，更像是「親子關
係」，孩子像「古詩」，家長讀不懂，又像「新詩」，寫景描意，卻寫不出深入的心
意，家長近在孩子的咫尺，卻如詩一般的遙遠。雖然行駛在同一條河流上， 卻
不在近處相遇，更別想在遠方聚集，家長對孩子的愛是天生的，孩子對家長的
信任卻是後天學習得來。身為面面俱到的家長，真不容易。 

孩子自進入幼稚園開始，我與孩子之間已經建立良好的互動溝通模式-- 
「先說明想法，傾聽互相意見，修正，再執行」，孩子小的時候，對於卡通（當
時是皮卡丘，航海王的時代）有著特別的偏好，每週一次一定要先看完，才能
接下來的活動，在那當時，衝突也是有過，於是，找個空檔，與孩子一起想出
解決辦法，當年，錄影機還是很盛行的年代，教會孩子如何預約錄影，觀看時
既可免去廣告，還可節省觀看時間，更可以重複觀看，孩子樂此不疲，「一起解
決問題的思維」總能免除衝突事件。 

時序來到青少年時期，也是一個充滿矛盾的時期，孩子的自我意識逐漸增
強，開始渴望獨立自主，與我的衝突也更加頻繁。在這個時期，我也修正與孩
子溝通的方式，同時理解孩子的想法和感受，給予孩子一定的自主權，幫助孩
子健康成長。羅伯特·瓦倫丁（Robert Vallone）於  1985 年進行的一項實驗， 
發現父母控制較少的孩子，表現出更高的自我控制和更少的叛逆行為。我一直
力推「專注力」與「自制力」的訓練，讓孩子能融入他喜歡的領域，除很專注
的學習外，也能有所自制，不會過量超過負荷。 

中學時，陪伴孩子的成長，是最不容易的事，各種親子學問不斷精進，也
無法十全十美地處理孩子的每日變化，一方面要兼顧孩子生理與心理的平衡， 
一方面還要為家庭的經濟打拼，在精神與體力耗盡之後，還要存點餘力照顧孩
子的功課，處理孩子的人際關係，甚至還要滿足老師對孩子的期待，我的耐心
與情緒也常備受挑戰，發覺只有在靈性上尋求平安與寧靜，才能很快速地平復
尷尬的局面。 

靈性上尋求平安與寧靜的方法，我首先「深呼吸，再深呼吸」，然後以「用
心傾聽，理解立場，彈性應變」方式陪伴孩子，溝通是親密關係的橋樑，我願
意做一個賽道的陪跑者，一起討論使孩子更好的方法，讓他有一定的決定權與
負起自身的責任，儘量聽取孩子的聲音，雙向溝通。溝通氛圍很重要，避免居
高臨下的態度，耐心傾聽不要打斷孩子的話，角色扮演換位思考，互相理解各
自的角度，讓孩子感受到被理解和支持。 

尊重是親密關係的保障，雖然，看著他們跌倒，我們很心疼，總想著要伸
出手扶著他們，何時選擇適當的放手，也是家長必修的一門功課，孩子終究能
靠自己的力量再站起來。當個現代家長容易嗎？還真的很不容易。 

孩子茫然的眼神，是因為處在現今網路 VR、AR 邁向 AI 的時代，未來瞬
息萬變，生存的條件嚴苛，進入社會職場非常不容易，擔心被淘汰，失去生存
的機會與價值，懷疑自己的人生。確實，但凡有點責任心的孩子也不想當個 
「啃老、躺平」族。家長面對這樣的時代，要學習時代新科技的技能，還要知
道孩子在學習期間因年齡、學習歷程、人際社會、時空轉移等發生衝突的原 
因，不是誰對誰錯的問題，而是站在不一樣的時空台階，要對等談話都難，更
何況與家長談判？ 

孩子常與家長觀念衝突的項目大概不外乎以下幾項： 
1. 學業壓力，這是孩子感到壓力和焦慮的主要來源，家長的期待超過孩

子的能力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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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社交生活，家長的擔心反映在限制孩子交友對象與社交活動時間。 

3. 個人隱私，家長過度疑心和監督孩子隱私。雖然網路陷阱與社交詐騙猖
獗，家長的擔心無可厚非，但孩子仍希望家長給予更多的自主權和隱私
空間。 

4. 生活習慣和行為，家長關心的面向，舉凡孩子的睡眠時間、飲食習慣、
使用電子產品的種類與適當時間等等。當時間與物品的使用自主權被剝
奪孩子易感到不滿或反感。 

5. 未來規劃和職業選擇，孩子雖然不太明白將來的職業，但還是希望能夠
自主選擇自己的未來方向。 

6. 金錢和消費，如何合理開放孩子零用錢自主使用及購買物品的種類和數
量等等。孩子也許受環境同儕影響，購買了家長不理解的商品，導致衝
突，然後轉向借貸與違法行為，引起更大的親子不信任。 

7. 家庭責任和分工，白天時間，孩子忙於課業，晚上也許還安排了其他活
動，家長也是。因此，均寄望於假日好好休息，可是家庭的一切打理， 
也只有等到假日才能處理，家長會要求孩子參與家務、若是家中老大還
要照顧弟妹等等，而孩子們可能會感到責任不屬於自己，他們也需要充
分休息。 

8. 標準和價值觀，孩子對友誼、愛情、成功等的次文化標準和價值觀，與
家長看法存在差異性。克里斯托弗·彼得森（Christopher Peterson） 
於 1998 年研究父母的愛和關懷對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影響。發現，父
母愛和關懷較多的孩子表現出更高的心理健康水平。 

9. 溝通方式和風格，家長基於關愛，強制孩子執行某些想法，孩子卻希望
以平等、開放的方式進行溝通。在言語上常會發生話不投機的情形。同
理及了解是親密關係的基礎。 

面對孩子的成長，我們都不是專家，也許藉由一些心理學理論，家長也可
以應用於解決青少年和家長之間的衝突： 

1. 學習理論：家長可以通過正向強化的方式來引導孩子們的行為。這樣
做可以增強孩子們的自信心和積極性，也是吸引力法則的內涵。 

2. 情感智商理論：情感智商涉及到人們對自己和他人情感的知覺、理 
解、表達和管理。鼓勵孩子們表達自己的感受和情緒，並理解自己和他
人的情感，從而更好地解決衝突。史蒂芬·哈佛（Steven Hauser）於
1991 年進行的一項實驗，研究了父母的支持對青少年情緒健康的影響。
發現，父母支持較多的孩子表現出更少的抑鬱和焦慮症狀。 

3. 社會認知理論：家長可以幫助孩子們了解不同人群、文化和價值觀之
間的差異，從而更好地理解自己和他人的想法和觀點。 

 

我的兩個孩子已年過 30，社會歷練的過程中也受工作壓力的強力洗禮，令
人欣慰的是，他們總懷著積極的態度逐步解決困難，當然過程中跌跌撞撞也是
有的，尤其是青少年時期與社會新鮮人的當口，面對解決問題，有時毫無盔甲
保護直接上陣，只能正面對決。孩子入社會真的不容易。 

家長與青少年的關係，就像是兩棵並肩而立的樹，當他還是小樹時，家長
的大樹蔭提供涼爽的休憩處所，現在他長大了，主幹硬了，彼此陪伴，共同依
靠。家長與孩子的相處，是一輩子的功課，要將作業寫完，溝通、尊重和理 
解，才能更加親密，大家才能彼此健康與成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