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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時代的親職因應與學習 

～適切管理孩子網路使用及預防網路犯罪～ 

青少年期是個體即將跨越童年期進入成年期的一個「交接」

歷程，在嘗試跳脫家庭、傳統教化的束縛和保護之際，開始對於自

己的過去、現在和未來給予評價，並試圖建立特有的自我概念以及對自我

的認同，然而這樣的自我認同，經常是有別於父母或師長所抱持的期待與要求。青少年

可能刻意追隨「標新立異」與「流行」，或者為了區別與父母的不同，急切地建立一個

與父母分離、不同的世界，從而引發父母與子女間的衝突或阻礙。因此，在 106 年 9 月

9 日(六)學校日當天，輔導室邀請到士林地方法院吉靜如少年調查官蒞校，與在場親師

共同分享「數位時代的親職因應與學習～適切管理孩子網路使用及預防網路犯罪～」。 

一、 青少年的特質與困境 

吉調查官憑藉豐富的少年事件處理經驗，對於青少年特質具有相當明確的掌握，認

為青少年對於生活中的人、事、物較無現實感，難以抗拒各種誘惑且無法分辨真偽並做

出即時判斷。面對數位時代的來臨更是如此，青少年時常運用數位產品接收網路訊息，

彼此間口耳相傳，在缺乏現實感與判斷力的情形下，便會成為危險與誘惑的目標。 

因此，青少年出現問題行為的主因已不再是學業表現不佳、家庭功能失調、社經背

景低落等，而是存在其內心的生活核心價值已然崩解。當青少年脫離校園與家庭保護的

同時，能否懷抱正確的價值信念，在不受他人影響之下，還能帶給別人正向的感召，這

便是能否面對現實環境中各種誘惑與挑戰的一大關鍵。 

二、 成長的考驗─數位時代的危機 

網路的普及為生活帶來便利，同樣也帶來潛藏的危機。現今青少年的訊息大多來自

於網路與手機，藉此與同儕聯繫交流，使用數位產品的頻率、方式及技巧更勝於家長。

同時，青少年亦認為網路語言、行為與現實生活是各自獨立的，對於自己在網路上的恣

意發言、運用網路揭露現實生活的心態與型態，無形中已經觸犯法律仍未有正確認知。 

現有的環境裡充斥著過於龐雜的資訊，對青少年而言確實在分辨上具有困難與挑戰

性。隨著新聞媒體的訊息傳播，青少年亦會接收到過往從未瞭解的議題，青少年往往認

為自己能夠妥善應對，但在好奇心驅使之下則可能衍伸出各種嘗試行為，而此時家長若

對於子女在數位產品的使用方面無法有確切的掌握或為此與其產生衝突時，更難以避免

子女陷入危機之中。 

三、 親子關係的危機與因應 

許多父母隨著現今的流行趨勢，學習使用並提供數位產品予子女，希冀藉此管道對

子女有進一步的瞭解並拉近彼此距離。然而，事與願違，子女使用數位產品的頻率雖高，

但卻擔心父母的過度關注，而將父母排拒於交友圈外，使其無從得知子女的真實需求或

數位產品使用情形，惡性循環之下，親子間對於數位產品的管理規範非但沒有共鳴，還

會引起不便與爭端。 

青少年因著生理特質與成長經驗，逐漸產生主見與個人想法，面對家長與同儕的態

度及相處模式則不盡相同，在管教上也可能引發衝突與誤解。如今的社會環境，子女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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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倚賴自己的力量分辨是非，當家長一味地阻止子女的行為或要求時，子女自覺無法

獲得支持而選擇反抗或隱瞞，導致家長錯過許多重要訊息而無法進入子女的生命當中鬆

動其既有想法。因此，對家長而言，教養關鍵是：當子女有自主判斷能力時，父母應同

理傾聽並適時引導。 

四、 陪伴子女走過青春風暴期 

在青少年的成長過程中，父母的管教策略亦須隨之成長，許多父母在此階段總會面

臨不知該如何應對子女要求的時刻，思索著管教的嚴厲程度該如何拿捏。吉調查官為此

提出四項管教觀念以供參考： 

(一) 維繫正向良好的親子互動關係 

面對青少年階段的子女，若能找到彼此互動相處的平衡點，運用正向的相處模式維

繫良好的親子關係，生活中的問題始能迎刃而解。 

(二) 接納、理解、包容子女的一切 

父母必須理解子女的困境，聆聽孩子呼救與需要被理解的聲音，無論子女表現好壞

都能欣然接納與承受。父母可嘗試迂迴繞圈的方法與青春期子女相處，避免正面衝突，

以無為而有為的方式達到約束的目的。 

(三) 避免出現相互比較的心態與行為 

每個孩子皆是獨立的個體，在此階段特別重視公平，父母若於無形中流露出比較或

不滿的情緒，子女必定有所感受，一旦接收到此類訊息，子女便會被迫依循父母的各項

決定，同時家長亦可能面臨是否要讓子女自行做出選擇的難題。 

成功的管教在於子女心甘情願完成某件事情，在此條件下必定能將此事做得非常好；

若子女是受強迫完成某件事情，當強迫力量消失時便會拋開枷鎖，甚而引發脫序行為。 

(四) 嘗試讚美與鼓勵，減少貶低性言語 

父母總是以希望子女好為出發點，有時在生活習慣與常規上，必須做提醒與矯正，

其結果不盡然會讓子女順服與接納意見，甚至可能造成親子衝突，隨之而來的便是一些

較為嚴厲、傷人的話語，即使出發點在於激勵而非傷害，但在此狀況下，子女完全沒有

收到父母真正欲傳達的訊息，而是接收到父母貶低自己的語言，以及刺激自己的想法。 

衝突發生當下，青少年非常容

易記住「情緒」而忘記問題所在，

父母無心的一句話很有可能使他/

她永遠難以忘懷，因為當父母表現

出個人情緒時，子女便會立即出現

防衛心態；反之，父母可以選擇面

帶微笑，以心平氣和的態度面對，

盡量嘗試不表現出個人當下的情

緒，如若能伴隨平靜的語氣，始能

讓子女有機會思考問題的根源，進

而解決問題並獲得學習與成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