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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是親子間串聯關係的重要情感，但有時卻也正因為這份

「愛」，而破壞彼此之間所維持的平衡。青少年正處於發展不平衡的

階段，因著生理的快速發展而容易感到焦慮不安，在面對成人的要求

時亦較容易感到無所適從而發脾氣或鬧彆扭，在情緒方面較常呈現不

安定的狀態。 

在青少年的世界中，特有的自我中心現象，使得他們雖然瞭解別人和自己的想法可

能有所不同，但卻常以個人的思維模式去推估他人的想法。正因為青少年總追尋著獨立

自主，若在親子相處的過程當中，父母的管教方式和期望不能配合青少年發展而進行調

整，即很容易造成親子關係緊張亦或產生衡突。 

在 107 年 3 月 10 日(六)的學校日當天，輔導室邀請到好好好家庭教育文教基金會

的朱毓揚先生蒞校，與在場親師共同分享「愛不是我一個人的事」。 

一、 什麼是「愛」 

朱先生憑藉豐富的輔導諮商經驗並結合個人成長故事，藉由不同角度來探討「愛」

的面向。生命其實是很多過程的累積，但是正因為我們不知道未來會發生什麼事，所以

很多時候我們只能著眼於當下。然而在親子的互動相處過程中，每個情境發生的當下正

是影響關係的關鍵時刻，父母在面對各種狀況所做出的反應或決定，都有可能讓孩子記

得一輩子。 

在家庭、學校或社會中，我們習慣用法律、規定、校訓、家規等紀律來約束孩子，

規定每個人該有的行為表現。或許這是一種隸屬於愛的表現，憑藉著「愛」，希望孩子

們表現出眾人所期待的模樣，而運用外在的框架限制孩子的言行舉止，使孩子成為大家

眼中的優良模範。事實上，紀律只是做人的底限，人最可貴的是在於人都有個人的想法，

沒有任何一個法律、校訓、家規可以把一個人的行為都規定好，而是如何在理解並符合

規定之下思考適宜的面對與處理方式。 

實際上，在親子關係中，父母如何協助孩子面對生命中必然會經歷的遭遇是相當重

要的環節，包括學業、人際、愛情等都是值得陪伴與引導孩子的重要議題。家長有時出

自於「愛」而避諱與孩子談論某些議題，但在孩子的成長過程中是需要有人給予指引與

建議的，例如在學生時期應結交什麼類型的朋友？或是能夠做什麼樣的事情，背後的原

因為何才是真正的關鍵。讓孩子在家長還有能力保護他們時學習做出選擇，而不是在未

來進入社會後，因為之前沒有思考與選擇的機會，而盲目跟隨社會價值觀，缺乏個人思

考與抉擇的能力。 

在家庭的教育過程中，家長若能以理性面對孩子的問題點，明確告訴孩子怎麼做，

讓孩子看見的不只是規則的表面字義，而是能感受到規範中所隱含的愛與道理。在這個

過程中，家長也必須學習接受孩子的想法或需求，若只是單向的用愛來達成操控的目的，

對目標的愛遠勝於對方的愛，都可能對孩子的內心造成震盪與不安，或許應在愛的前提

之下，接受而非拒絕、瞭解而非論斷、參與而非操控，而後再結合學校與社會對於規範

的維護，始能協助引導孩子往適切的方向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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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孩子的困境與父母的窘境 

朱先生在演講中提到自己的成長故事，在面對社會的價值觀、家庭觀及學校的各種

規範時感到很痛苦，原因是因為發現自己缺乏個人的價值觀點。許多知名的成功人士總

與大家分享其成功之道，必須思考再思考，不要純粹的經驗傳承或制式化的強行壓迫，

但父母們在進行教育的同時卻時常與這項成功之道背道而馳，不問孩子行為背後的原因，

而只是單向的下達指令。當孩子從小到大沒有學會如何表達情感的機會，父母也從不問

孩子內心的想法或行為原因時，孩子如何能讓別人知道自己真正的想法與需求。而當孩

子的情感發生問題時，父母可能會發現孩子的答案是自己無法理解的，當自己沒辦法理

解時就選擇不相信孩子。 

反觀現在很多青少年在面對很多事情時總表現出無所謂的模樣，原因可能是因為他

們曾經所在乎的事情、觀念與想法不曾被重視過，我們可以將其理解為相較於行為而言，

其中的「為什麼」才是真正的重點。孩子在成長經歷中其實有很多觀念來自於家庭和父

母，學校所受的教育當然也佔據著其中一部分，但教師能做的除了專業知識的教授，即

是維持或提升孩子從家庭及父母方面學習而來的表達能力，根本的基礎仍是來自於家庭

與父母的引導。 

在此歷程中，父母當然有權利不同意孩子所做的決定或選擇，但亦須學習尊重孩子

所做的每一件事情，若親子之間能給予彼此一個空間進行真實的交流，放下成績或外在

的觀感，讓父母談談自己眼中與心中所看見的孩子，也讓孩子有機會為自己發聲，讓孩

子理解在每個事件情境下，權衡情緒與思考兩方面而言，多一些思考將是更聰明、更有

智慧的決定。 

三、 愛是知識與行動的總和 

如何瞭解與接受孩子的想法？如何參與

孩子的生活但不過度干預與操控？孩子內心

所想的和我們想的永遠都不一樣，這些可能

都是家長內心所憂慮的議題。透過大腦與科

學的結合，現今已有測驗能檢測出孩子的思

維模式，每個孩子都有屬於自己的優勢及思

維偏好，當我們懂得欣賞、接納、尊重每個

孩子的不同時，才可能開啟雙向溝通的橋

樑。 

即便能透過科學的檢測瞭解孩子的發展與優勢，但仍屬於親子關係間的輔助工具，

親子生活中的相處才是教養的真正關鍵。每個孩子都需要父母，但這樣的需要並非只是

單方面的建議與指導，而是需要父母的參與及陪伴，無論喜怒哀樂，只要是存在於孩子

生活中的大小事，若能有父母的參與，對於孩子而言皆是很重要的生命歷程。 

孩子其實都知道父母對自己充滿愛意，但是卻因為缺乏溝通與理解的機會而感受不

到這份愛；孩子也都知道父母與老師不會做出危害自己的行為，但是卻無法理解父母與

老師的要求。若能給予孩子多一些理解的機會和時間，也正是讓父母瞭解孩子的最好時

機。朱先生也鼓勵家長相信孩子都有自己的天賦，不論成績好壞、聰明與否，他們未來

都有著各自的發展舞台，真正的愛是能在青春歲月中給予同理與陪伴，協助孩子積累未

來邁向康莊大道的養分與實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