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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情緒寄生，陪伴孩子走過青春期心理風暴 

 對青少年而言，達成「自我認同感」（the sense of ego identity） 是其最重要

的發展任務，而青少年自我概念的形成是社會學習過程中的天賦才能、生理特性、觀察

與扮演各種角色的機遇、角色扮演結果與師長或同儕（互動學習）認可所得評價等，交

互作用下的產物。 

 然而，面對家有青春期孩子的父母們便容易與

孩子為此產生親子衝突，此時期是青少年轉為成人的

過渡階段，也是測試各種限制、擺脫依賴、及建立一

新身分的時候。因此，當彼此觀念產生分歧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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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年 3月 9日（六）的學校日當天，輔導室

邀請到臺北藝術大學許皓宜教授蒞校，與在場親師共

同分享如何陪伴孩子走過青春期心理風暴。 

Erikson （1963）將人生全程的發展劃分為八個階段，而青少年期（12—20 歲）正

處於「自我認同與角色混淆」的階段。主要的衝突在於澄清自我身分、生活目標、及生

命的意義；未能認同自己身分的人會產生角色混淆的現象（Corey，1996）。因此，青少

年自我認同的追尋常圍繞著三個重要主題：「我是誰？」、「我往何處去？」、「我如

何到達？」。 

「我是誰？」指涉發展中的青少年亟欲探索自我的各個層面，如生理我、心理我、

情緒我、社會我，以及自己的能力、興趣和價值觀等，而青少年在尋覓的過程中渴望獨

立，卻也渴望一個懂他的父母，故父母能省思對孩子的期待為何，陪伴青春期的孩子成

長的過程中，會發現孩子們開始有很多意見，父母有時會覺得失落，好像孩子離得愈來

愈遠，愈來愈不懂他，此為健康小孩的特徵，愈健康的孩子愈會讓父母覺得

彼此的距離愈來愈遠，一個會頂嘴把自己意見說出來的孩子是健康的，因為

青少年正努力完成角色統合的心理任務，亦在培養獨立思考的能力。 

在中學時期是人格發展最後一個階段，想讓孩子有個健康、有抗壓力的

性格只剩下此階段，在大學以後他就是一個成人，想再改造有某種程度的困

難，可是青春期的孩子，父母要重新塑造他的性格很快，即便看起來正處於

風暴之中，可是只要父母願意提供支持與協助，孩子也能夠朝向健康方向發展。 

（一）小惡魔 

    係指小孩出現搗蛋行為、不聽話等等，此類型的青少年心理壓力太大，因此認為如

果自己生活都沒有辦法操控，那只能從事能夠自己操控的事，或是做一些小壞事，而做

這些父母都管不到，父母會覺得自己的孩子怎麼會變成一個小惡魔？如果孩子做了一件

大人沒辦法理解的事，那一定是心裡有很多感受沒辦法說出來，才需要用行為說話。青

春期是最後一個很重要把關的階段，所以孩子如果開始出現一些小搗蛋的行為，大人要



 再興月刊 651 期 (2019 年 5 月) 

中學 
心 

靈 
 

知道他是健康的，不要讓他壓抑而成為未來會出更大狀況的人。 

（二）小病人 

    係指小孩容易重複出現的小病痛、功能退化長不大的媽寶等等，研究發現接近九成

的青少年有時候會不喜歡自己，即使是適應良好的青少年，也會常在一日之間情緒起伏

大且混亂，或有些青少年會有突然的憤怒現象，但不代表他們患有憂鬱症，因為青少年

在宣洩情緒的方式上也常常超出成人的理解範圍與期待。所以要判斷孩子是否是屬於正

常的情緒變化，還是已經達到憂鬱症的程度，尤其需要成人提高警覺。可以從睡眠、飲

食、興趣。憂鬱症愈早被辨識、治療，癒後愈佳。 

（三）小大人 

    係指太過成熟懂事與聽話的小孩，有些父母為了讓小孩贏在起跑點，會不斷的灌輸

知識給小孩，讓小孩參加一連串的才藝課。再加上科技的發達，讓小孩可以輕易的從不

同的管道得到很多的資訊；電視、電腦、手機等，只要手指滑一下，整個世界的資訊就

在眼前，但是過多和太迅速的資訊，對於小孩來說並不一定是一件好的事情。心理學家

和家庭婚姻專家，Ivy Tan 認為，父母要求或是強行催促小孩成長，讓小孩太早接觸過

多的資訊，會影響他們的心理、情緒、和社會發展。 

（一）信任感 

    多看（凝視）、多抱（或肢體接觸）、傾聽都能拉近與孩子間的距離。青春期的

孩子就像冰山美人，你很難追他，但他其實不是那麼冷漠。孩子如果信任父母，孩子

也就會信任他自己，也會反映其人際關係狀態。 

（二）自主感 

    對青春期的孩子來說，青春期的自主性就是大人不能全然壓抑，更不能讓其沒有

選擇權，要提供更多資訊來讓其理解，如果孩子沒有理解的東西，通常是不會認同

的，如果他跟你說好他也只是在忍耐而已。 

（三）現實感 

    如果你沒有現實感，就會對自己有錯誤的認知，「設定目標」的真正價值是一個

新未來的具體描述，會讓孩子開始拓展當下看事情的眼光，於是開始發現那些原本就

已經存在的改變的機會。 

（四）抗壓力 

    抗壓力低成因可能為生活環境優渥，當環境不再為自己調整時，當然就會適應不

良、毫無抵抗力；缺乏自信亦是成因之一，擔心要是自己真的處理不了會無法接受，

又不知該如何面對，所以逃避就成了最好的選擇，故在青少年發展階段培養抗壓力便

是學習的重要課題之一。 

    心理學家 Gesell 曾說：「失去父母的愛是人類感情發展的一種缺陷與不平衡。」

而在陪伴的過程中，比起豐富的物質生活，父母溫暖貼心的親子互動是給孩子最好的

禮物。許教授期勉家長沒有人天生就會為人父母，而是實在地認識孩子不同面貌，當

同理孩子們的處境，更能呵護孩子的成長歷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