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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陪伴青少年成長的五大考驗！ 

陪伴孩子成長是許多家長既期待又怕受傷害的過程，面對

正值青春期的國、高中生，父母所要克服的挑戰不只是孩子

生理方面的發展與變化，更需要心理層面的理解與支持，

而親子間也往往因為溝通或理解的不足而引發衝突，為了

協助家長們更進一步瞭解孩子的思維模式，並學習掌握適

當的相處方式，因此，在 108 年 9 月 21 日(六)學校日當

天，輔導室很榮幸的邀請到王智誼心理師蒞校，與在場親師

共同分享「家長陪伴青少年成長的五大考驗」。 

青春期的孩子雖然已脫離國小階段，心智年齡也相對成熟，但青少年跟兒童最大的

不同則在於除了有好奇心與冒險心外，還有更多的行動力與自主性，相對也容易展現其

反叛性，且國中生更因為內分泌而相較於高中生有更大的情緒起伏。在此階段的孩子最

關心、在意的可能不是升學，而是秉持著「活在當下」的原則，把握與同儕相處、社團參

與及使用網路手機遊戲的時光，在此同時，許多家長或許會認為孩子無法體會父母的憂

慮或期待，因而在想法與互動上產生落差。事實上，孩子在此階段也正面臨著五項挑戰，

也需要家長轉變心態進而理解孩子，並在成長歷程中給予陪伴與協助。 

壹、 第一項挑戰：成就感 

對大部分的青少年而言，所謂的成就感是─我的優點/缺點是什麼？多數的孩子都希

望獲得具體的稱讚，過於抽象的概念並沒有實質的效果。學校的學習重視多元發展，除

了成績優良若能具備特殊才能始可能受到讚賞，而外在的成就感更是自我肯定的來源之

一，是以青少年會在意外表的打扮，不一定要出類拔萃但絕對不落人後。內在的成就是

追求成績或找到自己的優點，這也是許多孩子看中社團活動的原因，因為孩子能從中找

到成就感。 

此外，青少年面對課業學習難度不斷提升，學習策略應有所調整，父母應讓孩子長

時間累積並培養讀書習慣，更應有與同學互動交流的機會，彼此共同學習與成長。而時

間管理更是其應具備的能力，讓孩子學習規劃、掌握各項事務，也可藉日常培養「守時」

的觀念，讓孩子學習在生活中做好時間的分配與安排。 

貳、 第二項挑戰：人際歸屬感 

青少年相當在意他人的看法，人際關

係是為形塑其自我價值，高/國一的孩子更

為明顯是因為正逢新環境的轉換期，且同

時對於學校生活有自我期待，但是期待與

現實總有落差，當孩子沒有足夠的調適時

間時便會缺乏歸屬感。 

許多青少年對於父母的管教行為表面

上不認同，但事實上他們也尚未發展出清

楚的自我認同，因而相當在乎任何人的批

評。王心理師也提醒父母，成人的眼界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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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光較長遠，當孩子正逐漸建構自我認同時，父母盡量不要太快針對孩子生活、同儕進

行批判，因為對於青少年而言，那不只是關心，更是對個人的否定。 

參、 第三項挑戰：手機網路使用 

過去父母所扮演的多為被動的角色，但面對現今資訊發達與過往不同的網絡世代，

父母在手機及電子產品的使用上必須調整心態並選擇合適的管教方法，取代一味的禁止

或單向不合理的限制。 

「約束時間」與「控制流量」最為重要，當家長能確實做到時，孩子手機使用的風險

與陷阱接觸機率便會降低。而網路沈迷通常是表徵，內在原因大多是「挫折」，許多青少

年會藉著玩遊戲追求成就感，在遊戲中補足現實生活中所缺乏或不足的部分，有些暴力

遊戲所顯現的並非暴力型人格，而是顯示青少年遊戲操作的能力，換言之，則是憑藉此

途徑獲得讚賞與獎勵。而網路社群媒體的使用在國高中階段學生之間亦相當盛行，在意

同儕間的發表言論與動態，培養孩子自主管理的能力，面對挫折時能勇於面對、解決而

不逃避，在一定的限度中建立信任感，孩子或能從中找到自己的定位與價值，只要不妨

礙本分，適時的紓壓也是好事，同時更能滿足其所需要的成就感與人際歸屬感。 

肆、 第四項挑戰：生涯選擇 

青少年立定志向並不是件容易的事情，當志向不確定時，校風、環境、資源、的重要

性相對提升。然而，當孩子確定志向後，選擇雖然變得容易，但也不可能一帆風順，仍需

持續的努力與學習。王心理師也建議家長在孩子進入大學階段後，鼓勵其參加社團及系

所活動，陪伴孩子建立學業之外的人際互動連結、興趣培養，也因為孩子會持續受到「歸

屬感」、「成就感」的影響，家長必須引導孩子理解時間自主管理與人際溝通合作的重要

性，並轉化為行動實踐於生活當中。 

伍、 第五項挑戰：親子保鮮是否過期 

青少年階段是每個孩子成長的過渡期，在追求角色定位與自我認同的同時，其實父

母的角色是如同空氣一般的重要，當孩子選擇性的與父母分享事情，可能也顯示著彼此

缺乏雙向的溝通模式，抑或父母總是單向的對孩子提出要求，而忽略了理解孩子內心真

正的需求。王心理師也建議家長們與孩子建立彈性互動的空間，藉由公眾人物的範例或

時事與孩子進行討論，讓孩子感受到父母的同理與支持。 

面對孩子的感情問題，家長若一味

的使用傳統的「限制」、「權威」的管

教方式，孩子即可能無法對父母完全誠

實；這並非要鼓勵家長無條件的允許孩

子做每一件事，而是以「疏導」代替「壓

抑」，成為孩子的後盾、智囊團、等陪

伴性的角色。未來，當孩子不知所措時，

最後一步願意回來找父母商量，王心理

師更以放風箏理論勉勵家長，陪伴孩子

的成長過程中需要有拉有放，只要線不

斷，關係永遠都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