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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嘉女事件談起 

•我對孩子的期望 

•孩子的能力 

–評估面相：成績、才能、智商….. 

–還是以我的標準 



代間關係 
•指家族結構中，代內、代間與多代間的關係 

–代內：個人在不同時間的不同角色，如女兒、姐
妹、妻子、母親、婆婆、祖母… 

–代與代之間：親子、婆媳 

–多代之間：祖孫 



Bengtson(1993)將代間分為四類 
•以出生的時間來界定，通常是以5年或10年為
單位，稱為世代（cohort） 

•以年齡來加以區分，如65歲以上稱為老年世
代  

•以經歷某一歷史事件來界定，如嬰兒潮世代  

•依社會或生物性的繼承來加以界定，世代是
指具有親屬血統、關係的後裔  



祖父母涉入父母親職的影響力 
•蘇森永(2004)的研究發現，孫子女與祖父母
的依附品質可以預測其情緒調整能力，尤其是
依附品質中的「親密感」越高，孫子女的情緒
反省、情緒調整，以及情緒效能越好 

•陳思璇(2007)發現，祖父母不因為隔代教養
類型不同而對影響其對孫子女的親密感；但孫
子女卻會因為隔代教養的類型不同而影響其對
祖父母的親密感 



•親子關係一詞通常是指父母與子女間的關係。
但是今日的社會，有些父母無法擔負照顧子女
責任時，其親職往往由祖輩替代 

•祖父母擔負父母角色，其與孫子女間的關係，
和自己為人父母時並不完全相同；二者是類親
子關係，不如親子關係穩固 



青春期的四大發展工作 

• 學習情感上的獨立 

 

• 學習足夠的知識.技能 

 

• 性心理的健全發展 

 

• 接受自我.肯定自我 



心理發展一 

• 艾立克森:自我認定與角色混淆階段 



心理發展二 

• 尋求獨立反抗權威。 

• 向同儕團體認同。 

• 對異性感興趣喜歡接近異性。 

• 受內分泌影響情緒易衝動，對生理
變化的表徵有不安角色混淆無法統
整。 

 



心理發展三 

• 對龐大課業壓力感到焦慮厭煩或採放棄逃
避的態度 

• 挫折容忍度低 

• 人際技巧不足 

• 缺乏紓解與調適情緒的能力  



溝通的迷思 

• 1.  愛講話或話多 VS 溝通高手 

 

• 2.  自己講 VS雙向溝通 

 

• 3.  意思傳達清楚 VS 誠懇 

 

• 4.  自己的說明 VS 對方的理解 

 

•5.  內容 VS 情境  



親子溝通的社會學觀察 

• 1. 溝通是社會行動，它是有目的的行為：目
的性。 

• 2. 親子溝通本質是代間溝通：它有年齡結構
的差異。 

• 3. 親子溝通涉及文化的差異：民俗、民德和
規範的變遷。 

• 4. 親子溝通涉及權力議題：聽誰的？權力的
代間轉移現象。 

• 5. 親子溝通具有整合家庭的重要功能。 



• 1.   善意：有美好結局的想像。 

 

• 2.   技巧：用詞、姿態、表情、語調。 

 

• 3.   時空：因時因地制宜。 

 

•4.   對象：找誰談？他的性格。 

溝通的前提 



今日社會的親子關係 

• 因此，今日的我們該如何看待新的親子
關係？ 

• 親子間已從過去上下的權威關係，多少
轉換為水平的平權關係。 



影響親子互動的因素 
孩子的 

特質  

父母的人口學因素 父母個人 

因素  

競爭性或補充性
角色要求  

關係因素 父母參與  

性別、年
齡、人格、
發展狀態、
健康 

年齡、教育程度、收入、
婚姻狀態(單身、同居、
訂婚、已婚、分居、離
婚)、和孩子的關係(血親、
非血親)、居住狀態(同住、
未同住但住附近、未同
住且相隔有段距離)、成
為父母的時機(早、剛好、
晚)、就業狀態(自願未就
業、非自願未就業、部
分時段工作、全時就業、
多個工作)、宗教信仰、
文化認同  

功能性、做
父母的準備
程度(照顧經
驗、對孩子
發展的知識)、
關係型態、
動機、人格、
技巧/能力、
對親職角色
的觀點、親
職認同(文化
背景)  

家庭(丈夫/妻子、
兒子/女兒、兄
弟/姐妹、叔伯/

嬸)、工作(工作
時數、工作有
關的壓力)、社
區(參與組織)  

夥伴/重要他
人(婚姻關係、
關係品質、
守門程度)、
和自己父母
的關係(基本
的楷模和複
製、溫暖程
度和情緒距
離、衝突程
度)、手足/

大家庭、社
會支持  

頻率、行
為範疇、
互動品質、
參與的意
義  



何謂溝通？ 

• 個體或團體與其內外在環境、其他個體或團
體之間訊息的傳遞、交換與相互影響的過程
。 

 
訊息 

管道 

情境 

干擾 

傳遞者 接收者 

回饋 



溝通不良 
有聽沒有懂 



聽懂與用心 

• 老闆出國前交代女佣每天早
上十點鐘要到庭院灑水。 

• 回來的那天早上，天空下著
雨，車到家門口看見女佣拿
著水管在灑水。 

 



人際溝通的困難與障礙 

• 人際溝通困難的原因 

– 時空 

– 知識與經驗 

– 個人立場 

– 主觀態度 

– 利害衝突 

– 面子 

– 溝通技巧… 

• 人際溝通的障礙 

– 語氣 

– 動機 

– 情緒 

– 形象 

– 防衛 

– 專業… 



人際關係的相互依賴模型 

Levinger & Snoek, 1972 

共同關係 (連續過程) 

零接觸 
(二個無關 
的個體) 

知曉 
(單向的態度 

或印象) 

表面接觸 
(雙向態度， 
些許互動) 

輕度互賴 

中度互賴 

強烈互賴 



最簡單的字卻最複雜,猜一個字?  

答案→人 



人與人要如何
相處？ 



傾聽四心訣 
傾聽的原則 

–停看聽 

–用心聽 

–聽重點 

–送回饋 



同理心 



同理心 

• 同理心 (Empathy) 

– 能偵察並指認他人情緒狀態，並做出適當的反應。 

– 要素  

• 關懷表達 

• 專注傾聽 

– 助人的同理心反應技巧 

• 支持 (Support) 

• 解說 (Interpretation) 

• 讚賞 (Praise) 

• 建設性批評 (Constructive Criticism) 



如何與孩子說話一 

• 專注傾聽：  

• 模仿當事人的特殊用語、聲
音的質感、音調、說話速度、
肢體語言：  

• 助人的態度：  



如何與孩子說話二 

• 同理心的技術：  

• 重新建構技巧（reframing）的運
用：  

• 灌注希望、力量的賦權技巧
（empower）的運用：  



•性教育包括生理、心理與社會三個層面 

•所以性教育其實是一個全人教育 

•一個以愛為經、以人格為緯的教育。 

•只是許多人都誤以為他只是在談性慾與生殖而已。 
 



•真希望沒有你這個孩子！」 

•「你把我們家的臉都丟光了！」 

•「好吃懶做，比豬好不了多少！」 
「真是掃帚星，走到那，東西就破
壞到那！」 

•「有夠白癡，這麼簡單的問題也不
會！」 
 

 



孩子的態度 

•全盤接受：於是自尊心降低，否定自我
的能力、價值、甚至不求上進。覺得父母
不是那麼真心愛自己。覺得自己在別人面
前抬不起頭來。 

•存疑、反抗、對立：對父母不滿，質疑
父母的形式、管教標準，行為變本加厲。 

•不理不睬，當耳邊風。  
 



•父母很勇敢，要對子女道歉真不簡單！ 

•父母真的很愛我，很尊重我，也把我當一個大
人一樣平等對待。 

•錯了就要勇敢認錯，即便是長輩也一樣要認錯 

•父母只是一時言辭不當，我不但已原諒他，甚
至因他的道歉，我還更尊敬他、愛他。 

•犯錯也不是什麼很壞或很恐怖的事，事後的道
歉、處理也沒想像中的困難嘛！  

•一句真心的道歉和悔意就能贏回小孩子的心，
多好！  

 

 



• 你希望聽到先生說：『如果你的菜煮的更好，
我會更愛你。』嗎？ 

 

• 你的小孩也不喜歡聽到：『如果你考得更好，
媽媽會更愛你！』  



為什麼我的孩子教不聽? 

•我們慣於處理小孩的行為，卻
不慣於處理小孩的情緒和感受。 

•若只糾正了小孩的行為，等於
拔草不除根，下次同樣的情形，
仍會產生。 
 

 



情感反射法 

•就是用語言把他的情感、情緒狀態說出來。 

•如果你一時無法確定他是覺得討厭、無聊、生
氣、害怕、傷心……時，你可以概括性的說：
「看來，你心情不好喔！」 

•然後，拉著他的手，坐下來，眼睛端詳著他，
說：「來，讓我們談談，好嗎？」 

•小孩在你溫暖、肯定的態度鼓勵下，那些隱藏
在「不合理」的行為下的情緒或感受就可以抒
發出來或得到安撫了。  



如何加入孩子話題 

• 說話者—家長或孩子 

• 傾聽者—家長或孩子 

 



良好的夫妻關係， 
是父母送給小孩一輩子 
最值得珍藏或運用的好禮物 



•夫妻兩人間的互動，更是小孩學習人際關係的
範本： 

•誠心誠意的溝通，可以增進情感及心靈上更深
的契合； 

•相敬如賓，讓小孩知道即使親如夫妻，也要彼
此尊重； 

•互相扶持，共同養育小孩，承擔家庭責任，責
任小孩體認了夫妻是生命的共同體； 

•而夫妻間偶發的過失、衝突及解決之道，則讓
小孩見證了真正的人性和情緒的起伏，至於是
雨過天更晴還是山洪爆發，那又是不同版本的
教材啦！ 
 



做父母是一項終身的學習 

你有入學證明 

但是沒有畢業證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