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父
母總想給孩子最好的教育，

提到「教養」總是會想：

「我在教育孩子時做了什麼？」

其實，「做了什麼」並非重點，

重要的應該是「看見孩子的需

要」，孩子才是核心！

為了孩子，自己必須改變

多數人都是有了孩子之後才

開始摸索如何當爸媽。在接觸薩

提爾對話系統之前，我的教養方

式也是沿襲上一代的作法，父親

怎麼教我，我就怎麼教我的孩子，而舊式教

育最常用威權打罵的方式，藉身體上的疼痛

令孩子記住不可以再犯錯。但老大二歲時，

因為一次奶茶事件，讓我首度驚覺自己應該

改變了。

那天早上，孩子看我喝奶茶也想試，但

我不想讓她喝含糖飲料，孩子又堅持要喝，

拉扯之間打翻了奶茶，我急著出門，有時間

的壓力，想到還得收拾殘局，便生氣責怪

她，她卻回嘴：「不給我喝，活該！」這下

捅了馬蜂窩。人一憤怒就失去理性，我下意

識伸手打過去，以為她痛了就會乖乖聽話、

說對不起，沒想到她卻對著我大吼，我加重

力道又打一下，孩子踉蹌跌倒，還是拼命對

我大叫，我下意識用腳一踢，她被踢倒，正

面朝下趴在地上動也不動，我也嚇到了，沒

想到她披頭散髮，努力掙扎爬起來，依舊握

緊拳頭，使盡全力對我怒吼。

當時我非常震驚，警覺到她內在充滿了

情緒，她的樣子讓我想起自己十八歲在傳統

打罵教育壓抑下，也是有氣無法宣洩、動不

動就暴怒的情景，可是這孩子才二歲呀，若

我不改變，真不敢想像她將來會變成什麼樣

子，再想到母女關係可能會很疏遠，甚至衝

突不斷，就十分擔心。當時我的哥哥李崇建

已將薩提爾模式運用在對話上，並走出自己

的一條路，因此我開始學習薩提爾，希望能

改變自己，重建親子關係。

修補關係，必經刨根過程

薩提爾是一位心理諮商師，有一天他

結束一名少女的諮商時，女孩的媽媽剛好走

進諮商室，一瞬間在他引導下原本已打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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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儀婷老師談「薩提爾的親子對話」，幫助家長學習對話。



房、變得開朗，幾乎可以結案的女孩，一見

到媽媽，突然又變回從前畏縮內向的樣子。

他回想起以往也曾碰過一些經過諮商逐漸康

復的個案，回到社會卻適應不良，甚至比以

往的症狀更嚴重。於是發展出薩提爾模式，

將不適當的溝通風格分為四種：指責、討

好、打岔、超理智，這四種會造成人際的衝

突或不平衡，比較理想的方式是「一致性的

溝通」。

後來他開始進行家族諮商，因為他發

現，在父母沒有改變之前，孩子想要改變是

十分困難的。尤其當他的原生家庭有暴力或

負面教育傾向，這個孩子不管怎麼努力都是

徒勞，除非他長到十八歲之後，有能量去承

擔自己的改變，他才能真正成長。

薩提爾對話模式適用於所有年齡層的孩

子(包含小小孩)，但每個人的氣質與背景不
同，並不是學了以後，問題就會立即改善，

它必定得經過一段「刨根」過程，才能把過

去崩毀的親子關係修補回來，這需要很長一

段時間。我自己在帶領孩子走出來的過程

中，看到孩子如何從比較沒有安全感、情緒

崩壞的狀態，慢慢走到比較開闊、穩定，感

觸很深。

學習對話，掌握聽、核、心

如何運用薩提爾的對話處理孩子之間的

衝突？首先，留意四個關照順序，由最重要

起依序是：內在、界線、規範、方法。

「內在」的意思是，主導者的內心是否

平穩？在你準備去解決衝突之前，得先關照

自己的內在，如果你帶著情緒進入，並無法

釐清、解決問題。「界線」是指人與人間的

安全距離，在個人的底限之上發展合宜的互

動，在這個關照之下，孩子們吵架，我的底

限就是只要沒有生命危險，就不會介入。

第三個是「規範」，每一個地方都有規

範，如學校有校規，社會有倫理道德或法律

規範，家庭裡也可以討論設下共同規範，我

們家的規範就是吵架不能動手打人。一旦衝

突變激烈，為避免打起來，父母就會介入，

要求他們分開，在彼此冷靜前不可以碰面，

這就是「方法」，也是最後的步驟。

通常爸爸媽媽的困難點在於，我們也

是人，也會生氣，偶爾情緒來了怎麼辦？

這時請你記得這句話：「讓問題跑一會

兒！」如前面孩子打翻奶茶的例子，應馬

上告訴自己：「我要離開一下」，離開衝

突的現場，離開那杯奶茶，然後問自己：

「怎麼了？我是因那杯奶茶打翻感到生

氣？還是要處理被奶茶弄髒的地板感到乏

力？或者因小孩不聽話而感到不舒服？」

讓問題先擱著，不要急著回應，你會想得

更清楚，更能明智處理，待情緒平穩後再

去開啟對話。

進入對話之後記得：「聽、核、心」

這三步驟。「聽」是指「傾聽」，要全神貫

注地聽，眼睛要看著孩子，如當下無法全心

回應，可以跟孩子說現在正在忙，等一下會

找五分鐘時間專心聽他說，而不是敷衍。

「核」是指核對，藉由「複誦」讓他有所覺

察，完全複誦他說的話，既可以表達傾聽，

透過聲調改變，也可以是提問、核對；或

「換句話說」，用不同的說法，譬如當孩子

說：「哥哥打我！」可以問：「你被哥哥打

了，剛剛有發生什麼事情讓你被打嗎？」幫

他核對事件經過，不必急著給答案，也許當

他說完自己也恍然大悟。

「心」就是用心欣賞，我們要欣賞的

並不是事件、分數，而是他的認真、努

力、能力表現，通常，你欣賞了孩子的認

真，下一次他會更認真，你欣賞他的負責

任，他會更加負責。所以在家庭裡推動用

心欣賞，心與心的距離會拉近很多，家庭

連結力會更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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