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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的男孩在媽媽的陪同下來談話。出門

前，重看了媽媽寫來的訊息，我覺得這

個孩子沒什麼問題，其實不需要談話。

這似乎也是我與其他孩子談話常有的

感覺：孩子沒有問題，是大人覺得孩子有問

題。當大人戴著有色眼鏡看孩子，對待孩

子，久而久之，孩子便真的出現問題了，這

實在是令人感慨萬千的事。

但我已經答應談話，又與男孩的媽媽是

好朋友，所以仍是出門赴約了。

天氣甚冷，我穿了毛衣與羽絨外套赴

約，卻見與我一般高大的男孩短衣短褲的，

我問他：「這樣不冷嗎？」他說不會。

還未開始談話，我與男孩在感受上即有

如此大的差異，談話之後，在觀點、期待上

的差異，恐怕會更大吧？有差異是正常的，

也是令人欣喜的，我很期待看見彼此更多的

差異。

我與男孩談了一個半小時，談他在學校

難以專注上課，談他與媽媽的關係，也談他

是如何看自己的。我感覺這是個非常好的孩

子，不僅稟性好，媽媽教得也很好，他與媽

媽的內在非常靠近，可見媽媽下了不少工夫

在改變自己。

與男孩談完話後，我也與媽媽談了一

會兒。過程中，媽媽流淚了，男孩在遠處見

了，慢慢來到媽媽身邊，默默陪伴。看到這

一幕，我很感動。

談話結束後，我給媽媽回饋：青春期的

孩子正在追尋自我，有時難免會犯錯，會衝

撞體制，持續給予孩子愛與界線，孩子便能

在犯錯中成長。

隔天，媽媽告訴我——

男孩回家後，做起事來變得積極、主

動，媽媽問他原因，男孩說，這是因為談話

後，他開始覺得自己是個蠻不錯的小孩，而

不是大人眼裡那個老是把事情搞砸的人。

媽媽又問他，去談話時，是否想跟羅老師

握手？男孩說是，他想用握手表示禮貌，但又

感覺羅老師不太好親近，因此不敢伸手。

「現在呢？還會覺得羅老師不好親近

嗎？」

「不會啦，老師讓我感覺沒有壓力，也

讓我現在變得比較喜歡自己了，我好像沒看

過這樣的大人。」

聽完媽媽這番轉述，我在想：我在對話

裡做了什麼，會讓孩子從內而外，有如此改

變呢？

對話一開始，我先建立安全感，讓孩子

願意信任我，對我敞開他的內在。但這不是

一種策略或技巧，而是發自我的真心，我是

真心想瞭解他，而不是拐個彎、變個招想改

變他。

接著，我帶著好奇與孩子對話，欣賞他與

我在各方面的差異，也看見他的正向資源。當

他能看見到自己的正向資源，他的內在就會有

力量，一個內在有力量的人，怎麼會不喜歡自

己呢？怎麼會不積極、主動？怎麼會不熱愛生

命呢？

我認識這位媽媽多年，看見她在繁忙的

工作之餘，仍不忘持續學習，以改變自己。

這陣子，她的內在過不去了，她也願意求

助。我相信，孩子在她的陪伴下，會越來越

好，越來越能展現自己的獨特性。

文／羅志仲（教育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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