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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剛出生還不會說話，就懂得用哇哇

大哭來表達求生意志，哭的時候聲嘶

力竭、全力以赴，這種不屈不撓的精神，是

生存的本能，如果一以貫之，往後人生將會

無比充實而精采。然而，這股強大的生命動

能，為什麼會隨著成長而在某些孩子身上悄

悄流失了呢？

適時撫慰滿足心靈需要

有個著名的心理學實驗，在剛出生的小

猴子身邊放兩隻假母猴，一隻用絨布製作，

另一隻則用鐵絲，並將奶瓶嵌在鐵絲做的假

母猴胸部。實驗發現，小猴子餓了會跑到鐵

絲母猴身邊喝奶，一旦喝完奶就跑回去依偎

在絨布母猴身上，可見「撫慰」的重要，是

動物成長不可或缺的心理需求。孩子也是一

樣，在吃飽穿暖的基本需求滿足後，仍十分

需要溫柔的肢體撫慰，讓他們感受到來自父

母溫暖的愛意。

孩子大了以後，或許不再經常和父母

擁抱，少了頻繁地肢體接觸，但心靈上的撫

慰仍是必需。台灣父母在這部分普遍給得不

夠，偏向只對孩子講道理，又往往把教導跟

責罵混在一起，無法讓孩子感受到我們對他

的愛和尊重。

什麼是「撫慰」？舉例來說，孩子回

家跟你說，今天考試本來會的竟然都不會

了，能同理的家長通常只會安慰他：「沒關

係」，但若還能再加上一句：「你會難過

嗎？需要爸爸媽媽做什麼嗎？」這就是「撫

慰」。又比方說，孩子最近脾氣很毛躁，有

可能是在外遭遇某種挫折或打擊，有氣無處

發洩，變得喜歡

挑釁，這是一個

警訊，提醒父母

要沉著，關心孩

子的狀況，問問孩子最近是否比較容易有情

緒，孩子不回答沒關係，但是他已經接收到

你的關懷。

有的孩子需要時間獨處，可能無力回應

你的關心，但他自己會穩下來，等他準備好了

就會告訴你，但這時候放不下的通常變成了父

母，會開始懷疑，孩子真不需要協助嗎？真的

沒問題嗎？我們要學會信任孩子，他說不需要

時，我們就耐心等候，不要過於緊張。

青少年並不是那麼容易接受關心，你有

可能會碰釘子，但是不要因為碰釘子而有挫

折感，因為你的關心孩子已經收到了；如果

發覺孩子的攻擊力道強，要轉念安慰自己：

還好他願意讓我們知道自己的壞心情。和孩

子溝通時，要讓他感到安心，允許他能自己

做決定，切勿有意無意間出現貶抑的語言，

那會讓孩子覺得你不信任他。也不必急於得

到回應，要展現「我尊重你的感受，可以等

你慢慢想」的誠意。

傾聽也能促進愛的流通

孩子從出生、幼兒園、小學到國中，每一

個階段你都得重新認識他們，如果發現過去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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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講／曾端真（大學教授）   整理／胡慧文

▲  

曾端真教授在品德與

教養講座上談「讓愛

暢通」的溝通觀念。

泰山真愛家庭 2109

讓愛暢通，溝通無礙

本會「品德與教養」講座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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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有效的互動方式，現在好像不太管用，就

表示該換個方式對待，不要再用老方法了。

大人一開始都好聲好氣要教導孩子，

但是看到孩子不耐煩的態度，就會忍不住開

始說教；一被教訓，孩子的臉色也變得更難

看，大人看了便氣上心頭，一言不和就產生

衝突。教導本來就是費力的事，當你發覺自

己已開始有了火氣，必須趕快剎車，勇敢對

孩子坦誠說：「爸媽現在不適合跟你討論，

我們都冷靜一下，吃過飯後，再來討論。」

提醒自己放鬆一下，不要在情緒上頭衝口說

出難聽的話。

人都會有情緒，我們要朝「學習怎麼處

理才是對孩子有好處」的方向去努力，往往

被父母指責倔強固執、一意孤行的孩子，其

實都是互動不良出現的行為，因為孩子不知

該怎麼表達，也不懂該如何整理自己的想法

和情緒，只好硬槓、賭一口氣，任憑情緒當

家。其實父母也不必講太多大道理，只要平

常願意聽孩子說說生活的瑣事，鼓舞他們表

達的意願，比講道理更重要。重點是要讓孩

子覺得自己被重視，自我價值感才會提升，

也才能更勇於表達自己。

當面對孩子的質問，如果你一時講不

出話來，也不要去否定孩子，認真地聽孩子

說，盡量認同他，這樣就夠了。或許有人認

為這樣會讓自己的權威蕩然無存，助長孩子

自以為是，這其實是不必要的顧慮。父母如

果不去傾聽、接納孩子，孩子就會失去勇

氣，沒有勇氣的人無法自我改變，那就真的

變成不知悔改了。

傾聽能促進愛的流通，撫慰孩子的情

緒，促進思考，培養孩子健康的自我觀、

人我觀、世界觀，最重要的是能「贏得孩子

的合作」。例如孩子發脾氣，門一甩跑了出

去，當他回來時，你如果還在生氣講不出

話，沒關係，只要簡單的一句：「喔，回

來了，爸媽就放心了。」這表達出你的「傾

聽」，你讓孩子知道，你知道他不高興出去

了，你懂，所以你願意看到他回來。如果你

持續生氣，會讓他沒有勇氣回來。

以身作則培養孩子高EQ

請記得，孩子再怎麼任性，終究都是愛

父母的，他出去後一定會想回家。當他回家

時，大人要學會「不過問前因」，別老是翻

舊帳、壓痛點，這是在幫助他學習如何處理

情緒。當你愈是相信和接納他，慢慢的孩子

會比較願意坐下來和你討論。

比方說，十來歲的孩子三天兩頭討零

用錢買東西，與其一味禁止，或者是無奈妥

協，不如坐下來好好討論，而不是比大聲或

是比誰拗。孩子情感、經驗都相對不成熟，

所以在討論過程中，父母須耐著性子不發脾

氣，當孩子吵著說同學都有，他也一定要

有，你來我往僵持不下，大人若按捺不住，

火氣就容易上來，導致對立情況愈演愈烈。

孩子拒絕溝通很可能是基於過去不良的

經驗：常常大人都說自己很民主，但討論到

最後卻要孩子「你非得聽我的」，所以孩子

就變得不信任我們，惡性循環就開始了。父

母要先自問：「我有沒有辦法把自己的脾氣

用比較健康的方式表達出來？」大人無法

自控，就不能奢求孩子心平氣和。

▲  曾教授提醒家長，讓孩子覺得自己被重視，自我價值感才

會提升，也才能更勇於表達自己。



泰山真愛家庭 4109

與孩子對話是要講究策略與技巧的，

首先要傾聽孩子述說，了解他的想法，接納

他的情緒，這是同理而非同意孩子的行為，

等孩子打開心房，父母切記要真誠地表達感

受和想法，請記得「不指責、不說教」。與

孩子開誠佈公、理性討論，有助培養他的判

斷、思考、表達和紀律養成、問題解決等能

力，還能提高情緒EQ。 
傾聽可以「贏得」孩子，孩子才會願意

聽你說話，他的心願意和爸媽在一起；但很

多大人爭面子、耍權威，要「贏過」孩子，

這會引起對立與疏離，造成孩子不願意說真

話。所以和孩子討論的時候，如果你總是動

用權威、堅持己見，或大發脾氣，要求他順

從，動輒打斷或評價他說的話，就是親子雙

輸，輸掉一個讓孩子提升EQ的機會。
EQ高的孩子將來較能在多變的職場環境

有所成就，而這有賴父母的以身作則，用行

動向孩子展現自己的EQ。

善用討論引導思考判斷

父母要提醒自己在溝通過程中，接納孩

子和自己的差異，包含：情緒、信念、性格

（內外向、感性與理性等），用溫和堅定的

態度，多傾聽少說話。孩子的心比我們想像

中柔軟，沒有孩子願意跟大人作對，讓自己

的人生一塌糊塗。

父母不需要討孩子歡心，該管教時一定

要做到位，拿捏的重點是，要讓孩子感受到父

母的愛，理解自己之所以受責罰，是因為沒有

盡到責任，把份內之事做好。但管教時立場要

柔和而堅定，幫助孩子明白父母的期待，即使

他不樂意仍有承接的能力，也能堅持下去。

過去說「嚴父出孝子，慈母多敗兒」，

其實未必正確，對孩子嚴厲的尺度沒有掌握

好，可能會導致兩個極端的後果。一是孩子

因害怕而退縮，自我價值感低落，挫折容忍

度也易較低；有些孩子表面上很生氣，把門

一甩退回房間，實則心裡很痛苦。嚴厲管教

可能會造成孩子情感壓抑，而長期壓抑情緒

的孩子一旦內心受了傷，就會變得很脆弱和

特別敏感，為了自我保護，很容易採取攻擊

態度。如果你發覺孩子總是氣呼呼，渾身帶

刺，其實心理很脆弱，說一句他就受傷了，

深怕人家說他不好，這樣的孩子挫折容忍度

是很低的。

另一個極端是經常和你對嗆。孩子會嗆

你，至少表示他願意溝通，讓你知道他不開

心，你就有機會了解他，比內縮不吭氣的孩

子容易引導。「敢說」的孩子，也是有骨氣

的表現，因此父母要幫助他把骨氣用在對的

地方，這也正是親子溝通的價值所在。如果

責怪他忤逆，否定他敢於直言的勇氣，反而

會錯失引導他的機會。

親子討論雖然看起來很耗時費工，可是

對孩子有極大好處，透過平日親子討論的訓

練，孩子會懂得不亂做決定，有助判斷力培

養。討論時不要直接給孩子建議，即使他講

出不成熟的想法，也不要直接否定，而是要

引導他再思考是否還有其他的方法。

讚賞與鼓勵別造成壓力

親子間討論的重要，就是在過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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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會為家長辦理各項教養議題講座，吸引家長參與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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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清楚自己的想法，練習如何精確、簡單扼

要的表達自己的意見，達成意見與價值的交

流，如果因為意見觀點不同有了衝突，學習

溝通妥協，找到共識。討論還可以讓孩子變

得有紀律，因為他在跟你討論的時候有機會

表達、學習自我約束、提升EQ，所以花時間
和孩子討論，是最有價值的投資。

我曾經看過不少明星學校的學生，一到

考前就十分焦慮，因為太在乎自己的考試成

績，尤其經常保持全班前三名的孩子，每到

考試都害怕自己掉出前三名之外，有些還會

焦慮到罹患精神官能症，甚至選擇休學就不

用再擔心自己保不住紀錄。

人生需要的是努力，如果一直把重點

放在結果上，就會害怕失敗，而不願努力。

努力操之在己，成就操之在人。有努力特質

的人，只要不把重點放在成就上，反而容易

得到成就。孩子如果自信不足，他會特別在

乎結果，因此建議父母表揚的重點要放在孩

子努力的過程上，譬如說：「我看到你很細

心的在寫字。」這是鼓勵，看到他努力的過

程。若是說：「你的字寫得真漂亮！」則是

稱讚，它雖有激勵作用，但孩子容易變成討

好者，自我概念依賴在他人的評價上，容易

去嫉妒其他更易得到稱讚的孩子，也會因為

不易獲得稱讚而產生反抗性行為。

不少家長的鼓勵會讓孩子感到壓力，

是因為使用很多表面上看似鼓勵的話，例

如：「你可以表現得更好，如果你多努力一

些」或「你進步了很多，但是若再細心一些

⋯⋯」語句裡傳達了失望與不滿，隱含著

「你不夠努力」的涵意。

所以，當孩子氣餒時，我們可以說：

「雖然結果不理想，你很難過，但是我看到

了你的努力。」想鼓勵孩子有面對挫折的勇

氣，可以這麼說：「爸媽知道最寶貴的是從

錯誤中學到經驗，你願意試著說一說嗎？」

都能適時的給予孩子心理上的撫慰與鼓勵。

孩子的勇氣來自於「自信心」，這份自

信，源於父母對孩子的信任。大人用欣賞的

態度肯定孩子的努力過程，孩子也將會帶著

初生之犢的勇氣，自信地走出自己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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