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每
個家長心中都期望孩子在生活上能自

動自發，可是孩子不是叫不動，就是

越叫越反抗，或是根本就沒有想法，搞到後

來家長與孩子兩敗俱傷。

有一位家長來找我討論他那個「沒有主

見的成年孩子」，說這孩子雖已成年了，可

是每件事都要別人幫他做決定，連吃個飯也

沒有自己的想法，讓他相當苦惱。

我們談了幾次之後，我發現這個家長幾

乎主導了「成年孩子」的生活大小事，例如

幾點要起床、早餐吃什麼、幾點到幾點才能

用網路，連外出買東西的路線與內容都鉅細

靡遺地提供「建議」，有意無意之間壓抑了

孩子的想法。

當我提醒時，家長反而不悅，認為我干

涉了他的教養方式，甚至強調自己過往的風

光與才能，硬是不願放棄「管理」孩子的主

導權，不讓孩子繼續下一次的會談。

很可能，這個「成年孩子」並不是沒有

自我，而是不被允許發展自我。

干預過度導致沒有主見

精神分析理論中，人有三個我：本我、

自我、超我。

「本我」代表我們的慾望，存在我們心

中深處，會透過不同的方式表現出來；「自

我」負責在現實條件中，協助我們實現慾望，

但同時要規避「超我」的限制；「超我」是

受道德影響，規範一個人的行為舉止。

我們成長的路上，會不斷地調整這三者

的關係，讓自己以最能符合現實條件、不違

背個人道德觀念，又可以滿足慾望的方式生

存下去。健康的成長，「自我」的角色會漸

漸吃重。

如果「自我」的成長被過度干涉，導致

慾望很難在現實生活中獲得滿足，就很難有

屬於自己的道德判斷，須仰賴他人做決定，

形成一個沒有主見的人。這人心中雖有一些

慾望，但是不敢表達，或是不能判斷自己行

為舉止的對錯，而躊躇不前。

家長在養育孩子的過程中，自然會影響

到孩子三個「我」的成長與表現方式，此時

若沒有適時讓他學習自己調配成長的空間，

孩子就很難生成屬於自己的自我，而須處處

仰賴他人來引導自己。

 幫助孩子的自我成長

有一次，我的孩子在書房寫作業，房間

裡發出了一些聲音，我猜孩子正在偷偷地玩

玩具，原本想要去打斷他，沒收他的玩具，

好讓他有效率地完成作業，但我想了想，並

沒有這麼做，仍在客廳整裡自己的資料。

一會兒，孩子走到客廳，拿了一包拼

圖給我說：「給你，不然我會玩！」我笑了

笑，接過拼圖。

再過一段時間，孩子又拿了一包黏土

出來說：「給你保管，不然我會一直玩，作

業會寫不完。」我笑了，摸摸孩子的頭，孩

子就跑進去快速地完成作業。我知道孩子的

「自我」在這時候長出來了。

家長能做的是，陪伴在孩子身邊，與

孩子同在成長的路上從錯誤中學習，孩子在

過程中發展出滿足慾望的方式，以及判斷對

錯的標準；最重要的是，家長要打從心裡相

信，「陪著」而不是「干預」孩子成長，孩

子的「自我」自然就會長得又高又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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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孩子長出自我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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