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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有青少年
-用好話養出好孩子

的藝術

王裕仁 諮商心理師
2018.0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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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我~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心理與諮商學系】碩士 / 中原大學⼼理系學士

 現任：

 桃園市諮商心理師公會4th副理事⻑ / 諮商⼼理師全國聯合會理事
 桃園市學生輔導諮商中⼼＆新北市專輔教師團-特約督導
 桃園市政府身⼼障礙者福利與服務需求評估審查會委員
 大專院校兼任教師/諮商中⼼兼任⼼理師/諮商實習督導
 中小學 ＆ 社福機構 合作⼼理師（天使⼼家族社會福利基金會、新北市身⼼障

礙者家庭資源服務中⼼、桃園南區早資中⼼、桃園北區單親家庭服務中⼼、桃園
⾃閉症協進會、衛福部北區＆中區兒童之家、新北＆桃園家防中⼼、桃園&新竹
張老師、桃園法院、璞成⼼遇空間…等）

 經歷：
 桃園市諮商⼼理師公會3rd理事⻑、部隊⼼輔員、啟能中⼼⼼輔員、學校生

命教育研究、童圓潛能發展學園治療師（身⼼障礙兒童、青少年各發展階段
治療課程暨家⻑諮詢）、醫院精神科＆兒童⼼智科實習⼼理師

 團體帶領經歷：（1,500小時以上）
 包含身⼼障礙兒童暨成⼈及手足、親子之訓練和互動主題、中小學暨大專生

⾃我成⻑及特殊主題、志⼯訓練暨助⼈者專業等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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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青春期的孩子正處於多重矛盾的狀態：

 生理成熟 vs. 心理成熟的不一致

 獨立需求 vs. 依賴需求的不一致

 團體認同 vs. 自我認同的不一致

 孩子面對自己的多重混亂時，你可以是
最好的陪伴者、支持者，而非指導者。

我們都曾是～青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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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轉個念頭，我們和孩子都更好！

 嘗試去了解孩子產生的問題行為（是
行為不OK，指涉的是事；

 並非你有問題，指涉的是人），找到
合宜的管教方式（對症下藥）。

 珍惜我跟孩子相處的每個片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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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想教出什麼樣的孩子？

 權威嚴格的家長：高壓的管教，家長說
了算，治得了一時，治不了一世。

 衍生後遺症：親子關係變糟、孩子難學
會自我控制（只為服膺權威）！

 你想要有個自動自發的孩子嗎？

 適時收起自己的叨唸，以『選擇』代
替，孩子才能從小學會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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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想教出什麼樣的孩子？

 減少你的脾氣發作～打你是為你好，打
在兒身痛在娘心～重點不在打，在『堅
持』（溫柔的堅定）。

 誰要打113？

 被家暴的孩子vs.被家暴的家長

 以愛為名的暴行，不是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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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想教出什麼樣的孩子？

 自由放任的家長：無為的管教，孩子失去依
循，過度的自由帶來內、外在的失序。

 衍生後遺症：親子關係變淡、孩子易無所適
從！

 你想要有個會愛人的孩子嗎？

 愛是天性，但更需要學習如何表現，不打不
管不代表愛，冷漠、忽視更在告訴孩子你不
值得我愛！我連花時間力氣在你身上都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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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想教出什麼樣的孩子？

 有品質的陪伴勝過長期但缺乏品質的陪
伴。

 就算不能花多一點的時間，要保留珍貴
的相處時間給孩子。

 3C產品的流行，教養的便利？

 北捷的喋血案，誰錯了？

 冷漠的孩子帶來冷漠的父母？



9

你想教出什麼樣的孩子？

 有為有守的家長：合理的管教，雙向的溝
通，陪伴孩子長成屬於他的樣子而非讓孩子
長成你心中的樣子。

 特別提醒：家長的自我管理重要、身教重於
言教！Children see, children do.

 如何賞識你的孩子？

 看他/她還不足的地方？亦或看她/他已經做到
的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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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想教出什麼樣的孩子？

 你的語言是「你怎麼又…」、「都告訴你幾
次了」、「你還可以做到…」

 「你怎麼又…」→「我很失望，你沒做
到…，希望可以再試試看（合理的目標），
我能幫什麼忙，請讓我知道。」

 「都告訴你幾次了」→「事情還是沒有達成
我們的共識，有什麼地方是我們需要再討
論、調整，比較可以達成我們倆都同意的
（合理的目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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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想教出什麼樣的孩子？

 「你還可以做到…」過份強調不足而少
了欣賞已經完成的。

 「你達成了我們都希望的（合理目
標），讓我對你更有信心，下次如果要
挑戰（下一個目標），你想試試看的
話，我會幫你加油！」

 好的陪伴是有大人的「能」和友伴
的「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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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會反抗/防衛

 【投射性認同】：好來好去、壞來壞去

 人類最早的人際經驗，是從母嬰關係開始，和主要照
顧者間的關係品質，決定了往後關係發展的初始模
型。

 若長時間下來是糟糕的多，就容易定型。

 但不代表，往後沒有修正的機會，只是要看有無貴人
經驗（良性經驗）的發生，一旦開始的經驗是不好
的，即使是良性經驗要進來，往往也要經歷很多掙扎
和衝突。

 受苦的人，往往就在於受限於過去的不好經驗，且無
法輕易吸收良性的經驗，或難以產生良性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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懲罰對事不對人

 要讓孩子了解被懲罰的原因，要確信孩
子知道哪一個行為會引起現在的懲罰，
而且不要做人身攻擊、指責他的品德，
如果有更好的替代方案要避免懲罰。

 懲罰是手段而非目的，讓孩子自我提醒
而非被迫承擔他人情緒、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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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用正向語言/替代

 在生活中盡量鼓勵孩子展現他的長處，當這
個長處出現時，明確地指稱出來並且獎勵
他。

 在孩子完成一件事時獎勵他，而不要僅是為
要他心情好就獎勵他。而且讚美的程度得適
合他的成就。

 用更好的Y行為替代有用但不夠好的X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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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向管教的運用

 告訴孩子哪些是正面的行為vs.只告訴
孩子「不可以」表現哪些行為

 讚美獎勵孩子的努力和好表現vs.嚴厲
回應孩子的不當行為

 孩子遵守規則是因為大家討論過、認同
的規則vs.遵守規則是因為威脅利誘

 前後一致、堅定的引導vs.羞辱貶抑的
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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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向管教的運用

 肯定尊重孩子vs.否定羞辱孩子

 非暴力的語言和行動vs.暴力與攻擊性的語言
和行動

 回應的方式和孩子的不當行為有直接關聯，
回應方式考量孩子的能力、需求vs.採用不相
關的回應，未考慮孩子的需求與能力

 孩子學到如何自我管理vs.只會陽奉陰違

 傾聽與示範vs.不停嘮叨

 是行為錯了vs.是你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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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情緒認識及控制

 家長自己如何先照顧好自己，必須要
對自己有更多了解，知道容易讓自己
失控的原因是什麼？以及心裡的許多
地雷區，甚至自己早年被對待的方式
等等，都會反應在現在面對孩子問題
上的種種情緒狀況。

 找資源，尤其是人際資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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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情緒認識及控制

 首先，要至少能敏感到自己在生氣。

 第二，能夠在當下不對孩子有更多傷害性的
言論及行為造成，例如發現自己因孩子很生
氣了，當孩子又靠過來，可以跟孩子說我現
在很生氣，目前我能夠對你做的最好方式就
是請你先離開我，等我不生氣時我們再來
談！

 大目標就是我希望對孩子好，家長自己發脾
氣不見得不好，但如何透過發脾氣的動作讓
孩子既不受傷又有學習，家長需要先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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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子關係維持與修復

 不管如何，你終究是我媽（爸）。

 在我需要的時候，請給我你的愛，不要
等我不需要了，你再硬塞給我。

 多聽，了解（從孩子的眼光與世界去
看）；可說（別說教），關心（而非牽
制）。

 已經有裂痕，要有被拒絕的勇氣和耐
心。鍥而不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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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 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