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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跟孩子的相處狀況？
試著跟旁邊的人聊聊

等等我會徵詢大家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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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 V.S 青少年
並非全然對立，但不共邊機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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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

管理者/法定代理人

家中話語權較高者（理論上）

重視品德/行為表現/課業

學校生活資訊接收者

家長跟青少年的比較

青少年

被管理者/被代理人

家中話語權較低者（理論上）

重視同儕/人際關係/課業/遊樂

學校生活資訊提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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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處在需要管理小孩

但對他的生活資訊量低

只能靠他人提供的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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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得知有關小孩的資訊？
簡單來說

你會從哪裡問小孩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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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從以下人物中得知

● 小孩本孩

● 導師/任課教師/生教組長/輔導教師

（越往後通常代表家長們心中認為的嚴重程度）

● 身邊的同學&他們的家長

● 如果行動有行為對象，還會有行為對象&他的家長

● 各種來自學校的群組、八卦、流言蜚語、BlaBlaB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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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先相信誰呢？

9 Photo by Julia Caesar on Unsplash

https://unsplash.com/@juliacaesar?utm_source=unsplash&utm_medium=referral&utm_content=creditCopyText
https://unsplash.com/photos/3VmiRM4vW2Y?utm_source=unsplash&utm_medium=referral&utm_content=creditCopyText


親子信任遊戲
親子共邊來自於互相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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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任遊戲？

家長能否接住孩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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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能否理解家長呢？

Photo by Robert Collins on Unsplash

https://unsplash.com/@robbie36?utm_source=unsplash&utm_medium=referral&utm_content=creditCopyText
https://unsplash.com/photos/DrUguS1oBGU?utm_source=unsplash&utm_medium=referral&utm_content=creditCopyText


我們瞭解現在的孩子嗎？
孩子漸漸長大

有沒有變得不一樣？

12



先有理解才能接住

我們容易

自己凍結孩子的時間

認為孩子永遠N歲

（N=未獨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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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們用N歲

去理解孩子

好像很難接觸現在的他

只覺得……

他變了

Photo by Martin Adams on Unsplash

https://unsplash.com/@martinadams?utm_source=unsplash&utm_medium=referral&utm_content=creditCopyText
https://unsplash.com/photos/_OZCl4XcpRw?utm_source=unsplash&utm_medium=referral&utm_content=creditCopyText


我們如何瞭解孩子？
如果你想瞭解孩子

你會怎麼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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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簡單的就是對話

15 Photo by Priscilla Du Preez on Unsplash

https://unsplash.com/@priscilladupreez?utm_source=unsplash&utm_medium=referral&utm_content=creditCopyText
https://unsplash.com/photos/J4PDhW-KyPg?utm_source=unsplash&utm_medium=referral&utm_content=creditCopyText


“只有對話開始了

想法有所交流

才有機會互相瞭解”

16



彼此好好說話的方式

先聽

我想講的

v.s

孩子想講的

都有聽到嗎？

討論

核對剛剛聽到的內容

討論剛剛彼此說的

（直接管教會引發大量情

緒）

引導 > 管教

（相信他們的思考能力）

去結果論

結果

v.s

過程

哪個重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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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小孩知道用意

才會知道我們的用心

我們不會通靈

孩子更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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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換真心
我們能不能真的掏心掏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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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孩子付出真心

20 Photo by Giulia Bertelli on Unsplash

https://unsplash.com/@giulia_bertelli?utm_source=unsplash&utm_medium=referral&utm_content=creditCopyText
https://unsplash.com/photos/dvXGnwnYweM?utm_source=unsplash&utm_medium=referral&utm_content=creditCopyText


為何會有這句話出現？
我們對孩子一定是真心的啊！

這句話是什麼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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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給子女的愛

關心他的生活起居

關懷照顧

管教教育

付出什麼真心

將青少年看作半個大人的愛

交換煩惱與痛苦

平行式的討論

略上對下的引導

真實的感受與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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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不能都不管教吧？

發現明顯的錯誤事件時

先停下來想想幾件事情

以及瞭解眼前的青少年

聆聽他怎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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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他知道這是錯的嗎？

2. 為什麼還做？

3. 他是否表現驚慌後悔？

4. 如何預防再發生？

Photo by Drew Hays on Unsplash

https://unsplash.com/@drew_hays?utm_source=unsplash&utm_medium=referral&utm_content=creditCopyText
https://unsplash.com/photos/hdGyEhAMYdo?utm_source=unsplash&utm_medium=referral&utm_content=creditCopyText


“孩子需要害怕的是「事」

孩子不需要害怕「人」

怕人只會逃避讓我們知道

怕事才能真正防止再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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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自我中心

● 假想觀眾

－大家都在看我

● 個人神話

－這個不會出事啦！緊張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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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有是非判斷能力

只是傾向自我膨脹

現實的討論

對事物的理解

可以加強「現實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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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時交換的重要性

其實我們跟孩子的溝通

很像藍芽耳機跟手機

連結之後有聽有通話

操控功能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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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要時時充電

更新彼此的硬體

保持聯絡

Photo by Mika Baumeister on Unsplash

https://unsplash.com/@mbaumi?utm_source=unsplash&utm_medium=referral&utm_content=creditCopyText
https://unsplash.com/photos/eQJ8L2fKdLs?utm_source=unsplash&utm_medium=referral&utm_content=creditCopyText


Thanks!

Any questions?
FB：心裡學－林詠齊的心理師之路

IG：yungchi0211c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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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by Manuel Cosentino on Unsplash

https://www.facebook.com/yungchi0211case/
https://unsplash.com/@manucosen?utm_source=unsplash&utm_medium=referral&utm_content=creditCopyText
https://unsplash.com/photos/M3fhZSBFoFQ?utm_source=unsplash&utm_medium=referral&utm_content=creditCopy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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