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青
春期，一個美好又矛盾的年紀，外表

漸漸成長為大人樣，內心卻因為成熟

腳步跟不上而達不到大人的期待與要求。青

少年常覺得：「我已經長大了，不要再把我

當小孩一樣管！」大人則認為：「你還小不

懂事，聽爸媽的就對了！」

 一方要爭主權，另一方卻放心不下，各式

衝突、爭執開始出現在有青少年的家庭中，

「叛逆」、「偏差」等標籤也悄悄地貼在青

少年身上。如果父母指責不斷，親子間負面

情緒不停累積，最後，孩子乾脆「擺爛」：

「對，我就是這樣。」、「反正你也拿我沒

轍。」⋯⋯，弄得兩敗俱傷。

 知名親職教育專家楊俐容老師表示，青春

期是人生當中很重要的階段，唯有在「愛」

的基礎下，找出適合青少年學習與成長的相

處方式，他們才能順利蛻變，為成年後的發

展打下良好的地基。

以愛引導青少年超越煩惱
 「為什麼孩子這麼難溝通？有這麼多不

滿？」是家有青少年的父母普遍的疑惑。楊

俐容老師說，由於生理和心理成熟度的落

差，青少年對情感有所渴求，但克制衝動、

紓解欲望的能力還在發展，再加上生活重心

逐漸從家人轉移到朋友身上，無憂的童年也

被沉重的課業取代，青少年的情緒很容易被

放大。

 這時，家人的愛與了解對青少年更顯得重

要。現代社會結構改變，但無論是雙親家

庭、單親家庭或隔代教養，「愛」都是首要

的基礎。楊老師建議，對於這時期的孩子，

一定要管，但絕對不要太多。「管大事不要

管小事」是楊老師一再強調的管教原則：

「但青少年要學習自主、負責，不是太嚴重

的事情就放手讓他們去經歷、去體驗，孩子

才有機會長大。」不是完全不管，因為那會

讓孩子覺得被忽略、被放棄，而是要關照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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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謂「關照」就是多用引導的方式讓孩子

主動表達；面對一個氣呼呼的青少年，如果

父母一味的否定他，只會強化他的反抗，但

若換個方式理解，孩子的情緒有地方可以抒

發，才能理性面對自己和別人。比如說，當

孩子批評老師「很機車」的時候，家長可試

著回應：「喔？老師今天怎麼了嗎？」孩子

抱怨完之後，就可能會說：「班上有些同學

鬧得太過頭，結果連累全班挨罵。」這時你

可以順勢說：「嗯！所以老師今天才會特別

生氣。」引導孩子去理解老師的狀態，而不

是一味的指責孩子：「一定是你們不守規

矩，老師才會生氣。」

 「其實，多數青少年都能理解父母管他是

愛他這個道理。」楊老師說，在她遇到的個

案當中，孩子多半知道父母的苦心，只是情

緒往往會無法控制的起伏，這時，他們需要

的是父母的了解和支持。

 特別是當父母的管教常和課業成績連在一

起時，孩子會覺得「你在意的是面子，不是

真的關心我」，也會認為課業不好就沒有被

愛的價值。但如果父母的管教是針對行為常

規，即使稍微囉唆了一點，青少年還是知道

父母管教有理。

 楊老師認為「過與不及」是現在父母最常

發生的問題，覺得「不管」就等於「親子關

係好」，但事實上，父母撒手不管的青少年

容易出現兩種心態：「我真的很壞，你管不

動我」、「你已經放棄我了」。所以，當父

母以為只要不管就不會有衝突時，孩子的心

也就漸漸遠離了。

幫青少年找到成就感
 對青少年而言「成就感」是另一個非常重

要的價值來源，楊老師一再強調，只有愛沒

有成就感的孩子，很容易就成了「媽寶」；

孩子有靠山，對生活沒有目標，再加上3C產

品的誘惑，即使成年了也易成為宅在家、不

想進入職場的「啃老族」，造成另一個社會

問題。

 楊老師說：「有些學科能力較弱的青少

年，國中時因為學業成績不好而有偏差行

為，進了技職學校後，開始發現自己在操作

能力上的才華，甚至得了多項技藝或發明

獎。有了自信之後，就能面對自己學科上的

不足，開始回頭認真讀英文⋯⋯等。」所

以，只要父母不放棄，等孩子找到成就感，

自然會想再更上一層。

 「永遠不要對孩子說：『你再這樣就出

去！』，沒有任何一個青少年應該被放棄，

家長有愛有堅持，偏差的青少年才有機會走

回來。」楊老師說，讓孩子保有自我、對孩

子懷抱希望，不高壓、多溝通，是面對青少

年的不二法門。

 不過，現代社會貧富差距大，越來越多父

母連自己都安頓不好，更別說教導孩子了；

這時候，學校就要發揮彌補缺口的力量。楊

老師說：「每個學校總有一些懷抱教育熱忱

的老師」，因此她特別鼓勵青少年，碰到良

師就要好好把握，「多一位貴人，孩子就多

一分機會」。楊老師曾經遇到一位家庭有狀

況的孩子，因為參加社福團體進駐學校的課

輔班，受到志工阿姨的照顧，也發現自己有

打羽毛球的天份，之後保送高中，在體育方

面有很好的發展。楊老師也建議青少年們，

如果環境不如你預期，請主動開口尋求幫

忙，找尋能給你幫助的人事物，無論是學校

輔導室、社福單位，甚至是關心你的志工爸

爸、志工媽媽，只要你願意將煩惱說出來，

一定會有人陪著你一起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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