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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個有智慧的父母：良好親子關係的要素 

每逢週末傍晚，總喜歡給自己一段安靜的時間在住家附近的河濱公園散散步，看著天空、綠地、

與河流，運氣好時會看到漂亮的長尾鳥，甚至是牛在河邊吃草的景象，著時讓人卸下平日身與心

的繁忙。而在寬闊的河濱公園，總會看見許多父母帶著孩子們騎著腳踏車、溜著滑板車、嘻笑跑

跳著的孩子為這平靜時刻注入另一種的生氣與活力。身為一個心理學家也是臨床的心理工作者，

總自動化的觀察與欣賞著家長與孩子們的互動，有時會一起聊一下天，或是扶一下跑太快而快跌

倒的孩子。一天又一天～有別於在醫院的視野，看見好多每天自然而然重複發生在你、我與孩子

間的故事～ 

在天橋上走著走著，一個貌似短跑田徑選手的小女孩，看起來約莫 3~4 歲大的她帶著燦爛的笑容

往我的方向奔跑過來，然後撲通一聲戲劇化的跌倒在地，跌倒的她一整個傻住的表情。後面響起

了一陣著急喝斥的聲音「不是跟你說不要亂跑嗎？你看受傷了吧，下次要記得這樣很危險。有沒

有怎麼樣啦？」。只見孩子從原先愣住的表情轉而大哭。於是更多陪同的大人七嘴八舌地說著

「不要哭了，又沒關係，起來就好了，一點點流血而已，哭哭很丟臉，你看很多人在看你喔」

「等等去喝飲料」。接下來，爸爸開始對著媽媽說「你要把她看好啊」，媽媽回著「你要跟著他

啊」… 。 

這是否是生活中很熟悉的一幕？或許發生在你身上，或是身邊的家人朋友身上呢？換位思考一下，

若是你在趕捷運的途中跌了個狗吃屎，你會希望旁邊的人第一時間跟你說「你幹嘛跑這麼快，下

一班很快就來了啊」，你的感覺會是什麼呢？ 

看看田徑小女孩的故事～你覺得孩子在這過程接收到了什麼？父母又想給孩子什麼呢？我想是

「愛」。然而，這份愛的給予卻讓人感到很有壓力，讓經驗到挫折與疼痛的孩子第一時間是「我

不乖」，而不是「我跌倒了，我嚇到了，我被爸爸媽媽看見且放在心上理解我的感受了」。是否

有可能換個方式讓你對孩子的愛更顯溫暖又帶有智慧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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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度堅持但缺乏彈性的權威性親子關係是台灣上一代的父母留給我們的財產，它幫助了孩子們學

會自我負責與控制，但卻容易讓孩子感受到不被父母親了解與接納。過度嚴厲或保護容易讓孩子

產生無力感，自責或不當的反抗行為，如同小女孩無所適從的大哭，有的孩子則是轉為反抗或生

氣。反之，二十一世紀後人本教育與正向教養過度興起後，部分家長轉而過度尊重孩子，當孩子

的朋友，但可能讓孩子成為長不大的媽寶，導致孩子遲遲無法度過自我中心的發展階段學不會不

尊重他人、替父母親著想，過度自我膨脹的外顯行為。因為，孩子終究是孩子而非大人，當成人

給予孩子過多的尊重與選擇權或因著自身的焦慮對孩子期待極高而不自覺，孩子內在的痛苦與焦

慮不安開始累積，對外逐漸展現反抗與疏離，無法忍受挫折。然後到了青少年甚至小學高年級階

段，慢慢出現更多的情緒問題與網路沉迷，就會到我的諮詢門診就醫了。 

現今許多新手父母，可能在沒有經驗的狀況下，看很多書，參加很多課程學習當的民主又權威的

父母，我想真要先為成為父母的自己拍拍手。但，身為父母的你是否發現一拿捏不好，有時會過

度嚴厲，有時又會過度民主，這樣一來，孩子可能更無所適從呢？你也跟著無所適從呢？ 

許多爸爸媽媽在諮詢一段時間後，總會告訴我「我的成長過程，爸把媽媽從來沒有這樣教育我，

為人父母對我來說真是很新的經驗」。的確是這樣，難怪截至今天在 google 網路搜尋親子關係的

文章為 184,000,000，超過億耶，可見這是一個多麼被重視的議題！無論你是否有孩子，我們都曾

經是個孩子，而與親子關係正是形塑我們這個人極重要的成長基礎，也會讓我們成為現在的自己，

更會將這份關係傳遞給我們的孩子。讓我們一起來看看良好的親子關係應該究竟有哪些要素呢? 

 愛與接納的父母：直接表達你對孩子的重視與喜歡，讓孩子感受到你有多愛他，是安全感的

基礎。而當孩子表現出快樂、傷心或生氣，第一時間能理解並接納孩子的情緒，將讓孩子的

安全感更為穩固。如：父母可能不覺得孩子有需要這麼生氣(例如:把水龍頭關掉)，但孩子就

是很生氣，我們往往容易因此不耐煩並直接講道理，這樣的處理總會讓孩子感到挫折。記得

先不要發怒，並先試著同理孩子，您可以對著孩子說：「你真的很不想關掉水龍頭」，並給

予一些安靜的時間，讓孩子感受到您的接納，之後再跟孩子說您原本想說的話，這時候孩子

才真正能聽進道理。 

 正向樂觀的父母：心理學研究發現，一個人的發展並非決定於負向事件發生與否，而是取決

於正向感受與信念的多寡。因此，若父母親經常表現出對孩子的欣賞、多稱讚孩子的優點，

當孩子遇到挫折時示範樂觀的態度，將有助於孩子形成正向的自我概念，抗壓性也會因此紮

根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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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紀律分明的父母：孩子出現不當的行為，父母應採用溫柔但堅定的語氣要求孩子遵守基本的

規定，當孩子做到時則立即給予鼓勵。如此才能逐步幫助孩子形成內在的紀律感，學習尊重

自己與他人。 

 相信孩子的父母：避免全家的焦點都在孩子身上，給予過多的注意力與過快幫助。當孩子開

始會走路或反抗父母時，父母要試著建立有點黏又不會太黏的關係。給予孩子足夠的信任，

讓孩子自己去探索這個世界。 

 幽默創意的父母：心理學研究指出，孩子與生俱來偏好真人的臉孔與聲音，若是透過 3C 所

播放的聲音或影片對孩子是沒有吸引力的。意思是說，人類天生的大腦喜歡與人真實的互動

而非網路影片與遊戲。從孩子小時候便做個生活充滿樂趣的父母，不要只是跟孩子一起玩

Ipad、Switch 或看電視。享受跟孩子一起疊積木、打枕頭戰、床上疊疊樂、不同變化的轉圈

圈、語言聯想接龍遊戲，這些有趣的玩法將使得您跟孩子的關係更親密，會是親子關係中最

重要的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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