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給家長的一封信_親子溝通 

 

喂~老師，我的小孩最近都沒有跟我聯絡，他是不是在學校失蹤了，你可以幫我

找找嗎? 

老師，每次跟我家人聯絡的時候，我都覺得他們管好多，不太想跟他們講我的心事，他

們都不想聽我想講的，只會一直說他們以前怎樣怎樣….. 

 

從家長的視角及大學生的視角分別來看親子的溝通發生了些什麼事情，何以

以前可能無話不談(或至少還能聊上幾句)的親子關係，從上大學之後就開始起了

微妙的變化，感覺愈來愈不瞭解彼此，父母親愈想要用力靠近子女，卻發現反作

用力愈大子女愈想逃開因而感覺氣餒；子女也不知道該如何和父母好好說話，因

此只好選擇用閃躲的方式暫時逃離。 

如果從父母端來看，從孩子出生以後，有絕大部分的心力都是放在孩子身上

的，也投注了相當的資源，希望孩子能健康平安成長。我們並非一開始就學會當

父母，而是在跌跌撞撞的經驗中學會如何跟子女相處。 

1.花一點時間關注你現在的狀態 

    子女離家到大學就讀不只子女本身需要適應，父母親也需要多一點時間去調

適自己的身心，包括學習孩子離家後可能出現的空巢症候群。原先可能天天都將

焦點放在孩子身上，一下子突然失去了重心，不知道如何關心遠在外的的孩子?

又或者即使孩子留在家鄉讀書，大學的生活形態與過往高中/職有所差距，設限

太多孩子的反抗不知道該如何處理?這時候邀請你先問問你自己，是否也做好了

陪伴孩子一起上大學的準備，是否可以用更開放一些的心態接納孩子的改變，以

及面對孩子的改變自己能否有所調適。 

2.換位思考 

    爸媽們，你是否能回想起從小到大是如何與你們的父母互動的嗎?你是否也

在不知不覺中複製了從小父母親對你的方式對待你的子女呢?如果小時候的你並

不喜歡父母親這樣對待，那麼，你的子女是否現在也像鏡子一樣反映出他們的情

緒和行為呢?  

    如果時光倒退回你的 18、19歲，你覺得那時候的你個性如何?你會希望你的

父母如何與你相處?當時候的你遇到那些困難，好希望父母可以幫忙你些什麼? 

3.放下一些些的成見，空出一些心理空間聆聽孩子要說什麼 

  「我吃過的鹽比你吃過的米還多」，相信這句話應該大家耳熟能詳吧!不可否認

有時候為了要管教孩子，父母總是需要拿出比較大的權威和站在比較高的位置，

使用舊有、慣用的方式和子女對話。但是孩子現在長大了，開始有自己的思考、

經驗與判斷了，這樣的溝通方式與站的高度，還適合這個年紀的子女嗎?身為父

母的你是不是愈來愈覺得挫折? 

    因此，誠心的希望父母不妨嘗試先暫停說出平常你習慣拿來說理、管教的那

些話語，挪出你腦中部分的空間去聆聽看看孩子沉默、回嘴等行為背後真正想要



說的話是什麼?要改變自己舊有的模式真的很不容易，但是願意嘗試才會有機會! 

可以使用的詞語包括「你可以說說看你的想法嗎?」、「你遇到了困難我感覺到了

你的苦惱，願意說出來我們一起討論嗎?」 

4.適度的關心而非全面的掌控 

    孩子會跟你討論他在生活中、學校裡遇到的問題嗎?你自認自己夠瞭解你的

孩子嗎?如果孩子跟你提出他所遇到的問題，你通常會怎麼回應他?父母親都希望

可以幫忙孩子解決他遇到的困難，但是要站在什麼角度、出多少力氣幫忙，卻是

個大學問。 

    前面提到，孩子長大了，需要學會自己處理問題。因此父母親必須從走在前

面引領孩子解決問題的位置，變成與他同行的人，再慢慢往後退讓孩子自己獨當

一面去解決問題。所以，大學階段的父母，正是需要扮演與子女同行的角色，聆

聽孩子的困難，聽聽他想怎麼解決，再和他分享過去你成功的經驗(別忘了你的

經驗也是很寶貴的!!)，這其中很重要的一點，如同前面的第三點所提，也是需

要清空一些心理空間，不帶成見的去慢慢聆聽孩子要說什麼，而非很追求效率自顧自的

說完想說的，然後要孩子照你說的去執行。 

    或許開始的一次、兩次還是會被孩子拒絕，但是請父母們如果你的心裡是真

的願意多靠近孩子，那麼就放慢腳步以陪伴的心情陪孩子跨越一道道的難關吧! 

 

    現在的年代父母難為，在此要跟您說聲辛苦了!!親子關係一直都是為人父母

者終其一生需要去體驗、學習、成長的平凡卻又高深的議題!!學生輔導中心願意

與您一起關心孩子的心理健康，共同打造友善成長的校園環境，成為您與孩子的

堅強後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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