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愛的管教－預備青少年踏上成人的道路 

當孩子進入青春期後，很多父母會不知所措；面對孩子開始挑戰權威、挑戰從小

所建立的界限，大部份的父母都有一種「管也不是，不管也不是」的感受，常常在管

教的方式和態度上忐忑不安。  

本期為您採訪到一對夫妻﹣﹣黃旭榮與朱惠慈夫婦，他們不只是資深的青少年輔

導，本身也育有一子一女，分別處於青春期後期和中期。兩個孩子炯異的特質，使得

他們累積更多在管教上的經驗，可以分享給被青春期孩子所困擾的家長。  

沒有必勝的絕招，只有不斷學習和調整 

●每個孩子都不一樣！  

「我對兩個孩子的管教方式都不一樣耶！」朱姐用溫柔的聲音開始描述自己的孩

子：「女兒像大草原，很開朗開闊的感覺；兒子像密林小徑，要慢慢去發掘。女兒比

較感性；兒子比較理性，覺得自己就能處理事情，很少主動分享他的心情，所以兒子

要用引導的方式，主動關心，他才會講。」因為每個孩子都不一樣，所以不能將一種

作法，套用在每個孩子身上。  

●調整自己的心態  

朱姐談到自己面對兒子剛進入青春期時的心得：「我什麼時候嗅出青春期的味道，

就是當他們開始追尋自我，要求有自由，在乎照自己的方式去做時。這種情形我的兩

個孩子都有，但兒子比較明顯。朱姐回想起八年前兒子剛進入青春期時的情景：「小

學五年級開始，他常嫌我嚕索，那時候我就很挫折。其實是我還沒有準備好，還沒調

整好自己，我又比較感性，就會覺得：『你幹嘛嫌我啊？我是關心你！愛你啊！』我

感到挫折，是因為沒有意識到他已經進入青春期，要開始學做大人了。」雖然朱姐是

資深青少年輔導，但面對自己孩子進入青春期，仍然會跟大部份媽媽一樣感覺到沮喪：

「那段期間，其實我很沮喪，兒子不讓你管，用嫌棄妳的口吻講話，而你又覺得管教

孩子是自己的責任，一定要教他，於是衝突不斷。」後來朱姐是如何調適的呢？「我

在心理學書上看到一句話：『兒子是從跟媽媽的分離，感受到自己的成長。』看到這

句話時，我鬆了一口氣，原來兒子是要學習獨立，是在成長，不是真的嫌棄我。」  

相對於朱姐，作爸爸的黃哥似乎比較適應孩子的改變，到底他有什麼樣的秘訣呢？  

青少年父母的基本觀念  



●青春期不是“叛逆期”  

「台灣話有一句話：『登大人』，」黃哥首先分享他對青春期的看法：「我們不

應該把青春期稱為『叛逆期』，他不是在叛逆，而是在『調適』，是正處於轉變成大

人的一個過程。身體正開始轉為大人，卻已經意識到他得承擔一些社會責任了，所以

他其實是難以調適，不是故意要跟父母作對。所以作父母的，先要接納孩子的這一點。」  

●回想自己的青春期  

另一個接納青春期孩子的秘訣是：常常回想自己的青春期。黃哥說道：「我們每

個人在青春期一定都會跟父母衝突，但等到我們作父母後，卻無法忍受孩子的態度；

若可以回想自己青春期的樣子，或許就比較能接納青春期的孩子。」  

管教的秘訣 

●把孩子當大人看  

黃哥用與兒子協議打電動的時間作例子來說明：「兒子有一段時間太常打電動，

我就找兒子坐下來，把他當大人一樣地協議；當然父母有作父母的權柄，但用協商的

方式，他會覺得比較被尊重，我問兒子：『你覺得要打多少時間才夠？』他說：『每

天兩個鐘頭。』我就說；『那你哪有時間寫功課？』他自己想想也對，就自己減成一

天一個小時。我說還是有點多哦，他就問：『爸爸你覺得呢？』我說：『這樣好了，

禮拜三算小週末，每個禮拜三你可以玩兩個鐘頭，週末兩天各玩兩個鐘頭。』這樣功

課和玩耍才能兼顧。」這樣一來一往的討價還價，父母既可以堅持原則，又讓他有被

尊重的感覺，並且從中學習作決定和負責任，是一舉多得的方法。  

黃哥提醒說：「原則是把他當大人看待，由他自己來決定，包括如果犯規要怎麼

辦，都讓他有機會表達意見，雙方同意後寫下來。孩子一定不想被罰，這時你就要堅

持，要他說出個合理的方式，於是他說如果犯規就下禮拜扣回來。我說：『好！』就

把我們協議的內容，還有他自己承諾的話寫下來（要註明是誰說的），貼在冰箱上彼

此提醒。」朱姐補充說：「後來兒子發現這樣分三天打兩個小時不過癮，就改成只有

星期五，但可以打一個晚上。所以後來我們也不用管他，星期五晚上讓他打個過癮。」

在這樣的過程中，讓兒子學習衡量自己的時間分配，儘可能兼顧玩樂與功課，並為自

己的決定負責任。  

●了解他的需要，漸進式的放手  



以上似乎是一個很成功的例子，但朱姐一再強調這是慢慢摸索得來的經驗：「兒

子剛進入青春期時，我們只讓他每天打電腦半小時，後來發現每次都會超過時間，原

來是他連開機跑程式的時間都不夠，怎麼可能玩得過癮？」所以，父母在幫助孩子訂

定規則時，也必須了解他的需要，不要只用大人的眼光去規範他；而不同的階段也會

有不同的需要。  

「有時其實是我們不能接受孩子的玩法，」黃哥再用一個例子來說明：「兒子很

愛打電動，有一次我站在他身後看他打，看一看我就說：『兒子啊，你玩這個到底有

什麼意義？！』我兒子轉過頭來瞪我一眼，那時我突然想到自己小時候很喜歡玩『紅

仔標』，阿嬤也會整天說：『你玩那個做什麼？又不能賺錢當飯吃？』頓時我領悟了，

不過就是好玩嘛！為什麼不能因為好玩而讓他好好玩呢？為什麼要把每件事想得這麼

嚴重，怕他會因此養成暴戾的性格？每個時代有每個時代不同的玩法，接納就好！」

不過黃哥也強調，要引導他有不同的興趣、嗜好，例如：看書、打球。「其實讓他能

夠多一點戶外活動，消耗精力是很好的，」黃哥補充說：「這個時候的孩子功課壓力

大，讓他去打打球做些運動，尤其是男生，可以幫助他發洩情緒，比較不會跟爸媽起

衝突。」朱姐附議說：「只要兒子臭臭的回來（指下課後去打了球）的那天，我都會

比較好過一點。」  

很多父母在孩子上了國中以後，就只關心孩子的課業，連學校在課程的安排上，

都忽略了他們需要活動、運動。我們應該要顧慮到他們身體的需要，讓他們可以發洩

精力、發洩情緒，紓解壓力。  

●表達理解、接納的態度  

孩子在青春期的交友及戀愛狀況，也是令許多父母傷透腦筋的部份。朱姐建議三

個重要原則：一、多用疑問句，少用命令句；二、多用肯定句，少用否定句；三、多

聽少說。  

「如果你只說『不准！不准』，他們就會去發展秘密戀情，不讓你知道。」黃哥補充

說：「對於他們這個階段會動情，表達一種理解、接納的態度，會讓孩子比較願意跟

你講。」除了接納外，引導孩子去思考也是非常重要的，朱姐進一步示範如何運用以

上的原則來跟孩子互動：「當孩子透露有心儀的對象，你可以說：『那很好啊！代表

你已經長大了！』甚至可以進一步問他：『你喜歡她什麼？』我們會引導他們進一步



思考自己現在是否適合談戀愛？如果有喜歡的對象，也會引導他們在群體中認識對

方、觀察對方是否適合，而不是由爸媽論斷。如果父母太過緊張，就會把緊張的情緒

帶到溝通裡，因此很容易用命令句和否定句。其實孩子在這個時候心裡也有很多疑問，

我們是把這些疑問引出來，讓他學習去釐清。」  

●平心靜氣的，慢慢跟他們討論  

當兒子剛進入青春期時，和媽媽（朱姐）有好幾次情緒性的衝突。「後來我們約

定，誰先冷靜下來抓到重點，誰就先贏。」朱姐說：「後來我們都有幾次贏的經驗。」

朱姐這段過程，可說是倒吃甘蔗，苦盡甘來。兒子現在讀大一，他們越來越能像朋友

一般地溝通。所以，不只孩子要學習冷靜，大人也要體貼他們正處於一種內在衝突、

混亂的階段，盡量接納他們的情緒再跟他們講理，這樣也可以減少許多不必要的衝突

和誤解。  

青春期的孩子會開始對以往的教導發出挑戰，譬如到了國中對異性動心時，會質

疑為什麼一定要到大學才能談戀愛，朱姐表示這個時候可以抓住機會，更深入跟他討

論，讓他更明白為什麼父母要這樣教導。  

●夫妻同心才會有有效的管教  

「一定不能在孩子面前爭吵，」黃哥強調：「即使夫妻對管教孩子的意見不同，

也不能當著孩子的面質疑對方，要私下協調，否則孩子會輕看被否定的那一方，以後

就不會聽爸爸或媽媽的話了。」這些年來，黃哥和朱姐已經培養出相當好的默契。當

朱姐和孩子陷入情緒性的爭吵時，黃哥就會輕輕把她帶到房間裡。「剛開始我會不服

氣，覺得為什麼不讓我管孩子？」朱姐進一步分享這段默契的培養過程：「漸漸的，

我了解到，他把我推進房間不是不贊成我，是要我先冷靜下來，先離開那個現場。」

朱姐覺得夫妻一定要彼此信任，不要覺得對方是在貶抑自己，夫妻間更多私下的協調、

討論，使得兩人的管教原則更趨一致，最終的受惠者一定是自己的孩子。  

●「愛」才是管教孩子最重要的籌碼  

當孩子漸漸長大，會漸漸挑戰父母的權威；而父母手上的籌碼只剩下錢。「我奉

勸各位作父母的，」黃哥語重心長地說：「不要用錢來控制孩子，否則孩子感受到的

是：你跟他只是一種功利的關係，他感受不到你的愛。」黃哥看到這種管教方式的危

機，因此立定心志：「養育孩子是父母該做的，錢和他的表現、功課沒有關係，不應



該混為一談。千萬不要用錢要脅他們，否則真的會讓孩子非常非常地失望，甚至對父

母失去尊敬，一旦他有能力賺錢，就再也不受你的控制。」其實現在有很多孩子在連

線遊戲上賺錢，然後泡在網咖裡，父母一點辦法也沒有！「所以父母最重要的還是關

心和愛！」黃哥和朱姐異口同聲地說：「你要拉住自己的孩子，只有用愛和關心，」

黃哥進一步說明：「青春期的孩子雖然看起來很酷，其實他們內心在尋求來自家庭的

愛和安全感，如果你不斷用負面的言語和金錢作要脅，你只是不斷在削弱從小培養的

親密關係，把他推出這個家庭而已。」  

結語 

各位親愛的父母親，或許你正面臨管教青春期孩子的困擾，在放手和約束之間拿

捏不定。管教孩子沒有必勝秘訣，每個父母親都要經過一段時間的摸索，才能找到管

教兒女的好方法。別忘了「無條件的愛」才是拉住孩子的唯一繩索﹣﹣因為愛，所以

傾聽；因為愛，所以了解；因為愛，所以改變。當我們願意因為愛孩子，而不斷調整

自己，最後也會像黃哥和朱姐一樣苦盡甘來，因為看見孩子漸漸成熟，而感到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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