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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父母都會感到疑惑，為什麼每天都和孩子「溝通」，親子關係仍然

不好呢？根據研究發現，您和孩子溝通，對他所產生的影響，在語詞方面約

佔 7％，音調方面約佔 38％，肢體語言（表情、動作、姿勢等）方面約佔

55％。也就是說，如果您和孩子說一件事，說話的音調和肢體語言的影響，

遠大於您苦口婆心說了半天的溝通效果，所以有時候對孩子一個真心的微笑、

摸摸頭、拍拍肩，甚至一個熱情的擁抱，早已勝過千言萬語。親子之間，大

家很怕談到「代溝」，其實人與人之間有代溝的存在十分平常，我認為有「溝」

沒有關係，重點是能「通」就好。如何做「有溫度的溝通」，讓親子溝通成為

藝術，更是現代父母必修的學問；但是我們必須先瞭解溝通的障礙是什麼？

才能保持溝通管道的暢通。  

冷漠、威嚇、辱罵及過度誇獎，都是親子溝通的禁忌。有時考試成績欠

佳，父母可能會氣急敗壞斥責孩子，貶抑他的自尊。有時孩子想主動幫父母

一點忙，也許能力上還未能做得好，馬上被冷漠的澆冷水。父母或許會恐嚇

孩子，如果你再不聽話，我就揍扁你！孩子稍微有進步，就對他最大的恭維

和最好的獎勵；太不符合實際的誇獎，連孩子自己都不敢相信。父母每天都

對孩子說話，孩子聽您說的，看您做的，把您當作學習的榜樣。如果大人的

用詞粗魯無禮，心情浮躁而任意批評，強詞奪理而不願聽孩子解釋，不但是

不良的身教，而且是阻礙親子溝通，破壞親密互動的元凶，必然形成親子溝

通的障礙。父母若能心平氣和的說話，實事求是的表達，從語言交流中，孩

子自然學會溝通，有禮貌的表示意見。因此，期許家長多增長新「知識」，多

具備豐富的生活「常識」，多留意一些周遭的「時事」，懂得與孩子一起觀察、

討論和分享，和孩子一起成長。能夠如此，則觸目所及，待人接物，都會成

為溝通的好題材。 

處罰，是親子互動常發生的問題。孩子在成長過程中，難免有偏差行為，

如不適時予以糾正，難達管教的目的，所以民法賦予父母有親權及懲戒權。

至於懲戒的程度，則不能逾越必要的範圍；過度的處罰，如果造成驚嚇、虐

待及傷害，則為親權的濫用，不但可能違反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

亦可能會觸及刑法。處罰孩子前，要讓孩子清楚做錯什麼，並告訴他正確的

行為，切忌在盛怒時處罰孩子，選擇合適的處罰方式，才能提昇教導效果。

處罰後記得要安撫，讓孩子體會父母是真心愛他，因為有愛的處罰，才會有

意義。補習，是親子溝通常見的話題。隨著生育率的降低，家長愈來愈越重



視孩子的教育品質；究竟該不該補習，父母宜先考慮到：補習的目的？孩子

的需要？孩子的興趣？孩子能否負荷？時間能否配合？環境是否安全？家庭

的經濟狀況？不補習可以做哪些事更好？ 都可以和孩子充份溝通與相互約定，

相信可以讓親子雙贏。零用錢，是親子溝通熱門的議題。有些家長可能會多

給小孩零用錢，儘量滿足孩子的需要；有些家長會認為給小孩零用錢是多餘

的，儘量不給孩子零用錢，似乎家家有本難念的經。大家不妨開個家庭會議，

全家一起來討論零用錢的問題：多少錢才合理？如何去規劃？如何去運用？

要注意哪些事情？也讓孩子試著了解家庭的經濟狀況，都是不錯的機會教育。

在花錢的背後，其實孩子學習到更多金錢的規劃與管理，同時透過溝通，親

子關係也會增進不少。 

親子溝通是一種藝術，藝術的珍貴在於創作者和欣賞者之間能產生共鳴，

有了共鳴，孩子和父母各自的期待，自然地產生默契與效果。您可以增加親

子共處的時間，練習傾聽、表達和關懷，真正瞭解孩子的內心世界，練習「異

見」相處，因為理想的親子型態，猶如行星和恆星的關係，會有公轉也有自

轉。希望我們能以父母的立場，身教重於言教；能以共同學習的態度，和孩

子一起成長。親子關係是永恆的聯繫，子女的人生是建立在父母的延長線上，

這條線必需靠良好的親子溝通來維繫。只要您找好時間，挑對地點，選對氣

氛，用對技巧，則親子溝通無時不在、無處不在，您不妨試試看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