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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溝通的先決條件

很多做兒女的會埋怨的對人說：「我爸媽很難溝通。」可是他們的父

母可能也會無奈的抱怨：「我跟兒女之間很難溝通。」其實小孩的意思是

「我爸媽不會接納我的意見，不會聽我說話」；而父母的意思是「我的兒

女不聽我的話，常違抗我的命令」。因為親子雙方都站在自己的立場，期

待對方聽我的，照我的意思去做。若是對方沒有符合我的期待，就是叫做

「很難溝通」。因此，良好的溝通絕對不是單向的「你聽我說」、「你知

道嗎？」而已，它必須在互動中雙方都有「說話」的機會，雙方都願意傾

聽對方的心聲，然後尋求一個雙方都能接受的平衡點，因此溝通之前要有

幾項先決條件：

1.了解對方的需要：在溝通之前時常自己先預設立場：「反正他就是要這

樣」、「反正他就是要那樣」，可是很多案例到了事後卻發現原來自己

預先的觀念錯誤。可能對方只是想要出去買個文具，我們卻認為他一定

是要出去跟人約會。像這樣，從一開始的心態就偏差，如何能做好溝通

的工作？因為我們不是神，無法透視對方的心意，自然需要多花一點工 

夫去了解對方的需要，才能做好溝通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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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方都有「說話」的機會，雙方都願意傾聽對方的心聲，然後尋求一個雙方都能接受的平衡點。

一.前言

「你這個人真難溝通！」很多人常埋怨

的說。其實說這話的人可能不知道，其實他

更難溝通，只是他自己不承認罷了。溝通就

是人們相互之間傳遞、交流各種觀念、思

想、情感，以建立和鞏固人際關係的過程；

是日常生活中最常見的社會現象之一。表面

上看是一件很普通的事，因為我們隨時都在

和別人「溝通」，可是從另一方面看，溝通

確實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它常讓人在其過程

中倍感辛苦。溝通失敗甚至造成雙方反目成

仇，或使其中的一方走上絕路，因此要達成

一個成功的溝通，必須將溝通看成一種藝

術，並且不斷的加以學習。

▲想改善家庭氣氛，想讓自己的人生更活躍，

「溝通的藝術」絕對是個需要學習的功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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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體會對方的感受：一個曾經

牙痛過的牙醫師，他在面對

一個正在牙痛的患者就比較

懂得溫柔的去安撫患者、緩

衝患者緊張疼痛的感覺。可

是沒有牙痛經驗的牙醫師可

能會認為「堅硬的牙齒又不

是柔軟的肌肉」，應該不至

於痛到哪裡，他可能會有

「叫什麼叫？一下子就過去了！」的心態，

患者的哀叫只被認為「抗壓性太差」，所以

永遠無法給予對方「真正的撫慰」。

3.誠心願意解決「溝通滯礙」的問題：有的父

母在與子女溝通困難或心情煩躁時，就氣急

敗壞的過去「賞給」兩個耳光，此時子女可

能嚇呆了，也可能氣壞了，一時說不出話

來。父母還以為「終於把問題解決了」，得

意的向人炫耀他是多麼善心溝通；有的父母

明知問題並未解決，可是因為心煩氣急，反

正先強勢壓制對方再說，最後是問題更多、

障礙更大，像這樣都無法順利的進行溝通的

工作，因此，要做好溝通非得誠心不可。

4.有時我也會是「不對」：溝通最大的死結就

是：「不對的一定是你，我永遠是對的」。

先入為主以及自我心態很強的觀念，常會讓

整個溝通陷入無解，因為大家都把結局按照

自己的立場及思維綁住了。「按照自己的主

張」、「聽我的就對了！」殊不知錯的就是自

己。如果硬要把錯誤的結果讓對方承擔，他

們是絕對不會接受的。現代自主的呼聲那麼

強烈的青少年，父母長者在與他們溝通前，

有時真需要冷靜的檢討自己，就如同電視廣

告的那句台詞：「要刮別人的鬍子之前，先

刮刮自己的」，否則就算子女屈服於長者的

「權威」，根本也是一個失敗的溝通。

三.溝通時的態度

當窒礙產生時，不少人只一味的表達自己

的需要和感受，於是急著提出自以為是的「唯

一」的解決方法，當然，那個滯礙永遠存在。

真正的溝通要都能尊重對方，因此溝通的兩方

除了體會對方的感受之外，要使問題能順利解

決，進行溝通的時候在態度上也有需要注意的

地方：

1.傾聽：很多父母親常常一邊做事一邊聽兒女

說話，不管是否聽進去了，這都是很沒禮

貌、很不尊重對方的表現，對方的感受是：

你根本不在意這件事。更糟的是因為「分心

的聽」，很可能無法知道對方的需要，因此

停下工作來傾聽是不可少的。

2.觀察：在對方敘述時除了「聽」之外還要注

意對方頭、手、眼神等的肢體動作。從一個

人的「肢體語言」我們可以知道他隱藏在腦

意識的需求，以及想要表達的意念。很多人

在與人交談時似乎忘了對方的存在，儘管自

己說得頭頭是道、口沫橫飛，可是對對方不

耐煩、不高興的表情完全沒觀察到，那麼，

失敗的結果是「可預期」的。

3.同理心：溝通的過程中對方的理念及作風我

們不一定認同，可是設身處地的去同理對

方的看法卻是必要的。比方孩子說：「我

就是因為缺錢用，所以才會去拿爸爸抽屜的

錢，……。」沒等孩子把「……」表達完，

爸爸馬上一頓責備和教訓。沒錯，孩子的行

為絕對是錯的，可是我們還是必要聽聽他對

「因為缺錢用就去拿爸爸的錢」的辯解，一

方面表示尊重，另一方面可在同理中找出最

能為對方認同的觀點讓他接受。

四.溝通的技巧 

1.專注的態度與平靜的心情：父母在溝通時的

態度與情緒對取得對方接受的比例影響很

大。兒女就算犯了多大的過失或是與我們有

多大的歧見，基本上他們還是希望有人平心

靜氣的聽他們的看法，因此父母必須有關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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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態度和穩定的情緒。

2.在言語和肢體語言上給予適當的回饋：孩子

表達他們的看法時，輔導者除了積極專注的

聽他說以外，在適當機會需要表達出聽到的

訊息，一方面讓對方知道你聽懂他的意思，

另一方面可以藉此給他們一個澄清的機會，

確認你沒有誤解他的意思。

3.具體說出自己見到的行為，並表達自己的想

法與感受：從傾聽和觀察中了解對方的狀

況，經過同理、分析、判斷後表達出自己的

想法與感受，並注意對方的情緒和反應。同

時在整個表達過程中避免有責備、訓誡、發

怒等情緒化的行為。

4.掌握適當的時間做出適當的回應：配合肢體

語言，在對方敘述或停頓時做出認同、關

懷、安慰、澄清的動作，讓子女體會我們的

愛心。同時在適當的時機做出拍手、點頭、

摸頭及讚美等反應。必要時讓子女有再度申

訴或表達看法的機會。

5.對事不對人，不揭舊瘡疤：父母輔導子女的

大忌就是長篇大論、秋後算帳、以偏蓋全，

以及相互比較。子女就是在目前有些理念與

我們有落差，才要跟我們溝通，如果在溝通

中提到一些與目前不相干的事，或喋喋不休

的嘮叨，不但很難收到溝通的目的，可能造

成更多的反效果。

6.引用《聖經》的章節敘述過去自己的見證：

因為在溝通過程中，子女可能情緒較為激

動，一時無法將神的話聽進去，我們可用本

身在《聖經》道理的體驗上，讓對方在較沒

「壓力」的情況下敘述給對方聽，並且期望

在神帶領之下達成溝通的目的。

五.幾個相關的配套措施

1.父母親在平時要多給予關懷的愛心：時下許

多子女不肯接受父母的指導，有些是平時對

子女太苛求或太溺愛，以致子女喪失判斷是

非的正確標準，或是平時不夠關心子女，讓

子女對父母產生敵對的心態，一旦彼此需要

溝通時已找不到適當的溝通平臺了。如果平

時能多給予關懷的愛心，孩子就比較能把父

母的話聽進去。

2.父母親的賞罰要合乎道理：溝通的雙方如果

不能互信，永遠找不到共同滿意的焦點。父

母平時處理事情，尤其是與孩子有關的事，

一定要公正、客觀，讓孩子心服口服，才能

站穩自己的立場來做溝通的工作。

3.平時善於適時讚美子女的優點：溝通的雙方

最怕對方與自己站在敵對的立場。父母平時

能欣賞子女的優點，就會感覺需要「溝通」

的必要好像減少了。同時因為經常讚美子

女，子女能夠領會到父母的「真愛」，在與

父母有歧見時，比較能承認自己的過失，就

算父母親有誤會或偏見，也比較能體會父母

的軟弱而降低對立的姿態。

4.輔導者要以身作則：溝通雙方面對面，彼此

給對方的觀感非常重要，如果平時言行不一

致或行為不檢，面對子女晚輩時實在難以啟

齒。就算毫不自知的勉勵「受輔者」，其結

果頂多會被嗤之以鼻而已。

六.結論

一個無法溝通的人，就如同植物人一般，

跟他說話只能喃喃自語，得不到任何回應。

而懂得溝通、很好溝通的人，大都具有高度

的智慧，也因此在他的人際關係甚至他的事

業，都能有傑出的表現。想改

善家庭氣氛，想讓自己的人生

更活躍，「溝通的藝術」絕對

是個需要學習的功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