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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隨著家庭結構和生態環境的改變，醫學及科

技的迅速進步，二十一世紀的親子關係也有別於

二十世紀的單純。排除外籍配偶及隔代教養議題，

二十一世紀初的台灣家庭現象之一是晚婚和少子

化，其二是青少年可接受的資訊媒體多元化，其三

是家中長者平均壽命的增加。這些改變也影響親子

互動，青少年在生理上普遍早熟，而心態責任上則

趨於晚熟；中壯年家庭成員在面對自己的老化時，

可能尚需照顧年邁雙親；以及早年熬了多年的媳

婦，如今卻無法成為當年所期盼的婆婆待遇。更甚

者，長幼溝通的倫理也隨著這些現象而不同。

溝通

溝通不僅是語言或文字，且是連續的互動狀

態，其基模是符號和聲音，其功用是將資訊或想法

傳遞給受方，所傳訊息是無法回復的。溝通中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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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睛看著、仔細聽著，以溫柔和耐心的態度，用清楚明確的訊息和對方交流。

素包括傳遞者與接收者、傳遞的訊息、媒介，以及可能阻礙訊息傳遞的干擾（例

如：環境、神情、態度和成見等）。此外，在屬靈的溝通中，更不能缺少的就是

時間、愛心、耐心，神的話語和在神面前謙卑的心。

溝通in親子關係

在親子溝通中，隨著子女的成長和父母的老化，親子溝通一直微妙的互動、

改變和纏繞著。在這樣的微妙牽絆中，首要釐清的是彼此間的關係。

父母與胎兒

養成教育始於胎兒期，此階段的親子溝通多是由父母主導，例如：給予營養

和環境，在知識、能力和時間所及範圍內供給胎兒所需。而胎兒以成長回應父母

的給予，這樣的互動多是以非語言的模式溝通。父母所能給予子女的不同，例

如：知識、經驗、條件、意願，而子女以得自父母的資源和感受，回應以不同的

成長果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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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關於胎兒成長的醫學研究中，研究員

每日不定時針對從事不同活動的同一母親，以

儀器監測胎兒在母體中的活動狀況，發現胎兒

對媽媽讀童話故事會回應以溫和的動作；對媽

媽看爭競的體育活動回應以激烈的動作；對媽

媽用非慣用語讀報則會無聊到睡著。同時也發

現音域廣而和諧的音樂有助於胎兒的腦神經及

智力發展。換句話說，胎兒和父母的溝通成果

以其發展狀況呈現，他們從空虛混沌中逐漸建

構了生存的能力。這階段常見的問題是父母因

沒有看見語言溝通的功效而忽略親子互動。

青壯年父母與幼兒

對年幼的子女，親子溝通的目的除了習慣

養成和生存力的加增外，更重要的是分辨是非

能力的養成，經上多處提及在孩童時教導他分

辨善惡的重要（創二17；箴二二6，二三13；

賽七15）。在此階段，子女的學習主要是從父

母的身教與言教而來，同時，與父母的親密依

附有助於子女安全感的建立。換句話說，父母

不但要將訊息有效地以語言1 和非語言2 的方

式傳遞給子女，且要再三地教導和提醒。

對幼年子女，有效溝通始於聽懂子女所傳

出的訊息，耐心且不打斷子女的傳達，在聆聽

過程中，不急著做評斷，聽完後再以重點描述

的方式確認所收得訊息的正確性。在這樣重覆

的過程中，子女可以習得如何完整清楚地表達

自己的意見，以及聆聽的禮貌。

溝通過程中，父母在表達意見時，當存心

忍耐，以溫和的態度和確定的語氣教導子女

（提後二24），真心在乎子女的學習和成長

（詩三二8）；多數年幼子女已有能力察覺父

母的態度是否馬虎或敷衍。親子溝通的質和量

都很重要，溝通之前，當先觀察思考孩子行為

背後的真正意義。雖然孩子個性不同，但通常

強烈語句易導致孩子自信缺乏或暴力學習；3 

交換手段易錯亂孩子的價值觀；無誠信或不一

致的做法易混淆孩子的認知，甚而導致親子溝

通愈加困難；負面情緒的用語易造成子女對訊

息的失焦；超越孩子能力的對話無法給予孩子

正向幫助；以愛為藉口而非以神話語為依歸的

命令句可能阻礙孩子的（創意）學習。

中壯年雙親與青春期的子女

近年台灣社會晚婚和晚生育的比率漸增，

當子女步入青春期，4 多數父母也開始面臨更

年期的到來，5 生、心理的改變，甚至家庭、

學校、社會責任的加重，常是造成親子間不良

溝通的導因。命令式的對話、權威式的發言、

壓抑性的專制、威脅、說教，以及過多或不當

的詢問等溝通模式，常使子女失了志氣（西三

21）或惹了兒女的氣（弗六4），而青春期子

女也可能對這樣的話語，回應以不尊敬的字句

或態度，這些非良性的溝通所造成的傷害是不

可預期的。

青春期階段的子女會愈來愈注意父母的行

為，是否與他們自身的教導和要求相符。隨著

生活圈和資訊接觸面的擴大，子女和同學間開

始分享彼此父母的教導和要求，同時也以自己

有限的見聞來「審視」父母的行為，部分子女

開始以更強烈或更陰冷的方式來表達自己的意

見（例如物質或隱私權的要求等），而身心都

處於壓力下的父母，此時也可能較無法以耐心

溫良的舌是生命樹；乖謬的嘴使人心碎。 

The tongue that brings healing is a tree of life, but a deceitful tongue crushes the spirit.

註
1.保羅教導提摩太（提前四11-13）。

2.神交待摩西以詩歌方式教導後代；保羅提及身教的重要和鼓勵歌羅西教會的聖徒以智慧教導人（申三一19；羅二21；西三16）。

3.很多在暴力家庭長大的孩子會學習用暴力解決問題或嚴重否定自我存在的價值。

4.青春期子女的心理發展正處於「自我定位」和「分離－個體化」的階段，過往的生命經歷和對未來目標的追求，啟發他們開始將自

體與家庭區分開，有助青春期的子女成為一個獨立個體（劉于華, 2005）。

5.台灣婦女的更年期約在45-55歲之間，而男性在40-65歲間都可能進入更年期（馮子榕,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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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愛心來回應子女所傳遞出來的「訊息」和訊

息傳遞的模式。

在此雙方都處於身心變動時期，親子都該

多給彼此一些時間，血氣的回應常是造成親子

問題的導火線，誤解更是親子關係的考驗。神

的話語、聖靈的帶領、以及彼此互相代禱的力

量在此階段更是格外明顯和重要，親子雙方都

需要特別注意：快快聽，慢慢說，慢慢動怒。

較多在主裡的互動有助親子溝通，彼此多以神

的話互相鼓勵，一面教導（申三一7；提前四

8），一面學習，也同時一起成長。

中壯年的子女與老年的雙親

當子女進入成年期，親子關係便逐漸趨向

開放互動的溝通，此時的親子溝通理當是誠實

而充滿愛的。多數成年子女雖非完美，但卻可

以學著用溫柔的心，互相擔待的態度（加六

2），誠實和父母溝通。而一個滿有智慧的長

者，對其子女的期待，也就是盡心、盡性、盡

力去做那所當行的美善。

這階段的親子溝通是微妙的，子女以非語

言的行為成績，「告訴」父母他們的努力栽培

有了什麼樣的收成，父母在意著也驗收著子女

的成果；而同時，如同那不斷上達神面前的煙

一般，父母仍殷切地期望著能聽到子女以語言

的方式和他們「說上一兩句」。

在這階段，不坦誠和沒有愛是不良溝通的

最大原因。常見現象包括年邁的父母與成年的

子女間，因諸多考量，而不願、不敢、或不能

將實情或真實感覺告訴對方。而這些諸多考

量，多是內心的猜測，例如獨居的老人拒絕搬

去和子女同住，只因她猜想自己會造成子女不

便，卻不知因不住一起，子女反而更擔憂老人

家的起居。而不愛或不夠愛則是另一原因，愛

心的缺乏使人專顧自己，也使人不斷的需索，

卻不為他人著想。

親子溝通通則

神所造的每一個人都不同，神給每一個人

的環境和遭遇也都不同，一個盡心愛子女的父

母，一定可以察覺出個別子女間的差異，而不

將別人的、書本的、或先前習得的經驗強加在

子女身上。言語是有限的，但感受是無限的，

隨著親子互動時間增加，彼此間的瞭解也會愈

清楚，也就愈能有效的用對方能接受的方式溝

通。有時也許用盡了所有人的方法，仍無法將

漸行漸遠的子女帶回神的面前，但不要忘了在

神凡事都能（太十九26）。

而為人子女者，不論學經歷如何增長，都

不當看低父母。父母親職非天生就會，他們是

在與每個子女的互動中學習如何做父母。當與

父母做不同意見的溝通時，不要忘記考慮父母

的成長背景，做子女的即或不需擔負父母的包

袱，但也不當評斷父母的執著，以寬容對待父

母的堅持，以尊重的態度做溝通。

結論

溝通的目的在使兩人更緊密的聯合，也就

是使彼此更瞭解、更親密，及更真確的共享善

惡及價值觀。世上關於溝通的學理繁多，為的

是將不同個體內在的感受和想法有效的傳達給

對方。但，不要忘了，感受和想法更重於這傳

遞的橋樑。

老長老曾勉勵傳道者要有為父的心；同樣

地，身為父母者當效法神愛祂子女的心。天父

見選民再三地違背、忘記祂的話，祂在怒中卻

仍不斷地供給、提醒和告誡衪的民；耶穌在猶

大要賣他之前，仍以話語和為他洗腳提醒他回

轉。他們定睛看著、仔細聽著，以溫柔和耐心

的態度，用清楚明確的訊息和對方交流，這，

就是千年不變的愛的溝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