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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幸福心工程」 

 

大標：諮商關係教會我的親子關係 

★王文秀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教育心理與諮商系兼任教授/台灣輔導與諮商學會常務監事 

 

兩個兒子，老大今年 26 歲，他出生四個月時，我就獨自一人拋夫棄子遠渡

美國修讀博士學位，初期思家思子心切，也愧為人母，常常以淚洗面。修課的兩

年期間感謝公婆、先生、小叔小嬸、大伯一家及大姑對老大的悉心照顧，我只能

利用寒暑假回來陪玩一陣，一直到第三年回國寫論文，才真正開始建立親子關

係。老二 21 歲，是在拿到博士學位返台工作穩定了，才決定要生。高齡懷孕、

生產及照顧幼子，要同時兼顧專業工作與家庭生活非常辛苦，但是能陪伴孩子成

長，陪伴孩子經歷他們生命中的高低起伏，能將我信服的諮商理論運用在親子教

養及夫妻關係，到此刻親子關係與夫妻關係都非常親密，兩個孩子的學業成就及

人品均佳，這些都是我寶貴的人生體驗。雖然我也是為人母親才開始學習怎麼當

母親，但是以下我所內化的諮商理論都讓我更享受母職。 

依附關係是人格成長的基石 

孩子從在母親的子宮內成長，母親的身心健康程度、情緒成熟度及對孩子

是否發自內心的喜愛，一直到出生後母子間最親密的接觸，那種無條件的愛、那

種努力理解並回應孩子各種情緒與行為表現背後想表達的意圖，這些都會一點一

滴型塑孩子的自我概念和人際關係。我的老大雖然兩歲半之前不是由我帶大，但

是懷孕期間的愛，以及出生後家人無微不至的照顧與愛，都讓孩子活得有安全

感、有自信；老二完全由我一手帶大，我更是能深刻體會他如今擁有的諸多特質，

如善體人意、反求諸己以及凡事求全等，與其依附關係的關連。 

用鼓勵代替讚美，善用自然合邏輯的結果 

我重視的，是孩子的努力過程，而非努力之後的結果。不管是孩子的學業

表現、交女朋友或是在追尋自己理想的過程中，即使結果不盡如人意，我仍然肯

定孩子過程中的付出，這種肯定過程的鼓勵（『我看到你在做 XX 事的過程中所

下的功夫』）而非純然讚美（『你好棒，我真以你為榮』）或批判（『你怎麼那麼笨，

連這個都做不好』），讓孩子不但知道自己的努力被看見，即使事與願違，父母親

也不會責備或詆毀，因此在安撫自己沮喪的情緒之後，能再站起來為自己而戰。 

同樣的，我不打不罵孩子（偶而還是會碎念一下），但是讓孩子清楚知道他

要為自己的所作所為負責任甚至付出代價。例如孩子小學時，我告訴孩子我很

忙，自己上學忘了帶任何東西到校，我絕對不會送過去；放學開車接孩子回家的

路上，有任何明天必須要帶去學校的東西（如買翌日班上烤肉要的材料），一定

要在回家之前告訴我，一旦回到家才說，我就不出門，孩子要自己想辦法。由此

延伸的寫作業、考試成績、高中或大學或研究所就讀何校、何系，或是交女友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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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自己金錢的支配等，孩子可以諮詢我們的意見或是尋求其他人的意見，一旦決

定，就要為自己的決定負責任。這樣的態度大大增加孩子的獨立自主、思考判斷

與做決定的能力，不會只是為我們大人的期待而活，不會依賴或將責任都推給大

人，且因為深切知道要自負其責，因此會更謹慎。 

手足關係≠競爭關係 

我從未說過「哥哥你比較大，要讓弟弟（或反之）」，或是「你看你哥哥（或

弟弟）考試可以考這樣，你怎麼都做不到...」之類的話；當一方對另一方有怨言

時（例如哥哥覺得弟弟很煩，老愛跟著他，或是弟弟覺得哥哥太凶，太愛管他...），

我試著同理抱怨的一方，有時光是專注聽著，抱怨者說完就沒事，有時就跟抱怨

者一起討論可以怎麼辦。兩兄弟目前關係深厚，雙方都欣賞另一方的長處，一方

低潮時，另一方用力支持，兩人不用在父母面前爭寵，就是純然做自己以及享受

兄弟情誼。 

每個人都是獨立的個體，不盲從，不自己嚇自己 

兩個孩子求學過程，我沒有要求孩子學任何才藝或上安親班、補習班，我

相信每個孩子都是獨立、有能力、有潛力的個體，我相信孩子只要願意，自己可

以慢慢摸索出求學之道，如果過程中需要大人協助的，我就協助（如老大大學某

科被當掉，我請學校教授該科的退休老師協助數小時）。我不會被坊間的宣傳（不

要讓孩子輸在起跑點）或看著滿坑滿谷的家長送小孩去補習或找家教而心慌，我

始終相信，孩子真的知道自己要什麼，就能逐夢踏實，不要因為過度補習或填鴨，

破壞孩子學習的胃口或是變成被動甚至厭惡學習。當然在此過程中，夫妻的管教

態度，不管事前或事後溝通，要盡量一致，否則全家皆受苦。 

增加家庭共處時間與美好回憶 

我們夫妻皆忙，但是孩子從小幾乎每年暑假一定安排國內或國外旅遊；每

個週末也一定有一個晚上到外面餐廳用餐；2012 年更是完全由老大一人安排一

家四口 15 天歐洲之旅的所有行程。在這些過程中，家人有親密放鬆的相處時光，

能充分談心，也能增廣見聞，有共同的回憶，老大也向我們證明他真的長大，可

以獨當一面；即使旅遊過程中有衝突，也都能以喜劇收場，這些都是滋養親子關

係的絕佳養分。 

純然的信任與放手，父母永遠是最佳的後盾 

從孩子一歲左右慢慢學走路，到騎車，到作任何決定，我就是純然信任孩

子可以自我校正和自我肯定。至今我沒有偷看過孩子的 FB、手機、書包或私人

信件，我尊重孩子的隱私，相信他們想讓我知道的，就會讓我知道，也相信他們

可以從跌跌撞撞中走出自己的路；不管他們日後如何發展，如何鋪陳自己的未

來，父母永遠是他們最佳的後盾，而他們邁向獨立的分離和個體化過程，也絕對

不是和父母切割或是不聽話。孩子能成就自己，讓自己活得有意義，做自己喜歡

做的事而盡其在我，不管只是獨善其身或是進而能兼善天下，就是我身為母親的

初衷，也是諮商理論的具體實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