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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4.09 發行 

＊活動訊息 

【高三－申請入學面試及審查資料】 

 校長推薦函申請：若同學申請大學需要檢附「校長推薦函」，須經導師、輔導處簽註意

見後，由輔導處彙整後繳交至校長室。繳交期限為各校收件截止日期 2 週前，逾期不

受理，相關細節請找輔導處英秀老師。 

＊家庭教育文章 

學習面對父母失望的眼神，也是一種長大的證明 
擷取自: 老師，可以和你聊一下嗎？ 作者:陳志恆               

從小到大，從父母的眼神中，你看到的是肯定的成分居多，還是失望的成分居多？當看到父母肯定的眼神時，我

們知道自己做對了、是重要的，或者，自己是被愛著的；當看到父母失望的眼神，我們知道自己的表現不如預

期，自己做錯了，或者，是不被喜愛的。從小，我們就是這樣望著父母的眼神長大的。在渴望父母肯定的同時，

慢慢地建構起自己對自己的觀感，包括自己是否是重要的人、自己是否值得被愛、自己是否足夠優秀等。  

就算負氣離家，仍然對父母深感愧疚  

每個孩子無不渴望獲得父母肯定與認同的眼神，換句話說，當看到父母失望與否定的眼神時，自己

也會深感懊悔、自責甚至恐懼。因此，孩子從小就懂得察言觀色，從小就懂得透過各種方式取悅父母；

換句話說，他們是如此深愛著自己的父母，也期待與父母保持著正向深厚的情感連結。 

問題是，有一天我們也得剪斷臍帶、展翅高飛，走向屬於自己的路；而往往，這樣獨立自主的展

現，與父母的期待常是背道而馳的，這時，就可能得不斷面對父母失望的眼神。 

在電影劇情裡，我們常會看到主角為了追尋自己的人生方向，不惜與家人反目，負氣離家，留下家

鄉兩老失落又無奈的眼神；此刻鏡頭又來到搭上離家班車主教角身上，偷偷地拭淚，那淚水中有著不被

支持與理解的委屈與苦悶，更摻雜著沒能讓父母滿意的愧疚。 

電影中演的，往往就是真實人生。 

兩代之間都有亟待被滿足的內在需求  

曾有好幾次，在晤談中，坐在我對面的年輕孩子幾近控訴地問著我： 

「為什麼我的父母總是不能支持我？」 

「為什麼我自以為能讓他們滿意的表現，換來的卻是失望的下場？」 

「我也很想讓他們為我感到驕傲，但怎麼做他們就是不滿意呀！」 

這些話，聽來格外心酸。兩代之間因期待不同，而讓彼此都被困住了，相當辛苦。 

可想而知，父母與孩子對彼此都有深深的期待。做孩子的，期待父母允許他們自由發展，且得到父

母的肯定與支持；做父母的，則期待孩子能按照他們規劃的途徑發展。當彼此感受到自己的期待未被照

顧時，難免痛苦與失落；而越是在意彼此，痛苦與失落感則越強。藏在這些期待背後的，是亟待被滿足

的內在需求。  

父母對孩子的期待，大多來自於對安全與穩定的渴求；而孩子對父母的期待，則是想感受到被愛與

肯定，這是自我價值的重要來源。問題是，長輩因受其成長背景與人生經驗的影響，有些價值觀與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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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就牢不可破，對事情有著一定的執著，對孩子期待中的理想樣貌，也早就根深柢固，要他們改變，談

何容易？ 

就算再三保證，也難以換來肯定與支持 

最近，在一場親職教育講座會後遇到一位家長，原以為他要和我討論孩子的事情，他有些猶豫地開

口：「我不知道問這個問題適不適當，但是我一直很困擾。」 

我點點頭，示意他繼續說。  

「聽了你的演講，讓我意識到，我正是個受傷的孩子。一直以來，我都無法做我想做的事情，就算長大

成人、出了社會，我仍然得凡事聽從父母的安排。年輕時，我曾經有自己的夢想，想開一家咖啡店，當

時與父母有一番爭執，甚至鬧到要斷絕關係。最後，我放棄了，聽從父母的期待，去銀行工作。我想，

這樣父母就會以我為榮了；確實，父母對我感到放心了。」 

他停頓了一會兒，繼續說：  

「然而，我仍然心有不甘，年少的夢想一直召喚著我。我想轉換跑道，做點不同的嘗試，卻立即遭到強

力勸阻；父母又對我流露出失望的眼神，即使我向他們再三保證也一樣。」 

「面對他們，我真的覺得好痛苦呀！」這是一個四十幾歲的大男生，內心沈重的告白。 

學習接受差異，因為就是不一樣 

聽完了他的苦，我問：「你真的很想去完成你年輕時未竟的夢想嗎？」他點點頭。我又問：「你願

意在大膽嘗試後，不論成敗，對自己負起完全的責任嗎？」他再度堅定地點點頭。接著我說：「那麼，

我想告訴你，你不可能要求父母對你不感到失望，你只能學習不去在意。」 

我想讓他知道，人要活的，終究是屬於自己的人生，而不是父母的。如果每一代都活在上一代的期

待下，那麼整個人類的生命系統是不會往前進的，而是會在原地打轉。 

他專注地聽著我說，咀嚼著我的每一句話，接著說： 

「可是，我只要看到他們失望的眼神，就深感罪惡，認為自己不是個好孩子！」 

我點點頭：「沒錯，不只罪惡感，還會氣憤、惱怒又無力，為什麼自己的決定總是不被父母支持，

彷彿自己不值得被愛——為了真正長大，這或許都是必需經歷的痛苦。」 

「所以，如果你想實現夢想，同時仍然能與老人家能和平相處，你就得學習去面對父母對你流露出

失望的眼神。」 

不管我們再怎麼愛父母，再怎麼希望父母以我們為榮，慢慢長大後，終究要體認到，父母與我們就

是不同的個體，與我們對事情就是會有不同的期待，你只能接受這個差異的事實，但很難去改變他們。 

家人間要能相處下去，最重要的，就是承認彼此存在著差異，抱持著「我不必變成你，你也不需要變成

我」的認知，在差異存在的基礎上，仍然保有一定的情感連結與溫暖關懷。 

別把不被認同當做不被愛 

「其中有一個關鍵，」我繼續說：「就是別把父母的失望，與自己是否被愛或是否有價值，劃上了

等號。」 

「換句話說，你只是沒達到父母的期待，但你仍然是個正直、善良、上進且重要的人，你依然值得

被愛，更值得擁有美好的人生。你要相信，當你能把自己的人生活得精彩，這本身就值得被肯定了。」 

這個課題好難，但或許，我們都需要去學習面對父母失望的眼神；這正是一個人邁向獨立成熟必須付出

的代價，也是一個人真正長大的證明。 

（本文撰寫於 2020 年 2 月 5 日，文中案例為真實故事經充分改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