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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4.23 發行 

＊活動訊息 

1. 2021 高中生數位整合設計工作坊:臺中教育大學將於 5/22 辦理「高中生數位整合設計工

作坊」，有興趣的同學請上輔導處【最新消息】看更多資訊。 

2. 高三-升學資訊: 2021香港教育大學招生資訊，詳情請參閱輔導處網站最新消息；報名截止

日期為 2021/5/31，高三有興趣進一步了解的同學，最晚請於截止日兩週前詳洽輔導處英

秀老師。 

3. 高三-繳交備審與甄試心得電子檔：請注意！有參加備審資料講座、模擬面試、與老師討論

選填志願與備審的同學，秉持「取之於學校，用之於學校」精神，請務必上傳備審與甄試

心得電子檔，將老師們的用心傳遞下去！(請一律上傳至學校「大學備審資料」平台) 

＊家庭教育文章 

脫口而出的質問式語言，常是關係中的隱形殺手                                                                                 

取自:老師，可以和你聊一下嗎? 作者:陳志恆 

也許你不知道，日常生活中時常使用的說話方式， 
有時候是破壞關係品質的殺手，特別是在越親近的家人或伴侶之間。 

有位母親剛在廚房裡忙完，走到客廳的沙發上休息片刻，才坐下來，見一旁念國中的兒

子正目不轉睛地看著電視。 

她向兒子開口說道：「孩子，你怎麼不去幫我倒杯水呢？」 

孩子應了聲：「噢！」，離開座位去弄了杯水遞給媽媽，臉上的表情不是很愉悅。 

母親心想，我整個早上忙進忙出，你在那邊翹二郎腿看電視，請你倒個水給我，還給我

擺臭臉。她忍不住念了孩子說：「你怎麼都不能體諒一下你媽媽的辛苦呢？」 

「好啦！我知道了啦！」孩子不耐煩地回應。母親聽了更不開心：「你難道就不能口氣

好一點嗎？我是你媽，不是妳家傭人，好嗎？」 

「好啦！我說我知道了嘛！我沒有那個意思啦！」 

這是一段令母子雙方都感到洩氣的親子互動片刻，卻是經常在家中上演的戲碼。不過就

是媽媽請兒子倒杯水，問題出在哪裡呢？ 

我們不難發現，這位母親對孩子說出的話語中，有一些共同的模式，裡頭常是「怎麼沒

有……？」、「為什麼不……？」、「怎麼不會……？」、「難道不能……？」的句型結構。這是

一種典型的「質問式」句型，語句中帶有否定的字眼，並以問號做為結束。常見的包括： 

「離開時怎麼都不關門？」 

「你為什麼沒有順道幫我帶點東西？」 

「你怎麼沒有找我一起去？」 

「你難道不能體諒我一下嗎？」 

「怎麼沒有先跟我說一聲？」 

大多數的人聽到這樣的話語，心裡都是不舒服的。因為其中帶有濃厚的指責與否定意

味，不是指出了我們沒有做到的事情，就是貶抑了我們的人格與形象。言者無心，聽者有

意。說話的人不一定有意要指責或否定對方，通常只是在傳遞出一份請求。 

像是前述例子中的母親對孩子說：「你怎麼不去幫我倒杯水呢？」，真正的想傳達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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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孩子幫忙倒杯水，希望孩子展現體貼，而不是真的想知道孩子不去倒水的原因。 

只是，聽在孩子的耳裡，他感受到的是被母親責難：「我不夠體貼，我不是個乖孩

子！」，自然會產生防衛心態。 

如果孩子直覺地回應：「妳又沒說妳渴了，我怎麼會知道？」接下來，免不了的是更加

針鋒相對的場景。 

如果，換個說法，直接表達自己的期待，或許就可以避免接下來關係的緊張甚至衝突。

例如：「孩子，我好累，有點渴了。請你幫我倒杯水來，好嗎？」這便是直接請求，兒子應

該會很樂意為母親效勞的。 

當我們說出質問式的語言時，表面上似乎是要對方解釋沒做到某事的原因，事實上，我

們一點都不想知道為什麼。我們真正在意的是對方沒有做到我們期待中的事情，我們希望他

能夠做到。而當對方想方設法努力地解釋時，卻發現我們根本不在意，不想聽，這往往令對

方感到十分惱怒！ 

有個孩子某天晚了點回到家，父親劈頭就問：「你怎麼不早點回家呢？」 

「我也想呀！但是今天放學比較晚，公車錯過了一班，等下一班花了很多時間，路上又堵

車，所以比平常還晚了一點。」孩子認真解釋道。 

「那你怎麼不先打個電話回家呢？你難道不知道我們很擔心嗎？」父親接著問。 

「我也想呀！不過我的手機剛好沒有電了。」 

「你怎麼不保留點手機電力用在緊急時刻，你難道不知道這樣很危險嗎？」 

孩子發現父親表面上是在問自己晚回家、沒先打電話的原因，事實上根本不在意自己說

了什麼，從頭到尾只感覺到被指責而已，似乎自己的所作所為都很愚蠢。 

如果不在乎原因，又何必問呢？ 

質問式的語言在關係中最大的破壞力，其實是傳達出對對方能力的不信任。 

我們很容易將對方的質問式語言解釋成：「你根本就不相信我能做得到！」、「你就是質

疑我的能力呀！」、「你一定覺得我欠缺這方面的能力吧！」於是我們回應對方的語氣也不會

太好。如果，我們本來就擔心自己的能力不足，不相信自己可以做得到；如果，這是一直以

來我們極力隱藏，不想被知道，不想被看透的部分，一旦被揭露，情何以堪？ 

於是，使用質問式語言，一個不小心，就會掀開了對方的自卑之處。在防衛心理驅使

下，對方要不是不想接續這個話題，不然就是使用更強烈的攻擊性字眼回應，這場對話鐵定

不歡而散。 

每個人都希望受到尊重，被他人喜愛；沒有人天生喜歡在別人眼中有著惡劣的形象。然

而，質問式的語言容易傳遞出一種貶抑與負面評價，而戳中了人們往往最在意的自我價值感 

我們活在關係中，也活在他人眼中。雖然不需要過份在意他人的觀感，但也不能對別人

的評價絲毫不予理會，做自己與我行我素之間經常只有一線之隔。 

相對地，我們也要能夠體會他人時時在意如何受到評價的心情。當口中的話語在脫口而

出之前，請先想想自己的起心動念是什麼。 

如果，你只是希望對方做出某些行為，請直接提出請求吧！ 

「請你下次早點回來！」 

「請你記得來找我前先跟我聯絡。」 

「請你順道幫我買樣東西。」 

如果，你確實想知道對方沒做到的原因，也直接開口詢問吧！ 

「我看到你今天的心情不太好，可以告訴我發生什麼事嗎？」 

「你的成績最近有點退步了，可以告訴我原因嗎？」 

「兩個會議的時間撞期了，我想知道當時是如何協調的。」 

當然，知道原因之後，你也得與對方討論解決方案。明確傳遞內在意圖，少用質問式語

言，讓關係更親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