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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訊息 

 

 升學資訊 

    106 學年度日間學制學士班新生招生名額分配表(含繁星推薦、個人申請、考試分發名額)，請

參閱輔導處網頁。 

 

家庭教育文章 

別讓孩子成為父母雙方「原生家庭成長議題」的戰場 
作者：陳鴻彬心理師 

 

【父母各有堅持，卻苦了孩子】 

  

    這已經不知道是他們第幾次為了孩子的「入睡時間」爭吵了。 

    牆上的鐘指著晚上 10：30的時間，小女孩眼眶泛著淚、還在努力地完成每天需

完成的任務：讀經、拉琴、複習美語…等。 

    孩子的媽則在一旁盯著，不准孩子的爸插手。但深夜裡，夫妻兩個人的爭執越來

越大聲，連一旁的孩子也忍不住大哭了起來，全家烏煙瘴氣。 

    媽媽總擔心：如果不堅持要孩子每天完成該完成的例行學習任務，怕養成孩子投

機的心態、學得不紮實，那麼以後該怎麼跟人家競爭？ 

    爸爸則很心疼這個才四歲多的孩子，無論前一天晚上多晚睡，每天早上都被迫得

早起、勉強睜開惺忪的睡眼，跟著爸媽出門，沿途送她上學，然後爸媽才去上班。 

    所以當爸爸單獨負責陪孩子的夜晚，無論孩子完成母親所訂的功課了沒有，只要

時間一到九點，就帶著孩子入睡。 

    孩子的爸三不五時就傳一些關於「睡眠充足對大腦發展及學習的重要性」之研究

跟孩子的媽分享，用以佐證自己為什麼這麼重視孩子的睡眠是否充足。 

    孩子的媽也不甘示弱，回敬「幼兒階段提早學習第二外語（或音樂）的好處」、「讀

經對孩子品格教育的正向影響」…等一類的文章或報導，向孩子的爸宣告：我的堅持，

才是對的！ 

    於是，孩子彷彿成了「父母各自不同堅持」下的戰場，在孩子的作息與學習上不

斷拉扯、拔河，家裡時常上演上述的劇碼。 

    而對孩子來說，看著父母時常因她而吵架，小小年紀卻已常反覆經歷「自責」的

情緒，並且手足無措、好像怎麼做都不對。 

    幼兒園的老師屢次在小女孩的童言童語裡，感覺到有些不對勁，終於鼓起勇氣，

建議這對父母應該要尋求專業諮詢。 

 

國立臺中文華高中輔導週報 

第-1-頁。 



【孩子的媽：在「自卑與超越」腳本下長大的孩子】 

    與這對父母深談之後，對於他們對孩子的愛與關心，我絲毫沒有懷疑，也相信他

們都真心希望孩子能夠成長得很好。 

    但憑藉著在親職教育上的工作經驗，以及近年來對於「原生家庭成長經驗對個人

影響」的關注，我也隱約嗅到：「為什麼夫妻兩個都對自己信奉的教養原則這麼堅持、

不肯退讓」的原因。 

    原來，孩子的媽自小在家裡是個成就感很低的孩子，相較於其他手足的表現優秀

與突出，媽媽與哥哥姊姊常笑她「妳怎麼這麼笨？連這麼簡單的也不會。」所以她顯

得相當沒有自信，成長過程裡不斷想證明自己並不比其他兄姐差。也因為從小自我價

值感低落，從原生家庭感受到的否定與傷害遠大於愛，所以與原生家庭的關係很疏

離。 

    在自己有了孩子以後，她無時無刻不期盼女兒能夠贏在起跑點上，不會被人嘲笑、

看不起，所以時常焦慮於孩子學太少、學太慢，卻渾然忘記：女兒，不過才四歲。 

    「妳的一生，不斷在『自卑與超越』的生命腳本中打轉，已經夠辛苦了！面對幼

時的成長環境，妳也許沒得選擇，但是妳的孩子還有得選擇，而且選擇權目前就在妳

的手上，可以有機會不同。妳確定還要繼續把同樣的腳本複製貼上在孩子身上、讓孩

子跟妳一樣辛苦？」聽完我這段話後，她已紅了眼眶。 

 

【孩子的爸：幼時成長歷程的遺憾，不希望孩子重蹈覆轍】 

    至於孩子的爸，其實成長歷程跟孩子的媽相仿，因為資質不好、所以求學過程很

辛苦，時常以「比別人更大量地投入時間」換取「還可以的成績」，但因為每天固定

的時間就這麼多，所以他只好「向睡眠搶時間」，時常熬夜唸書以補不足。自小就常

常生病的他，把這一切歸咎於自己長期睡眠不足導致抵抗力太差。 

    所以當他有了孩子以後，立誓不要讓孩子跟他一樣忍受睡眠不足的辛苦，以及承

擔長期犧牲睡眠後可能需付出的代價。 

    夫妻倆人，相似的成長經驗，但發展出來的生命腳本與個人議題迥然不同，而且

差異之大超乎他們的想像。他們至此也才驚覺到：原來，比起「教養原則的對錯之爭」

來得更重要的是「回到自已身上去覺察自己這些原則是怎麼來的？又為什麼這麼牢不

可破？」。  

【當遇到難解的教養差異時，記得回頭看看自己是怎麼長大的】 

    在推廣親職教育的過程裡，時常聽到父母親為了教養觀念上的差異而爭論不休，

而且雙方都不肯讓步與妥協，結果孩子彷彿成了父母親教養觀念的「戰場」。 

    但我也不時發現：當父母雙方反覆出現這樣的爭戰時，回過頭去探索各自原生家

庭的成長經驗或學習歷程，往往都有跡可循，或多或少可以找得到「為什麼這麼堅持

某原則」的經驗脈絡。 

    教養孩子的過程裡，我們總是花很多力氣在學習「好的教養方法與策略」、努力

設法改善問題，這是必要的，毋庸置疑。 

    然而，如果父母親能夠花些時間，對於自己源自於原生家庭的個人議題能夠再多

些覺察與探索，並且反思這些議題對我們在教養孩子過程產生哪些影響，據以修正，

或是必要時尋求專業協助，也可以幫助我們疏通卡住的地方。 

    特別是，在親子衝突越大、教養上卡關越嚴重時，卡住的關鍵往往不是在「教養

策略與方法」，而是在「操作這些策略與方法的人，卡在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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