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6.05.05發行 

活動訊息 

 106年度「青少年職涯體驗營」 

1、活動時間：106/8/20（日）~8/21（一）；106/8/24（四）~8/25（五）共兩梯次。 

2、報名日期：即日起至 7/31(日)或額滿為止。 

3、報名聯絡：連絡電話：04-37007777分機 402。 

 國立中興大學 2017大學新生預修課程-今年夏天，到惠蓀林場上學去！ 

1、報名對象：106學年度錄取中興大學新生，非大一新生請勿報名。 

2、詳情請參閱輔導處網頁最新消息。 

 國立商業大學 106學年度大學部四年制招生入學管道說明會 

1、活動目的：為使高中職應屆畢業生及家長充分瞭解國立商業大學部四年制招生入學管道、

計分方式及各系特色簡介等重要訊息。 

2、活動時間：106/5/21（日）13:30~16:30。 

3、報名方式：請參閱輔導處網頁。 

 臺灣大學~第九屆全球集思論壇 高中生計劃 

1、 時間：106/7/3（一）~7/7（五） 

2、 主題：年度主題-新勢力嶄露頭角 RISE TO PROMINENCE 

       四大主題-A 區塊鏈應用 B永續經濟 C 族群人權 D新興媒體 

3、 代表組成：國內 150 名大學生、50名高中生與國外 100名大學生 

4、 議程：晚宴、年度主題演講、專題演講與座談、行動方案、深度工作坊、學術議題深度探

討、產學合作體驗、歡送派對等 

5、 報名方式：請參閱輔導處網頁。 

【以上資訊請參閱輔導處或相關網站，歡迎同學踴躍參加】 

家庭教育文章 

你被情緒勒索了嗎? 
文/周慕姿諮商心理師 

 

常見的情緒勒索有三種類型： 

 

一、沒功勞也有苦勞：「我們含辛茹苦地把你拉拔長大，寄託全在你身上，你就不能

體諒父母的辛苦，聽話一次嗎？」許多父母常會對孩子提起過去撫養子女時的艱苦

歷程，期待孩子知所感恩、知恩圖報，而成全父母的期待，正是最好的回報。 

 

二、一切都是為你好：「我們這是愛你，是為你好！」「爸媽難道會害你嗎？」「如果

不是為你好，早就讓你自生自滅去了！」父母的良善動機令孩子不忍拒絕，那份比

天還大的恩情，怎能視而不見。孩子總在心裡想著，如果我沒有做到他們的期待，

不就辜負了他們對我的愛，也顯得我不夠愛他們，這豈是為人子女該有的態度呢？  

臺中市立文華高中輔導週報 請宣讀後公告 



三、後悔了別怨我：「好啊！你追尋你的理想去，到時候餓肚子，別怪我沒先提醒你！」

「不聽我們的話沒關係，到時候後悔了，可別回過頭怨我們沒阻止你！」父母說出

這類話，顯然與孩子之間的拉扯已到了相當緊張的程度。 

 

    父母自認為已為孩子做了最好的安排，於是用這樣的話語暗示著自己的責任已

盡，對子女已無虧欠。聽在孩子耳裡，總會有一份惶恐，擔心：「父母是否永遠不再

理會我了？」也感覺到與父母之間的情感連結可能就此斷裂。 

 

    簡而言之，這些情緒勒索的典型話語，都是透過讓對方恐懼情感破裂、感到愛

的匱乏，以及訴諸罪惡感，操控著對方的行為。 

 

    台灣社會，由於深受儒家文化影響，很在乎「孝順」。「孝順」這兩個字，相信每

個人都琅琅上口，但是「孝順」是什麼？但既然「孝順」是如此難以定義。那麼，

父母心中的孝順是什麼呢？在台灣許多五、六十歲以上的父母眼中，「孝」就是「順」，

好像有「順」才有「孝」。所謂的「順」，最簡單的定義，就是「順從爸媽的想法與

意見」，就是「聽話貼心」，也就是說，「孝順」的標準與定義，是由父母決定的。  

    在這個文化架構下，對於某些父母而言，孩子「夠不夠聽自己的話」，就決定了

孩子是否「有美德」，是否「孝順」。對這些父母而言，或許，自己的爸媽以前也是

這樣對待自己的。因此，期待孩子「順」已經變成一種習慣；尤其從小到大，長期

跟孩子的互動，都是比較權威式的「上對下」的要求與命令：「我說的、做的都是對

的，你要按照我的要求做。」 

    只是，隨著孩子長大，有自己的想法、事業與專業知識。這樣的父母，其實缺

乏跟長大的孩子互動的方法知識，於是，還是用過去與孩子互動的習慣方式：害怕

孩子受傷，希望孩子照著自己希望的路或方法做。這樣，父母才會覺得安心，覺得

有安全感，覺得「這樣比較好」。  

    但是，已經長大成人的孩子，有自己的想法，也有自己的樣子。當父母無法習

慣，也無法接受時，「我養你這麼大，你居然這樣回報我」的這類情緒勒索的話就容

易出現，而孩子也會礙於因為該「孝順」的罪惡感，使得自己與父母陷入情緒勒索

的循環中。 

     

有時候，這種社會對「孝順」的推崇，不只綁架了孩子的自主性，卻也扼殺了
父母了解孩子的機會。 

 

    因為「孝順文化」，有些父母對於孩子應該如何順從，有太多「應該」的想像，

使得父母有時無法拋下自己身為父母的權威、尊嚴與面子，認為「我是父母，我為

你好，所以你聽我的是應該的」，卻忽略了孩子也是一個「人」。身為人，他當然有

獨立的思考、獨立的想法，可以有需求、有感受，這些都是應該被尊重且在乎的。 更

重要的是，即使在這些文化架構下，有一個「關於人與人相處」的重要概念，是不

能被忘記的，那就是： 

 
    彼此身為一個人，有需求，也有感受，應該要被尊重、被理解，而不是被
用「你應該」或教條壓抑，使得兩人互動，總只有一個人的聲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