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觀察面向 觀察要點 

1. 觀察孩子對於社會規範的尺度（註１） 

˙觀察指標：有標準＞沒有底線 

當孩子能說出一套自己看待事物的看法時，表示孩子的內心有一道心

理和認知的底線，這好過於「沒有底線」。故我們應該把握各種機會來

觀察孩子心中的尺(價值觀)，協助他們進行不斷的調整。 

2. 觀察孩子自我成就的動機 

˙觀察指標：作用力＝反作用力 

在意與恐懼是一體兩面的結果，當我們越努力，也就越容易擔心事情

失敗後所帶來的挫折和否定感。因此，在孩子追求社會性肯定的過程

中，除了鼓勵之外，我們更要讓孩子了解「做這件事的意義」，以避免

孩子歷經反覆的自我否定後，喪失勇氣，往「躺平(註 2)」邁進。 

3. 觀察孩子人際關係的品質 

˙觀察指標：「質」與「量」都重要 

「朋友多、交友廣闊」和「朋友少但互動深入」是兩種不同的人際關

係模式，無論是哪一種，都是重要的人際交往能力。 

*註１：「社會規範的尺度」是指一種和他人互動的心理規則與價值觀，但人們不一定會套用這個標準來要求自己。 

      →例：抱怨「同學做事不負責」，自己卻沒做好 

*註 2：「躺平」是指「對於生活充滿疲憊感，決定以最低生活品質為標準，拒絕努力、盡力敷衍」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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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脆弱的孩子＋高度擔憂的家長=控制的開端 

「因為我們經歷過，所以我不想讓他走錯路！」  「你牽他走的時候都不見得走得好，你放手還得了？」 

沒有人可以預知未來，因此，所有試圖控制當下來防範未來的做法，在邏輯本質上都是徒勞無功的。

所以傳說中的人生公式並不是絕對的。 

身為青少年的重要他人，我們應該要透過「觀察」看見孩子的各種面貌，進而理解他們的能力與渴望，

最後找到合適的關係界線，避免造成孩子過度的「依賴」，最後喪失獨立闖蕩的動機，形成惡性循環。 

過曝世代的孩子有他們獨有的時代文化。而這種文化和精神和我們過去所學到的價值觀有很大的差異，

導致我們在和孩子溝通的過程中常會感到無奈與擔心，甚至對於建立關係感到挫折。本期的宣導月刊將帶著

大家探索過曝世代下親子關係的挑戰，並提供幾項建立教養界線與維繫關係的方法，幫助大家在師生關係及

親師互動上不再灰心。 

 

人生公式要記好！ 

 

請想想看，人生真的有所謂的「公式」嗎？ 

品行好＝不犯法 

學歷好＝發展好 

◆ 觀察孩子的不同面向以找到合適的關係界線 

只要學歷好、品行好 

 未來就一定會幸福？！ 

《過曝世代》──第三章 過曝世代家庭教養心法 



 

   

 

 教養心法 4：跳脫「學不好=不聰明」的框架 

不使用「權力不對等」的句型 

→ 我說了算！ 

→ 我數到 3，你試試看！ 

→ 你給我＿＿＿＿！ 

//重新分權，維持有效溝通// 

 教養心法 2：放下教養焦慮，孩子表現≠你的價值 

你是先成為一個人， 1. 察覺焦慮的背後成因(自我需求) 

 教養心法 3：孩子犯錯時，避免引發羞恥感 

羞恥感：促使逃避錯誤、丟臉 1. 說出「孩子行為所造成的困擾」； 

不說「具貶低意味（註３）」的語句 

學習 優勢能力（擅長／喜歡科目） 學習如何學習（學習方法） 

學習結果不如意可能是因為在「不擅長的領域中」使用了「不適合自己的學習方法」！ 

我們可以和孩子討論先前的方法為什麼沒效，跳脫「學習＝智力」的框架，回到技巧、策略上的調整。 

參考資料：陳品皓(2024)。過曝世代。(168-239⾴)。親⼦天下。 

過曝世代的孩子所經歷到的環境及要面對的人生課題都和我們過去大不相同。 

 教養心法 1：讓渡權力，開啟新溝通模式 

親子衝突多源於一方（有權者）打破了「權力不平衡」的曖昧，讓一方感受到被壓迫的氛圍。 

 

重新分權，維持有效溝通 

把權力分給孩子，讓他依照這些權利表達 

自己的立場、意見與觀點。 

→換句話說：你有什麼想法？你會怎麼做？ 

2. 不將內心需求或價值觀投射在孩子身上 才成為孩子的母親／父親／老師 

＊註３：例如「臉都被你丟光了！」、「丟臉！」 

 

因此，在面對這群孩子時，我們需要跳脫過往的思考模式，給予孩子說出內心

話的機會，開啟有效溝通，以陪伴這群有著自我評價低落、害怕挫折的孩子一同在

安全感低落的世代找到自己的人生出路。 

下 下期的月刊將會帶著大家進一步探索：當孩子遇到人際問題、成天想上網時，

我們能做出的應對措施及相關處理原則，讓孩子在網路世代中，不再迷失方向。 

➢ 結論 

2. 接納孩子、自己的脆弱（不理想） 愧疚感：促使承認錯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