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讀懂青少年── 
理解、肯定與陪伴 文／Deigratia 

圖／盈恩

曾有人說：「最浪漫的三個字不是我愛你，而是在一起」，最好的告白則是：

「只要你需要我，我隨時都在」……。 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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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欄緣起：「青春活仰力」

不同時代有其不同課題，新時代的孩子是否愈來愈難教？還是因為在教養的

過程中，我們疏忽了哪個環節？錯過了哪個關鍵期？以致於到了他們青春期，面

臨身心急速變化和升學考試的多重考驗時，父母也跟著「壓力山大」（壓力沉重

如山），或者感覺到以往可愛天真的孩子，突然變得冷淡、陌生而措手不及。

網路資訊何其多，眾說紛紜，似乎反而讓人無所適從。回想自己成長的過

程，詢問長輩後，得到的答案多半是：孩子自己會成長（原來我們都這麼好

養），或是「生命自己會找到出路」（出自電影《侏羅紀公園》），可是身為大

人的我們，很多人還找不到「出路」，怎麼會認為孩子自己能找到呢？

面對自己的孩子，總有太多不捨和擔憂，教養沒有標準答案，因為神所創造

的生命，每一個都是獨一無二。唯有在神的帶領中，能安然度過此生風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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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說：「青少年是這世上最難溝通的一

群人，彷彿自帶『玻璃鐘罩』，將自己與外

界隔絕了。」而我想，會不會讀懂了青少

年，就能和所有人溝通？

在國中場域教學，與學生、家長多有交

流。與國中生，從最初的磨合到漸漸熟悉；

與家長，從一開始的陌生到信任、互助，最

終在校園這微型社會裡領略：有一種愛，叫

做「謝謝你懂我」；有一種信任，喚為「謝

謝你肯定」；有一種安全感，來自於「我知

道你一直都在」。

當教育成了歷險記

頭一回空降國三班，當起所謂「後

母」，沒想到比我想像中來得艱難許多。起

初，只覺得學校如果詢問是否要接導師，義

不容辭；後來發現，光要踏入這間教室就需

要極大的勇氣。

據傳這是個「高難度」的班，要帶好，

兩把刷子是遠遠不夠的，應該要先練成「絕

世武功」才行的那種。我既沒有刷子，也來

不及練武功，僅憑無論如何帶他們畢業就對

了的意念，展開一連串的「冒險」。

一開始，彼此都在觀察對方，而我還得

盡快適應這個新學校。學生在校比我「資

深」，若不早點摸索出校園規則及既定文

化，是很難「生存」下去的。記得有回，為

了讓他們早自修能好好打掃，校長進班級在

講臺上訓斥，主任和我在教室內督導、催

促，這群孩子才緩緩移步，勉為其難地揮動

著掃具。該說是年輕人的心臟較強壯，還是

網路世代的「離線狀態」早已轉移至現實？

話雖如此，這班級裡可是人才濟濟。認

真觀察，便能如尋獲「神奇寶貝」般，看到

他們各自的「能力分布圖」――學科優勢、

術科技能和潛力。會考過後，全班都順利選

填到前三志願序的學校。而我猜想，即使畢

業多年，當他們回首國三這段為衝刺升學而

並肩作戰的歲月，省視自己曾經年少輕狂，

也曾有一群師長們陪伴、協助他們突破這一

道道人生關卡，仍會有所感觸。

青少年需要被理解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論語‧

為政），孔子自陳十五歲時志向已明確，而

如今這個年紀的孩子，正面臨人生的第一場

大考――決定讀高中、高職或五專，前往各

自不同旅程的轉捩點。看似自信滿滿也該可

以獨立自主的年紀，許多時候內心既徬徨又

無助。解不開的人生習題與幾番糾結的志願

排序，時間一到就得交卷，不管喜歡或不喜

歡，現實總是要面對的。他們必須成長卻也

需要「支援」。

曾有人說：「升學考試、志願選填交給

學校老師就好，家長不用煩惱太多。」現

在想來，無異於拿未來下賭注。老師當然有

其專業，對孩子特質的了解、教育方式的運

用、專門科目的指導，予以校系選填建議

等，這是教育工作中的「標準配備」。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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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孩子從出生到成年離家，就學、就業

前，他們最渴望得到的那份理解，還是得從

父母給起，這是老師無法取代的。孩子最在

乎的還是父母對他們的看法，即使表面上一

副無所謂，但當我們與其晤談時，往往發現

其內心早已傷痕累累。

理解，需要足夠的時間。青少年階段，

即或天資聰慧的，遭遇困境時，能精準表

達內心真實感受與想法的並不多，能侃侃而

談的更是少數。多的是怎麼問也不肯吐出一

字，閃爍其詞的、哽咽著的，甚或淚如雨下

的都有。待情緒平復，也在幾次晤談中建立

關係，願意信任老師了，才肯說出他原先不

想說、不願說的心底話。

願意傾聽並理解青少年，是與其對話的

關鍵。當他們願意開口，或進一步完整的、

如實的說出想法，才是對談的契機。當然，

他們也可能為了逃避懲處而避重就輕或撒

謊。這些謊不難識破，我們可以選擇直接揭

穿，抑或耐著性子聽完，但哪一個對彼此的

關係有幫助呢？

我如此想著，一個孩子為何要撒謊？如

果他們足夠信任我，是否就會據實以報呢？

實務經驗告訴我：當老師願意給予孩子機會

表達，能讓孩子們信賴，他們確實會願意說

更多，也更願意坦白。特別在國中這三年，

大人給予時間和機會讓他們表達自我，用心

對待，以理解代替一味責罰（若須責罰，也

請多給他們一些時間解釋，多一份願理解的

心，孩子會感受得到），不僅能幫助他們穩

度青春期，也能讓師生與親子關係變得親密

而牢固。

信任來自平日肯定

班上有個怎麼也不肯跟父母溝通的孩

子，班導師自然就成了雙方溝通的「橋」。

費解的是，當與父母單獨聊天，會發現他們

也是非常關心孩子的，而孩子在校也十分受

同學歡迎。

「老師，他在家不是這樣的，他不跟我

們聊，也不肯接受我們給予的任何意見。一

回家就進自己房間，問他怎麼了，也都不回

答。」

我找孩子來談時，他也是沉默的，多數

時候僅點頭、微笑或一聲「嗯」，但感受

得到他對我沒有敵意，遇到事情也肯來找我

談。我百思不得其解，為何這孩子面對自己

的父母，可以和他在校的表現差這麼多？

有天，我看到他跟另一個同學玩得正開

心，好奇問他：「你怎麼不像旁邊的同學，

他跟媽媽處得很好。」他脫口而出：「他媽

媽很開明。」「你媽媽不開明嗎？她很關心

你欸！」「她講話很酸。」語音落下的那一

瞬間，我恍然大悟！然而，面對他母親，這

答案我始終開不了口。

聖經說：「你們作父親的，不要惹兒女

的氣，只要照著主的教訓和警戒養育他們」

（弗六4）。孩子當然會有犯錯或者表現不

盡理想的時候，但我們當照著主的教導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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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戒養育他們，找出他們的優

點和做得比之前好的地方，用

肯定和建議的方式取代酸言酸

語，如：「這張圖色彩繽紛，真不錯！媽媽

覺得這裡有比之前畫得更立體」，「作文內

容寫得比之前多囉！很好！我們一起來念一

下，看看哪裡可以更棒！」。

只要不是做壞事，平日您對他們的肯定

和建議，都會在他心中留下「我爸媽懂欣賞

我」的好印象，以後他若有什麼事情，會更

願意跟您分享。當他願意聽您說，把您的話

放在心上，做錯事的機率自然會大大降低。

即或犯了錯，當您責備他時，他會較願意接

受，因為他知道你是愛他的。

一個人能被信任是幸福的，因為信任正

代表一種肯定。從今起，試著去信任您的

孩子吧！也許他無法「一步到位」，達到

您的標準，但相信這份肯定會在他心中萌

芽，成為激發他向上的動力，人生路也會

愈走愈開闊。

安全感來自於陪伴

教育圈有句玩笑話：「溝通，常常溝而

不通；輔導，往往愈輔愈『倒』」。莞爾之

餘，想想也不無道理。大多數的人都不是溝

通輔導的專家，「業餘」的我們，即使有心

想要運用這些理論於生活中，實務操作上也

難免因不熟悉而挫折連連。那麼，面對青少

年，我們除了操心、焦慮，還能做什麼呢？

答案是：給予充足的安全感。

青少年需要安全感？是的，安全感不只

嬰幼兒需要，青少年也需要，甚至有時連大

人也需要安全感。曾有人說：「最浪漫的三

個字不是我愛你，而是在一起」，最好的告

白則是：「只要你需要我，我隨時都在」。

可見，來自於人性的需求中，有人陪伴是很

重要的，這種陪伴使我們感覺安心、溫暖，

有安全感。

當我們受挫時，有人願意陪在身邊，即

使對方靜靜都不說話只是傾聽，也能使我們

感到好過許多。當能以這樣的心情來陪伴青

少年，讓他們知道「你一直都在」，默默支

持、關懷著他，這份愛將會是他們重獲振作

力量的關鍵。

建立與真神的關係

我將這些事告訴你們，是要叫你們在

我裡面有平安。在世上，你們有苦難；但

你們可以放心，我已經勝了世界（約十六

33）。

我們天上的父，基督耶穌知道我們在世

上必然遭遇的苦難，祂理解我們的軟弱，

並給予我們滿滿的安全感――在祂裡面有平

安。願我們都能以這份信心建立自己與神

的關係，也用同樣的關愛去理解、肯定並

陪伴青少年，帶領他們建立與神的關係，

同得這份世上的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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