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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衛福部於2020年六月中旬，公佈了2019年國人死因統計結果；其中，在1至

24歲，事故傷害居死因之首；在15至24歲，自殺則居死因之次。青少年自殺死亡

率已連三年上升，而且創24年新高。官方引用專家的研究報告指出，年輕族群自

殺和死亡率上升，原因之一是家庭功能不再，孩子無法獲得足夠的支持及陪伴。

青少年最常見的心理問題與人際、感情、課業及家庭關係有關，如家庭關係

薄弱，則青少年無法從中獲得支持的力量，便很可能走向極端方式，而自殺僅僅

自我毀滅的手段之一。這個訊息，很值得教會及父母投入關注，以作為家庭及宗

教教育發展之參考。

孩子每天都要面對挫折

手機的家庭群組中傳來小女的訊息：面試沒上啦～嗚嗚！接著是一張CONY

兔兔仰天跪哭的貼圖。我不知道該怎麼安慰她，只能勉強地回了一張「不知所

措」的貼圖，並尋思著晚上通電話時該如何啟齒；群裡的其他人則沒出聲，顯然

都跟我一樣，不知該如何是好，因為結果超出了所有人的預想。

挫折從孩子踉蹌學步就已經開始，只不過當時有父母的陪伴與鼓勵， 

讓他們有跌倒了肯繼續爬起來向前行的勇氣與激勵……。

陪伴孩子面對挫折 文／僕子  圖／ting



65http://joy.org.tw    holyspirit@tjc.org.tw
網路線上雜誌             雜誌社信箱

筆者的小女為了校外實習申請，已經花

了好幾個月時間準備。從機構參訪、撰寫報

告、遞出申請、模擬面試、到最後機構主管

面試，可謂戰戰兢兢、嚴陣以待，絲毫不敢

鬆懈。如今，慘遭挫敗，被無情地刷掉了，

難過的心情不言可喻。

於此，父母都不是專業人士者，面對孩

子的挫敗大多是焦急不安、或是自責；甚

至，弄巧成拙、愈幫愈忙。我與內人雖非十

足的啦啦隊、豬隊友，卻也無計可施；畢

竟，我們都外行，很難給出具體的解決方

案，僅能提些建議，希望從中端詳出未能設

想周到的細節，或許還能找到盲點，尋求補

救。

為了這實習，姐姐們幫了不少忙，全家

人在每天的約定禱告時間中也不住地代禱，

祈求主的帶領；如今，主並沒有按我們的心

意成全，這可是我們同心合意祈求下的挫

折。

她應該沒想到會落選，此刻的心境恐難

以在短時間內平復。現階段的她，應該只懂

得祈求主「拔刺」、為解決眼前的難題而禱

告，尚無法體會到「主恩夠用」的心境（林

後十二8-9）。但沒有關係，總有一天，她

將會明瞭主的心意是什麼、禱告所沒有成就

的意義是什麼；而我們其他人所需要不斷學

習的，正是相信主的預備、對主的順服，以

及願主旨意成全的祈求之種種操練。

當天晚上，小女與內人談了許久；感謝

主，她的心情已經平復許多，開始尋找補救

的措施。她擬出了幾個方案，其中有需要師

長協助的請求，卻不知該如何進行。我們給

出了進行的次序、應對師長之建議，再加上

為她禱告的保證，相信小女對此番挫折的對

應，一定較兩年前好多了。

上次傷心、難過的事，是面對主內好友

的驟逝，長大以來第一次重大的情感挫折。

自小一起在教會長大、同年紀的同靈，在聚

會結束回家途中因車禍離世。這個事件重

擊了她，久久走不出哀傷的情境，沒有辦法

接受旁人的安慰而釋懷。我很能體會她的悲

痛，因為這孩子與我們甚親近，情同家人；

手機裡滿滿是他們一起歡笑、一起服事的照

片；群組裡也記錄著他們為挫折、難過、相

互打氣、安慰的字句、貼圖和經文……。

在那些日子裡，常在獨自駕駛的時候，

一想起這個孩子，淚水就在眼眶中打轉，腦

海裡都是她的笑容、喊著我叫阿伯然後鑽上

我車子的聲音。大人都尚且難以停止哀慟，

何況十八、九歲的孩子，她又如何能輕易地

面對如此變故。記得那段日子裡，女兒變得

寡言、幾次對話仍是欲言又止；不多的語句

中，充滿著「為什麼」的疑問。我知道她找

不到答案、也接受不了答案。只能默默地禱

告，求主憐憫、安慰，能牽著她的手走出悲

傷。

其實，孩子每天都在面對挫折，大小不

同而已。舉凡課業學習、人際關係、聖工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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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信仰疑惑、親人感情等等，她不說，

父母不一定知道，更談不上加以關注或協助

了。就算她說了，也不一定留心傾聽；除了

課業以外的，大都引發不了父母的注意，只

當成是些許的不順遂而抱怨罷了。這種不以

為意的回應，漸漸的，孩子懶得說了，說了

也是白費唇舌、自討無趣。孩子所需要的溫

暖、支持，就在父母的忽視中被無情的拒絕

了。

感謝主，內人對此非常重視，也願意花

費心思來做。

當孩子開始上幼幼班時，內人就喜歡與

她們談談一天所發生的事情；什麼事都可以

談，她都可以耐心地聽完、耐性地回答，讓

孩子不覺得在說教。沒有壓力，自然願意把

心裡話說出來，二十多年以來沒有間斷，早

已養成自然而然的習慣。

記得在小學的時期，內人因下班時間較

晚，回到家孩子已經在睡覺，沒辦法與她們

說說話，她便讓孩子將想對媽媽說的話寫在

筆記本上，她也會將回應寫在下面；用這個

方式來克服因作息不同所造成的阻礙，使親

子之間的溝通沒有因此而間斷。

內人相信，陪伴能讓孩子在面對挫折

時，不會孤單、無助。情感上的支持讓她們

獲得溫暖與信任，此時要她們向主禱告、祈

求的勸勉才聽得進去；再加上父母代禱的力

量，深信孩子能夠在挫折中平安成長。

如今，孩子都已經長大在外地讀大學、

研究所了，她仍堅持每天晚上與每個孩子通

電話。有時候閒聊個幾分鐘、說說笑笑；有

時則會鄭重其事地談上半個鐘頭、甚至超過

一個鐘頭。談完了，我也就知道有事情要代

禱了。

夫妻能一起跪下來、在主面前為心愛的

孩子禱告，有負擔、有交託，孩子的事也操

練著我們對主的信心。夫妻都能夠在主裡成

長，為著同樣的目標關心，感覺到這是一件

很美、很難以形容卻很值得感謝主的事。

每個孩子都是獨特、屬於神的

每個孩子的特質不同，即便在同一個家

庭環境中成長，他們的觀念、應對的方式、

能力也大異其趣。

老大自幼是個天真活潑、又具有創意的

孩子。她喜歡舞蹈，擁有豐沛的創造力，

每每將當下所學、配合所聽到的音樂設計動

作，教給妹妹；也會憑著想像力編故事，說

給妹妹們聽，就像老師對著小朋友一樣，好

不快樂。其實，我們應該要順從她的興趣、

鼓勵她往喜歡的事情發展。然而，做父親的

我思維僵固，認為這種天真的個性不利於學

業，舞蹈也不該成為職涯的選項；遂在嚴格

的督促下，打擊了她的自信心，造成她的學

業成績不進反退，甚至不理想，國小、國中

畢業的成績都落於後段。會考成績不佳，我

責怪她不夠努力，狠心地讓她讀「國四」，

為重考做準備，順便磨練一下心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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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大一向順從父親的威權，乖乖聽從安

排；但在準備重考的那一年，卻在補習班

中受盡煎熬。不僅課業繁重（程度本來就不

好），班上更是龍蛇雜處，其惡劣的程度更

甚於學校。當時，我們根本沒有能力幫忙什

麼，只有萬般的無助與無奈，後悔做了錯誤

的決定。

然而，很感謝主，因著內人的陪伴與鼓

勵，國中年紀的她竟能祈求主的幫助，靠

著主的安慰與帶領，克服了眼前的挫折與逆

境，順利度過了艱苦難耐的一年。顯然，這

是自小的家庭與宗教教育發揮了功效，主耶

穌成了她倚靠的力量。雖然，經過一年的努

力並沒有明顯提升學業成績，但在此所經歷

的挫折、倚靠主所勝過的成功經驗，成了她

往後人生中非常寶貴的體驗。不管是在高中

裡，班級中多的是家境優渥的同學，彼此之

間拉幫結黨、相互較勁、勾心鬥角，她仍可

以維持不錯的人際關係、把持住自己的信

仰，不受到金錢、物質的誘惑。

上了大學以後，發現班上同學無心學習

者眾，考試作弊也是稀鬆平常的事；學校不

以為意、形同默許。女兒知道這不是她想繼

續待下去的環境，為避免沉淪、遭受同流合

污之試探，毅然決然報名轉學考。感謝主，

順利從後段私校考上國立大學，脫離了那不

堪承受的環境！

進入新學校後非但沒有一帆風順，反倒

是大小難題接踵而至。補修學分、團契、教

會事工搞得昏天暗地、人仰馬翻；但她不以

為忤，深信主讓她考到這裡來，一定有著祂

的美意，只要盡力、順服就是了，主必有安

排。

我們沒能幫上什麼（其實我們也不知道

該做什麼），依舊是關懷、給予情感上的支

持，讓她感受到陪伴，並非獨自面對困難，

再加上傾聽與代禱，如此而已。但主已經讓

我們看見她更加成長，眼前這些困難、挫折

都不會大過於國四班的程度；然而她已經有

了信心、體會與祕訣，相信倚靠主的能力，

必定能夠克服這些問題與失敗的情緒。我們

深信女兒逐漸成熟了，往後的人生道路上，

她一定可以照此來面對一切的挫折。 

孩子的挫折常來自親人與自己

孩子的挫折經常來自於「否定」，外人

的否定讓他們的前進受阻、甚至倒退；然

而，親人的否定，尤其是父母的殺傷力最

強，它能摧毀孩子的自信心。不必有挫折，

光是過平常的日子，都足以讓他懷疑人生。

挫折從孩子踉蹌學步就已經開始，只不

過當時有父母的陪伴與鼓勵，讓他們有跌倒

了肯繼續爬起來向前行的勇氣與激勵。家庭

教育、親子關係、夫妻關係，都逐漸成為他

們的陪伴；只不過，有些是正面的幫助，有

些則是負面的打擊。

從聖經可以看見大衛在少年時所承受的

挫折，雖自小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但稍長

之後，周遭的人開始否定他，相信所受的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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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不會太小（參：撒母耳記上）。顯然，自

小的教育讓大衛勝過了挫折。

首先，父母否定他。當先知撒母耳通知

耶西和他的眾子自潔，邀請他們來吃祭肉，

為膏立國王做準備時，耶西只叫了他的七個

兒子，獨獨遺漏了大衛；這不是不小心、而

是故意的！因為，父親認為他不夠資格（撒

上十六5、10-12）。

其次，先知否定他。當撒母耳看見以

利押時，心中已經認定這肯定是神的受膏

者，要不是神提醒他不要光看外表，先知壓

根兒都沒想到耶西會排除大衛（撒上十六

6-7）。

再者，兄弟和掃羅都否定他。歌利亞陣

前叫戰之時，眾人都瑟瑟縮縮、恐懼畏戰；

大衛正好奉父命到營中探視兄長的平安。豈

料，竟遭長兄以利押斥責，說他擅離職守、

放著父親的羊群不顧，心裡有著驕傲與惡

意，特地跑到前線看熱鬧來了（撒上十七

28）。

掃羅也否定大衛、阻止他與歌利亞交

戰。掃羅認為大衛年紀太輕，又沒有作戰

的經驗，不可能是對手（撒上十七33）。

最後，連敵人都否定他。歌利亞譏笑大衛，

拿著杖是要來趕狗的嗎？他還恐嚇說：只要

大衛敢進前來，就要將他的身體撕爛，丟給

空中的飛鳥和田間的野獸吃（撒上十七43-

44）。

不管是有意或無心，就算是言語、對

待，都會造成否定的傷害。這是經常發生在

生活上的，不論來自於外人或親人，都是難

以招架的挫折感。想想看，我們對孩子所說

出的話是激勵？還是否定？

然而，就如彼得所受的挫折來自於自己

――自以為堅固的信心、不察的軟弱。在三

次不認主之後，他的心崩潰了。前所未有的

挫折讓他不知所措、無以面對；滿心的懊悔

使其痛哭，這才想起主曾對他說過的預言。

結語

信心不但是建立在成功的經驗上，更需

要建立在挫折的基礎上（羅五4）。成功容

易讓人自滿、自以為是；挫折卻可使人謙

卑，懂得要尋求主的幫助。這才是信心的源

頭、幫助的力量（申八11-14）。

父母要陪伴孩子面對挫折，才能在失敗

中建立起信心。自小的家庭教育、宗教教

育，都會成為孩子無形的陪伴、永遠的陪伴

與幫助；由此所建立的信仰，方可憑著信心

向主支取源源不絕的能力，自然有餘裕之

力面對一切的困難與挫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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