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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怪獸還是神隊友？ 

親師溝通中的挑戰、互動與策略 
新竹市學務主任會議 2022/10/25 

講師：陳志恆 諮商心理師 

經歷：中華民國諮商心理師高考及格 

      曾任國立彰化高商輔導教師、輔導主任 

      美國 NLP 大學認證高階訓練師（Master Trainer） 

台灣神經語言程式學會（TBNLP）副理事長 

   2018～2022年博客來網路書店百大暢銷書作家 

   2018 TED×NTHU 主講人 

專長：輔導與諮商、諮商督導、演講/工作

坊帶領（學習潛能、親職教育、志

工培訓、助人技巧、人際關係與溝

通、生涯規劃、壓力與情緒管理、

創傷知情、NLP潛意識工作、簡快

身心積極療法……等） 

著作：《此人進廠維修中》（究竟出版，2016）、《受傷的孩子和壞掉的大人》（圓

神出版，2017）、《叛逆有理、獨立無罪》（圓神出版，2018）、《擁抱刺蝟孩子》

（圓神出版，2019）、《從知道到做到》（謳馨出版，2020）、《正向聚焦》（親子天

下出版，2020）、《你怎麼沒愛上你自己》（謳馨出版，2021）、《脫癮而出不迷網》

（圓神出版，2022） 

 

壹、理解家長的心理困境 

      一、你最難以忍受的家長行徑有哪些？ 

                                                                        

      二、家長怎麼做，孩子就怎麼學 

      三、老師的典型形象—集體潛意識中的權威人物 

      四、高度壓力下的應急反應：逃亡、戰鬥、凍結、癱瘓 

      五、當身心狀態「走鐘」時 

          過高激發狀態 VS.過低激發狀態 

      六、處於高壓狀態中的家長： 

          操控、討好、過度承擔、逃避負責、對立反抗 

      七、只有差異，沒有對立 

      八、別把家長當怪獸，也別把自己當「神」 

【FB 粉絲專頁】  

陳志恆諮商心理師  
【ListenPsy網站】  

https://ListePS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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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親師溝通中的狀態調控 

      一、自我狀態的調控—進入與人連結的狀態 

          自我狀態調控的五個自我探問： 

          （一）我的情緒狀態是否平靜而穩定？ 

          （二）我是否有意願與家長展開溝通？ 

          （三）我是否清楚本次溝通的目的？ 

          （四）我事前是否有足夠的準備？ 

          （五）我是否站在三贏的原則上與對方進行溝通？ 

                三贏原則：我好、你好、大家好 

 

      二、家長狀態的調控—引發合作意願 

          （一）兩個家長狀態調控的常用策略： 

                1.創造連結、拉近距離—             

                2.投其所好、肯定認同—             

          （二）同理心：感同身受+表達出來 

          （三）主動建設式回應（ACR）技巧 

                1.情感同理 

                2.好奇探問 

                3.正向聚焦 

          （四）正向聚焦：支持家長的有效行為 

                1.有做到、做得到之處 

                2.沒做到，但不是最糟 

          （五）每個人的努力，都渴望被看見 

          （六）在被深刻同理與足夠肯定之後，再提出調整建議： 

               「看到你這麼用心，我有一些建議，想提供你參考， 

                你試試看就好，如果做不到也沒關係！」 

 

      三、場域狀態的調控—創造天時、地利、人和的局面 

（一）選擇會談的方式：書信、通訊軟體、電話、約談、家訪 

（二）選擇會談的時間：上班、午休、下班、假日、用餐 

（三）會談情境的佈置：大小、隱蔽性、安靜、燈光、茶水、方便抵

達、安全 

（四）會談時的互動狀態：座位、相對位置、身體姿勢、語調語速、

整體氛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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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面對具挑戰性的親師溝通情境 

      一、核對親子期待 

      二、肯定孩子亮點 

      三、連結家長效能 

      四、強化身分認同 

      五、豎立界限、強調立場 

      六、說明做法、給出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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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把家長當怪獸！ 

 

文/陳志恆（諮商心理師） 

 

    「你不是輔導老師嗎？不然，你告訴我，我的孩子到底在想什麼？」一位語

氣張狂的父親瞪大雙眼、伸著手，指著我的臉。會議室裡頓時陷入一片沈默。 

    每當想起好幾年前的這一幕，我仍能感受到自己的身體隨著心跳加速，壓力

賀爾蒙迅速在體內亂竄！ 

    他是一位高二同學的父親。這孩子放棄學習、缺乏動機，長期缺課，把自己

關在房間裡睡覺，睡醒了便玩線上遊戲。高一時曾輟學一段時間，在導師的引導

下，讓他願意回到學校來繼續上課。但高二下學期，出席狀況逐漸不穩，最後索

性又不來學校了，過著行屍走肉般的生活。 

    學校相關單位幾次通知家長都沒有得到回應，導師和我打了好幾通電話給家

長也總是找不到人。直到孩子的缺課時數過多到瀕臨必須辦理休學的邊緣，總算

是把家長給請來學校了。 

    孩子的父親坐在會議室中，聽完學務主任說完孩子目前的狀況後，臉紅脖子

粗，開始大聲咆哮。先是指責學校不夠有愛心，不願意給孩子機會，再指責導師

不夠關心孩子，接著指責教官怎麼不去家裡把孩子給勸回學校。 

    最後，他把矛頭指向我，質問我知不知道孩子心裡在想些什麼。當下怒火中

燒的我，緊握拳頭，努力克制著自己就要爆炸的情緒。 

    孩子長期缺席，我無法與他接觸，我不是陳半仙，怎能知道他在想什麼。而

我也很想反問他：「孩子與你住在同一個屋簷下，你又知道你的孩子在想什麼嗎？」

可是我忍住了。 

    每當與同是從事青少年助人工作的伙伴們聊起與家長交手的經驗，大家總是

有一堆苦水要吐。 

    固執的家長、氣勢凌人的家長、拒絕溝通的家長、推卸責任的家長、放棄管

教的家長……，各種誇張如連續劇般的情節都有。最後的結論便是：「有這樣的

父母，孩子不出狀況也難」。 

    我們通常會把這類不講理的家長冠上「怪獸家長」這時髦的名詞吧！ 

 

各形各色的怪獸家長 

    「怪獸家長」泛指那些不理性、難溝通、對學校有不合理的要求、頑固不知

變通、冷漠不負責任或拒絕合作的家長。根據我幾年來與學生家長接觸的經驗，

怪獸家長有幾種類型： 

 

    （一）過度要求型家長：過度涉入學校老師的管教方式，對學校要求東、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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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西，聽不進學校老師的建議，一味地要學校配合自己的做法。這樣的家長具有

高度的掌控欲，對孩子的生活大小事情嚴密監管，孩子的表現都必須如自己期待，

當然，對學校也是。典型的口頭禪是：「我根本沒有給他（孩子）壓力啊！」 

 

    （二）自有主見型家長：表面上能與學校老師合作，但私底下總有自己的一

套做法。最常見的是，孩子罹患精神疾病需要先透過藥物治療，家長配合輔導老

師的建議先讓孩子去就醫，但服藥沒兩天便擅作主張讓孩子停藥，且沒有事先與

醫師或學校老師商量過。 

 

    （三）放棄努力型家長：雙手一攤地告訴你：「老師，我沒辦法，這孩子我

管不動，看要記過還是退學都可以，我不想管他了！」這類家長總是充滿無力，

通常是單親、弱勢或有著經濟上的負擔，終日為家庭生計而忙，也對孩子無計可

施。 

 

    （四）推卸責任型家長：認為自己的孩子會有狀況或適應不良，都是別人的

錯。怪同學帶壞他、怪老師不夠用心、怪學校的制度不合理。直到沒有對象可怪，

便將矛頭指向社會亂象、政治紛擾；但從不自我反省，也不做點嘗試改善的努力。 

 

    當然，有更多的怪獸家長是混合著上述四種類型的其中幾種。 

 

一天到晚被叫來學校，真是丟臉死了 

 

    曾經有一位母親告訴我：「一天到晚被老師通知來學校會談，實在是丟臉死

了」。而孩子的父親早就害怕顏面盡失而拒絕到校，媽媽只好硬著頭皮無奈地奔

波。 

    這讓我反思，或許某些家長是不可理喻的，但是，我們卻很少站在家長的角

度，去理解當家長面對孩子有狀況而必須到學校一趟時的內心景象。而當我們把

家長扣上「怪獸」之名的同時，我們是否知道家長是怎麼看待學校以及老師的呢？ 

    太多的心理學研究告訴我們，父母常用自己認為「好」的方式來教養孩子，

但方法不一定是對的，甚至有時候是有害的。正因為沒有天生完美的父母，父母

總是在跌跌撞撞中學習如何與孩子相處、如何懂得孩子、如何引領孩子。 

    於是，我們這些讀過幾本教育或心理學相關教科書的學校老師們，便被賦予

去「教會」父母怎麼教養孩子的使命，也就是所謂的「親職教育」。就這樣，學

校老師突然間成了親子教養的專家，似乎具備了教育父母如何當個好爸爸、好媽

媽的合理資格，甚至帶著一些權威。 

    而面對權威人物，即使是成熟的大人，也常會與孩子一樣，自然地出現防衛

或抗拒反應。想想心理諮商中的個案就知道，助人者得花多少力氣與他們搏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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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獲得他們信任，願意多看你一眼，跟你多說一句話。 

 

家長也曾經是帶著受傷的靈魂長大成人的  

    或許，有許多家長在成長的過程中，也曾經歷了一些學校生活裡的不愉快，

尤其是在與師長互動時（當時的老師是可以拿藤條「合理地」修理學生的）。這

些創傷逐漸在心底烙下印記，隨著離開校園與時間的流逝，漸漸淡忘。沒想到在

多年之後，卻在接到孩子學校老師電話的那一刻，勾動起過往面對師長不堪經驗

所遺留下來的情緒漣漪。 

    一個成熟的大人，即便知道要用理性的態度去與學校老師合作處理孩子的問

題；但在面對孩子的學校老師時，曾經有過那種面對師長權威的恐懼、不安、焦

慮、委屈與痛苦，卻不由自主地從記憶深處冒了出來，並轉化為各種自動化的防

衛反應模式，包括拒絕、敵意、懷疑、攻擊、冷漠、過度控制或過度依賴等。 

    有些家長的成就斐然，擁有高學歷與社經地位，想必在求學階段裡表現優異、

一帆風順，從未讓師長操過心。會不會，他們曾經在面對師長時，必須時時處在

「不能出錯」的壓力中？而當自己的孩子出了狀況，似乎意味著自己做得不好、

表現不佳、未符合期待，於是在極度的羞愧感下難以自在地面對那叫做「老師」

的人物（儘管那只是孩子的老師）。 

    會不會，在大部分台灣教育體制下人們的集體潛意識中，都對老師有著既敬

重又懼怕的矛盾心態？多數的心情可能是受傷、恐懼、憤怒、焦慮，也可能是「不

能表現不好」的壓力。 

    或許，對待家長，要像對待青少年孩子一樣，別急著「做點什麼」。我們得

先試著把「怪獸家長」的頭銜給拿掉，否則，我們的成見將使我們永遠無法看見

家長內心深處的需要。 

 

別太快展開工作，先關注眼前那正在受苦的心靈吧！ 

    如果是請家長來到學校會談，在一股腦兒將孩子的狀況說出來之前，不妨透

過閒話家常，同理與安撫家長的情緒。同時，為家長安排一個隱密但舒適的會談

空間，倒杯水給家長，播個輕音樂，透過環境氣氛的營造幫助家長放鬆心情。 

    雖然我們要討論的對象是孩子，但別忘了，坐在你面前的也是個活生生的人，

在此刻，他需要你全心全意地去關注。你必須讓他知道你理解他的感受，你是他

的盟友；讓他理解到，請他來一趟並不是要被數落的，而是要提供協助。 

    像不像與非自願的青少年個案工作時的景象呢？ 

    「是的，我能理解遇到這樣的狀況真的很令人感到無力。」 

    「謝謝您總是願意在百忙之中過來，與學校一起努力幫助您的孩子！真的很

令人敬佩。」 

    「帶孩子的過程真的很辛苦，尤其是孩子接連出狀況，一定令您相當沮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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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您最近還好嗎？」 

    幾句同理、幾句問候、幾句讚賞。唯有在你與家長互動的當下，此時此地給

予對方關懷、同理或讚美，才能開啟你們之間內心交流的契機，也才有理性對話、

彼此合作，一起解決孩子問題的機會。  

 

家長不是怪獸，只是需要被理解、關懷、支持與協助 

    雖然這不容易做到，但我們仍得努力去做。儘管面對盛氣凌人的家長總令我

們怒氣衝天，但我們仍得保持溫和而堅定。 

    因為，家長不是故意想當怪獸的。或許，他們只是挫折；或許，他們的內心

曾經受過傷；又或許，他們當下有一些說不出的苦，需要被我們看見、理解、關

注與支持。 

    別讓家長覺得來到學校是件痛苦難耐的事，也別把家長當怪獸。 

 

-- 

【文章來源】 

陳志恆諮商心理師個人網站「ListenPSY」 

（網址：https://listenpsy.com/1928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