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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因為雙薪家庭的興起導致父母陪伴小孩的時間受到擠壓，各種類型的管教家庭也就子誕

生，親子相處長期不足的狀況下會引起很多親子關係的問題。例如：衝突、誤會、叛逆、觀

念錯誤、冷戰......等等的問題。 

 

父母沒有空閒的時間陪伴孩子，讓孩子一直處於單獨的狀態下，家長也不知道小孩真正需

要的是什麼，一開始可能只是出於好意的雙方最後都會演變成誤會、爭吵，這些都是因為親

子之間都不夠了解對方真正想表達的是什麼?可能也會因為小事情的疏忽，而讓孩子慢慢變的

不懂如何和家人表達與溝通，所以我們想了解要如何促進親密度與減少生發衝突的方法。 

 

二、 研究目的 

 

（一）了解親子關係的親密度？ 

（二）探討親子之間衝突的產生？ 

（三）探討親子間親密度與衝突。 

 

三、研究流程 

 

 

 

 

 

 

貳、正文 

 

一、親子關係對孩子的影響 

 

   家庭管教方式對孩子的影響很深，幼兒時期的經驗是青少年現在思想及行為的投射，心理

學家佛洛伊德曾提出︰個人的人格基本結構在出生後 6 年內已經形成。年幼時建立的人格組

型，會一直持續出現在成長的過程中，因此，若培養子女長大後具有信心、快樂、主動等好

的人格特質，兒時就讓幼兒接受高回應的家庭環境，對孩子的發展也會有相當的影響。 

 

（一）權威民主型︰父母可以用合理負責態度與子女溝通，可以幫助子女發展高度的自我接

納與個人控制。 

 

收集資料 訂定主題 確認問題 

收集資料 資料分析 結論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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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權威專制型︰父母以外在的物質力量控制子女，忽視子女內在需求。 

 

（三）寬容溺愛行︰父母給子女過度的自由，卻導致子女發展負向的行為。 

 

（四）寬容冷漠型︰父母忽視子女的需求，子女出現逃家行為。 

  

二、親子衝突的原因 

 

（一）父母的人格  

         

        王儷玲（2012）指出「父母的人格特質影響親子互動，如父母屬於個性比較外向、

開放，然而親子的親密度會比較好，親子互動也會越高」。父母外向對待孩子的方是大多是高

回應的模式較能與孩子溝通、談心，遇到親子問題時能用溝通的方式解決， 

 

（二）年齡差距 

  

        親子兩代的差距，通常少者十幾年，多者甚至幾十年，由於兩代間成長背景與生活

經驗的不同，在思想或想法上都有差別。因此，親子之間相處不能把對方當甚麼都了解，以

為對方都會知道我的想法。許多的父母總認為子女應該能夠了解及體諒自己的辛苦，但是父

母經常會失望的發現，子女不但不領情也不能體會。相反的，子女也經常埋怨父母不了解他。

因此，親子間必須利用互相的溝通，才能使親子之間的關係更密切而減少衝突的發生。 

 

（三）親子相處時間 

 

第一、孩子與父親的話不多，已有過半數 54.1% 的孩子表示一天之中與父親聊天的

時間不超過半小時以上，甚至有 6.4% 的孩子表示與父親「相視無言」一天之中與父親

說不到半句話。 

 

第二、父親晚上很晚回家，父親總是忙於工作三餐的餐桌上總是不見蹤影，超過了

四分之一 26.6% 的孩子一個星期下來和父親共享晚餐的天數不超過三天，甚至連一天的

機會都沒辦法達成。 

 

第三、父親經常缺席孩子的校內活動，有 36.5% 的父親從未參加過孩子們在學校的

任何活動。有此可知父親與子女的互動缺乏。 

 

三、父母管教方式 

 

邱方君（2015）指出「父親管教適當時，親子的衝突會比較少，親子關係也會變得

好、可是如果當父親管得多時，則親子關係衝突會比較多」，當然母親也是相同的。當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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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親管教太過於嚴厲時，子女的負向回應就會特別的展現出來。例如：覺得自己的權利

受到不尊重時而向父母親頂嘴引發了爭吵與衝突的產生。 

 

引發衝突的原因，詹桂香（1979）指出「親子間的衝突產生多半是因為管教、價值

觀、權力、以及溝通不良等四個因素而發生，也有時候爭吵也出在權力上」，所以父母與

孩子價值觀不同，導致了溝通不良、權力上問題。孩子們認為父母的溝通都是，所以對

此提出了反抗才會有衝突的產生。 

 

 （一）親子衝突的原因  

 

如何避免親子衝突更多的產生，蔡芸佳（101）指出「孩子覺得父母應該尊重他們為

一個獨立的個體，不要過度的干涉他們的隱私，並不要用威嚴來管教他們」這證明了孩

子們是想要得到被尊重的，希望有自己的空間、隱私的。更明確的點出了不要過度干涉

他們。例如：孩子說 「我要自己做....」「我要自己來...」。很多的事情都想要自己處理並

不想要父母介入，也不想要覺得在隱私上被侵入了。但孩子的想法往往都讓父母親們擔

心或覺得孩子這樣的想法根本是錯誤的，所以父母還是會持續的干涉孩子們的想法。 

 

李介至（1999）研究指出「父母親都不喜歡孩子愛花錢、擺臉色、脾氣太差、外出

沒知會等」這再次的證明父母親不了解孩子為何會有這些的反抗行為的出現，所以都認

為自己是對的無條件的去責備或嚴厲管教孩子。引發了無法溝通導至親子間的爭吵與衝

突更為加深了。 

 

 （二）父母的教導和養育 

 

孩子受家庭的影響很大，詹志禹（1999）提出幾點因素：「1.父母的期望 2.父母的人

格 3.父母的管教態度」以上都會影響到親子之間的相處模式，而父母親的親子溝通、相

處、陪伴、態度也是很重要的。同時也推論出，這些都是會影響家庭關係、造成衝突的

關鍵因素。然而孩子們需要的是被尊重有自己的權利。 

 

洪宗緯（2016）指出在「父母親的教養行為上。若父母親與子女相處的時間較長，

雖然能夠維持的正面的互動參與關係，但無效減少親子間的衝突」證實了就算有了長時

間的陪伴孩子，但無改善對孩子們的尊重和管教方式以及溝通上的問題，是無法減少親

子間的衝突的。必須踏實的好好了解對方，溝通上完整的表達出自己的想法，這樣的互

動方式才能有效的解決對於親子間出現的衝突與問題。 

 

  （三）管教的風格 

 

現代父母若是採用「獨裁專斷」的教養風格，則會引起更多的親子衝突，且在生活

中的互動也會比較差，也可能引起更多的爭吵與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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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父母親管教方式適當時，親子衝突會減少，親子關係也會漸漸的變好，但如果父

母親管過度時，會成反效果，親子衝突也會增加，然而親子關係也會漸漸的變差，證實

孩子不希望父母親使用過度的管教方式。管教的方式適當親子關係會變好，若使用過度

的管教方式親子之間的衝突不但會增加並降低了親子關係的品質。 

 

以下的圖表（二）表示說明了現階段孩子目前最需要的是什麼。圖（三）表示了父

母要孩子能做的事而導致孩子有了不好的迴響。 

 

       
圖（一）表示出孩子們最需要的是被      圖（二）孩子在父母多方面的要求下而提出 

受尊重，比例佔了 26.7%證實了孩子是          反抗，造成了親子間的衝突問題發生。 

想要得到父母的尊重。 

 

四、親子溝通 

 

要解決親子的衝突首先是必須先了解為什麼有爆發與衝突，許多父母處理親子衝突

時，會將焦點放在「子女就是必須要聽我的」，因此解決衝突的目地就變成「孩子現在的行

動都要符合我的標準」，這樣才會是有解決的。但並沒想到孩子心裡根本不這麼認為，例如：

父母認為子女寫功課時就是要，但心裡想的是「我應該用什麼方法使他服從我？」在希望

孩子不要去網咖、減少上網時間之時，卻又思索著「有什麼方法使他接受我的要求？」或

是提醒孩子該做的事、不要長時機使用手機、天冷時加件衣服、避免跟有明顯偏差行為的

同儕交往等情況，孩子大發雷霆或過度反應時，讓父母疑惑：「難道為他好都不行嗎？」。

這些父母的想法明顯的與孩子不同所以造就了溝通上出了問題但並沒有解決，而是要互相

冷靜下來溝通，而不是希望子女服從自己要求。 

 

了解問題必須用行動去讓孩子看見去解決親子之間的衝突，解決親子衝突最重要的原

則是從愛開始，有愛的過程，並且在愛中結束。所謂「愛的開始」是在心中確認父母的立

場：我們要保護、照顧孩子。表達對孩子的尊重並互相道歉反省自我的錯誤。最好的解決

方法就是愛。但也有錯誤的方法，若用錯了方法會導致 1.負面經驗的累積；2.負面情緒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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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3.負面行為加增；4.負面人格塑造。這些結果也都可能成為孩子生命中的傷害。腦海裡

會累積更多的負面想法，這是非常嚴重的。以下圖表（三）說明了孩子們覺得自己的父母

是否了解自己。圖表（四）分析了在親子間發生衝突時，父母的反應。 

 

圖（三）表分析顯示出父母其實對孩子的了解是普通的比例最高，也表示了在解決親子

衝突時必須先更加的了解自己的孩子，而要花更多的時間來陪伴孩子。 

 

 

圖（三）孩子覺得父母親了解自己的程度 

  

圖（四）表顯示出了父母在聽孩子們的意見討論後有 41% 是能同意孩子的說法，而互

相了解討論是能解決親子之間衝突的問題的，但也有 40% 是屬於父母親認為我說的算。這

表示也有很多的父母親根本不聽取孩子的說法而直接的否定孩子，這也引起了孩子對父母

親的失望導致更多的衝突產生。 

 

圖（四）意見不同時，父母親的反應 

 

四、親子間親密度與衝突研究探討 

 

（一）親密度定義 

 

是父母與子女之間的關係，包括溝通和互相信任的情況下，達到一定程度，也要互

相關懷與幫助，也能說是心理達到心理上的寄託。       

      

（二）親密度的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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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子之間親密度越好，發生的衝突也會比較少，相反的親子之間的親密度不好，發

生的衝突也會比較多。因為如果親子之間溝通不良，什麼事都只會產生誤會，可是如果

願意好好聊解彼此，那衝突相對也會減少，且父母親的人格特質也很重要，任何事都會

影響親子的親密度。由王儷玲（101）研究指出「親子關係會受父母的人格特質影響親子

互動，像是父母屬於個性比較外向、開放和開朗，而親子的親密度會比較好」。 

 

五、問卷統整結果 

 

本研究親子關係，在探討親子之間的衝突，同時我們也在探討如何減少衝突的發生。

這次我們研究的對象為光復高中的學生，依論文提出幾點問題來做為問卷參考，如:親子感

情是否融洽、與父母意見不同時，是否能尊重彼此...等一些問題，來探討如何能減少衝突

的發生。 

 

六、資料分析 

 

親子關係的重要性，是大家都知道的，不管是生活中的相處、溝通、或是最簡單的陪

伴上，其實都是要學習的，親子關係佔了我們生活中很大的部分，像是親子關係相處的時

間，在爸媽沒時間陪伴我們的情況下，我們想了解生活中的親子關係對孩子們有何影響，

能讓一個家庭知道了什麼？ 

 

本研究藉由問卷調查的方式，了解了高中生的學生，針對親子關係對於自己有何意義

有何了解。本問卷採普通調查的方式，發放 312 份，收回 312 份，有效問卷 312 份，回收

率 100％。 

 

（一）基本資料 

 

研究對象為高中生，其中一年級人 105 人、二年級 143 人、三年級 64 人，男性 191

人、女性 121 人。資料彙整如表(一)。 

 

表（一）基本資料調查 

年級 性別 人數 百分比 

三年級 
男 47 

女 77 
124 40.12％ 

    

二年級 
男 26 

女 68 
94 3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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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級 
男 37 

女 45 
82 26.53％ 

    

總計  309  

   資料來源：本組自行整理 

 

（二）問卷內容 

 

 

 

 

 

 

 

 

 

 

圖（五）父母的管教方式 

 

 

 

 

 

 

 

 

 

圖（六）引起衝突的產生 

 

 

 

 

 

 

 

 

 

  

         圖（七）一天內與父母相處時間 

權威民

主型

42%

專制型

30%

放任型

17%

冷漠型

11%

 

圖（五）這裡我們可以看出，

有 42%的爸媽都用權威民主

行來控管子女。父母可以用

合理負責態度與子女溝通。

但仍有 30%是專制型的管教

方式。 

引起衝

突的產

生

18%

一天內

與父母

相處時

間

22%

第三季

10%

第四季

50%

 

 

經常

30%

偶爾

58%

非常少

9%

根本沒

有

3%

 

 

圖（六）中可以看到以上皆

是有 50%，包含了不能接受

管教方式、想法與相處模

式，但也有少數的 22%是覺

得想法不能接受，這表示想

法不同也很容易導致衝突

的發生。 

圖（七）中裡面說明了一天

與父母的相處時間偶爾的

是 58%，但經常的卻比偶爾

的少，經常只佔了 30%而

已。所以應該排開事情來多

陪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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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八）與父母親的互動 

 

 

 

 

 

 

 

 

 

 

        圖（九）是否認為父母的干涉容易引起衝突 

 

 

 

 

 

 

 

 

 

 

圖（十）父母的溝通是溝通還是命令 

 

 

 

 

 

 

好

66%

還好

32%

不好

2%

 

很多爸媽都會覺得子

女必須服從自己才叫

乖，所以爸媽會有太多

的干涉，所以有 86%的

人認為這是會引起衝

突的。 

是

86%

否

14%

 

調查出子女跟父母親的互

動好的有 66%，還好佔了

32%，不好佔了 2%，所以

互動也是很重要的。 

溝通

42%命令

58%

 

 

通常父母與子女的溝通都是

命令，而不是真的在溝通，父

母的溝通都絕得子女要聽從

自己的命令才是對的，這也會

讓子女不認同而引起衝突。 

重要

77%

不太重要

20%

根本部重

要

3%

 

圖（十）可以表示出現在的

孩子，都是認為親子之間溝

通是非常重要的，溝通可以

取代不必要的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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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一）是否覺得親子之間溝通很重要 

 

 

 

 

參、結論 

 

一、結論 

 

（一）要好好溝通 

 

在親子間不管遇到什麼樣的問題或是發生多大的衝突都必須好好的溝通，好好的用

溝通來了解彼此讓家庭更和諧來。經過那麼多的討論與研究得知有非常多現在的小孩與

父母溝通是相同的，但有些的父母是因為面子而不相讓對方，所以我們在論文裡研究出

衝突發生的原因、解決親子之間的問題， 

   

（二）增進親密度 

 

有非常多的建議讓我們知道其實不管衝突多大都是有辦法解決的。解決後對彼此的

感情上互動上更能達到親子之間的最佳關係要多溝通，但是溝通並非命令與服從，但我

們都知道溝通需要很多時間，但對子女們來說溝通是最好的，這樣就可以讓親子關係越

來越好。 

        

（三）親子關係的親密度 

 

親子之間親密度越好，發生的衝突也會比較少，相反的親子之間的親密度不好，發

生的衝突也會比較多。因為如果親子之間溝通不良，什麼事都只會產生誤會，可是如果

有好好互相溝通，那衝突相對也會減少。 

 

二、建議 

 

（一）面臨親子關係不佳的家庭 

 

意見不合時，能停下來好好想清楚，再來心平氣和的來溝通與討論，多排出時間來

陪伴孩子，增進與孩子的親密度。而希望親子關係能親密一點，在互相意見不合時，就

該好好靜下討論問題，但父母談的並不是要求子女成為父母心目中的樣子，溝通更不是

要求子女服從自己命令。 

 

三、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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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個研究中，我們學到了如何解決親子關係之間的衝突，而現在親子之間研究溝通

是很好解決衝突的，但是溝通並非爸媽要子女聽從命令，如果要減少衝突，就選擇好的教

育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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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親子關係問卷調查表 

 

1. 父母的管教方式：□權威民主型□專制型□放任型□冷漠型 

2. 引起衝突的產生：□無法接受爸媽的管教□想法不同□相處時間太少□以上皆是 

3. 一天內與父母相處時間□經常□偶爾□非常少□根本沒有 

4. 與父母親的互動：□好□還好□不好 

5. 是否認為父母的干涉容易引起衝突：□是□否 

6. 跟父母的意見不同時，是否會反抗：□會□不會 

7. 發生衝突是否會冷靜溝通：□會□不會 

8. 父母的溝通是溝通還是命令：□溝通□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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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是否覺得親子之間溝通很重要：□重要□不太重要□根本不重要 

10. 父母是否了解我心中的想法：□非常了解□了解□不了解□非常不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