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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根據「香港青年協會「現今兩代衝突」的調查有30.1%青年認為是兩代人缺乏有效溝通；

24%家長認為是父母對子女期望過高。」（明報加東網，2016）根據此調查能發現親子之間的

溝通有一定的重要性。因此我們想研究多數青少年與父母之間的溝通狀態，以及哪些因素會

影響親子間的溝通，進而找出增進親子關係的辦法。 

 

  一、研究動機 

 

  隨著時間的推進，從原本哭鬧不停的小嬰兒，慢慢成長到慢慢能自我獨立的小大人，

有了自我的想法，不再完全照著父母的指示生活。「這時的青少年會開始客觀地觀察自己，

並渴望擺脫對父母的依賴而走向獨立」（幸福的黃手絹心理網，2006）。「在這個時期，

同伴關係對於青少年的發展是十分重要的，同伴關係是平等的而不是像對父母般的依賴和

服從關係」（陳淑敏，1996）；再者，「青少年在生活中所遇到的一些疑惑及問題往往是

透過同伴間的交談而得到解答」（王美緒，2010）。「青少年開始以同學、朋友為生活中

心，慢慢地與父母相處的時間越來越少，容易在互動中產生火花。」（幸福的黃手絹心理

網，2006） 

 

  隨著時代的變遷，從原本的傳統社會到資訊化及開放社會，我們透過網際網路、新聞

報導、廣告宣傳……等等所接收到的知訊多到無法想像，想法更是多元化。大家健康雜誌

（2012）曾引述政大教授王鍾和所說的話：「這10幾年間是網路科技最爆炸性發展的階段。

不但拉大兩代對人事物看法的距離，也使親子關係充滿更多挑戰。」 

 

  因此研究者想探討現代青少年與父母的溝通狀況、方式、衝突、問題解決方法……等

幾種狀況，也藉著這次的研究結果，除了能一探究竟，也能提出與親子溝通的解決方式，

為社會帶來更正向的影響。 

  

  二、研究目的 

 

  根據以上研究動機，本研究藉此探討青少年親子溝通的現況、親子溝通的模式、影響

親子溝通的因素，以及解決親子衝突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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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研究方法 

 

  透過網路資料的查詢和分析，加上書籍的閱讀，討論並設計出相關問卷，邀請30位就

讀高中的青少年協助調查。經過研擬主題、確定方向、資料彙整，以及問卷調查等過程後，

統計並繪製成圓餅圖，進而撰寫此份研究報告。 

 

 

 

 

 

 

 

 

 

 

圖一：研究架構 

(圖一資料來源：研究者繪製) 

貳、正文 

 

 一、親子溝通之定義 

   

  「「親子溝通」是人際溝通領域內的一個範疇，其基本含義仍以溝通為主，只是範圍

限定在父母與子女之間」（黃素妹，2009）。朱崑中（1996）指出，「「親子溝通」是發生

在父母與子女間的所有溝通行為，可以傳遞認知、態度、情感與行為等層面的所有訊息。」 吳

順發（2009）認為：「「親子溝通」指親子之間透過有意義符號的傳遞以分享訊息，並磨

合彼此的想法，使親子間能相互連結在一起。」 

   

   因此不論是父母亦或是孩子，雙方在溝通時都應避免單方面發言，而是要尊重對方、 

 傾聽彼此的意見，並討論出綜合性的決定。另外在這過程中，也不要將自己負面的情緒帶 

 入討論中，這樣只會於事無補，反而會造成親子之間的破裂隔閡，唯有雙方冷靜且理性表 

 達自身的想法，才能有個對彼此都好的結果，也能增進親子間的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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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親子溝通方式之演變 

 

  「傳統家庭以「父親」為生活中心，所謂「天無二日，家無二主，尊無二上」，父親擁

有至尊的地位、絕對的權威」（施仲謀，2010）。「一向理直氣壯的讓子女好好聽從他們的安

排，在「說一就是一」的權威下，子女總是面臨了最大的挑戰」（蔡佳憓，2002）。父親的

權威也造成子女心中很大的壓力，因此可能為了一點小事情而產生火花、引發衝突，甚至

子女憤而離家出走。這樣的事情傷害彼此的感情，也在彼此心中留下傷痕。 

 

  「現代社會的親子之間，已無法與傳統「男尊女卑」、「重男輕女」、「天下無不是

之父母」的觀點來相處」（王淑俐，2000）。因此「現代社會提倡親職教育，許多父母一改

以前的嚴格管教，學習親子溝通的技巧，避免不必要的誤會及衝突。」（王淑俐，2000）。 

 

 三、親子溝通的模式 

 

  書中曾說過：「兒童的親子溝通「開放式溝通」多於「問題式溝通」」（邱富琇，2003）。

而所謂的「開放式溝通」是指家庭成員之間採用正向之溝通技巧，例如：同理、傾聽、支

持等，家人之間能自由自在地交流事實及情感的訊息；問題式溝通則是指家庭成員之間不

能坦然分享而有所選擇、猶豫、保留，以負向態度互動，且經常使用負向溝通方式，例如：

「批評、雙重束縛（double binds）」（張筱苓，2005）。「若在溝通過程中，孩子並沒有想談

論的主題，爸媽就不能追問。尊重，但並非完全不感興趣，保持距離是必要的」（芮貝佳．

柏格斯、瑪格．瓦戴爾，2012）。應保留一點隱私給孩子，以免過程中孩子會感到尷尬，進

而不跟父母交談事情。 

 

 四、影響親子溝通的因素 

 

  （一）價值觀 

 

  「就青少年的觀點來說，鼓勵聽起來像是吹毛求疵的要求，是不受歡迎的，甚至

有被冒犯的感覺」（芮貝佳．柏格斯、瑪格．瓦戴爾，2012）。譬如說父母對孩子說「你

可以這樣做會更好」等等的一些話，對孩子來說表面上像是鼓勵，但實際上的感覺像

是命令，可能令孩子心中帶來不愉快的感覺。 

   

   

  （二）認知差異 

 

  「指同一事件彼此的看法、解釋不同，所引起的衝突」（王淑俐，2000）。例如子

女很晚才回家，父母認為不應該這樣或不應該整天都在家玩……等等，但子女認為只

是跟朋友出去玩而耽誤時間，並不是天大的事情。雙方因看法和觀念不同，可能引起

口角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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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心情情緒 

 

  「以為青少年能像成年人一樣溝通的又快又清楚，事實上青少年需要一點時間消

化自己的情緒，才能講清楚、說明白」（黃惠如，2008）。 

      

 五、增進親子溝通的辦法 

 

  隨著社會的變遷，各項環境因素的影響，臺灣出生率逐年下降，理應孩子生的少，個

個都是寶，會盡心盡力的養育與教育。但父母虐待子女、成年子女控告父母、親子衝突場

面的新聞常有媒體報導（例如: 「香港 29 歲逆子周凱亮被控殺害並支解父母案」（蘋果日

報 ，2014））。「好的親子關係讓人如沐春風；不良的親子關係則影響甚大，雙方的生理、

心理層面，連帶波及所處的社會環境」（龔玫勳，2006）。「孩子與父母相處時也要努力增進

彼此愉快的感受，並注意對父母說話的口吻及措辭，盡量避免不必要的誤解與衝突」（王淑

俐，2000）。不過姜琴珠（2015）表示：「不聽對方說，只說自己想講的話，那並不是對話，

而是命令或指示」。「因此應要找到共識，並讓孩子不覺得自己的發言權受到壓抑，父母也

有機會影響孩子，這才是真正的「溝通」」（王瑞琪，2010）。 

 

  因此以下提供幾個能增進親子溝通的辦法： 

 

 （一）「維持穩定與一致，也就是不討好、不指責、不說教、不打岔」（王韻齡，2016） 

 （二）「不大聲說話、不用強烈的措辭」（土井高德，2015） 

 

  根據以上的歸納，「如果衝突處理得當，則能益增親子間的瞭解與協調，促進正向情

感及互助合作」（王淑俐，2000）。 

 

 六、研究結果 

 

  本研究總共發出回收30份有效問卷，包含男生15份，女生15份，根據本研究發放之問

卷的調查結果，將結果分為親子溝通之模式、親子溝通發生的狀況與解決方式、影響親子

溝通之因素共三部分，以下將分項討論。 

 

    （一）親子溝通之模式 

 

   1、溝通方式面向 

 

     由（圖二）得知，青少年與父母溝通方式為正 

   面居多，占67%，負面則為33%。 

 

                          圖二 ：與父母溝通方式面向 

http://www.youtube.com/watch?v=M1gKgUtXgYQ
http://www.youtube.com/watch?v=M1gKgUtXgY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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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正面溝通方式 

    

     由（圖三）得知，上題之正面溝通方式多為尊 

   重占50%，傾聽占20%，溫和占15%，委婉占15%， 

   另有其他方式為「論述」。 

 

 

 

                               圖三：正面溝通方式 

                                                   

                                                                                            

3、負面溝通方式 

 

     由（圖四）得知，負面溝通中又以60%的嘮叨 

   最多，其次為不願傾聽占30%與貶斥10%，大吼者 

      無。 

 

 

                                                圖四：負面溝通方式 

                                                                   

4、父母與青少年討論事宜時的模式 

 

     由（圖五）得知，父母在與青少年溝通時，大 

   多採取開明權威或寬鬆放任，各占44%、40%，其 

   次為專制權威占13%，忽視冷漠則占3%，寵愛溺愛 

   者無。 

 

 

                         圖五：父母與青少年討論事宜時的模式 

    

   5、開放式溝通與問題式溝通 

 

     由（圖六）得知，青少年與父母間的溝通方式 

   以開放式溝通（正向溝通:如傾聽.尊重.有同理心等） 

   占多數共77%，問題式溝通僅佔23%（負面溝通:如 

   批評.缺乏同理心等）。 

      

                             

                          圖六：開放式溝通與問題式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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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單向溝通與雙向溝通 

 

     由（圖七）得知，親子間的溝通模式以雙向溝 

   通（雙方互相傳遞訊息與反饋，屬於雙向的互動）， 

   占53%為多數，但單向溝通（一方傳遞訊息，另方 

   只接受且沒有反饋意見的機會），占47%也與之相 

   差不遠。 

                                               

                                                         圖七：單向溝通與雙向溝通 

                                                   

   7、溝通管道 

 

     由（圖八）得知，現代青少年與父母間最常使  

   用的溝通管道皆為當面溝通，多數人仍不常使用其 

   他間接方式溝通，如書信、訊息、第三人溝通等。 

 

 

                                                            

                                                                   圖八：溝通管道 

 

  （二）親子溝通發生的狀況與解決方式 

 

   1、意見不合原因 

   

     由（圖九）得知，青少年與父母意見不合的原 

   因最多的為52%的生活習慣（包括態度.禮節），其 

   次為課業占 35%、社團占10%，戀愛占3%，因交友 

   者無，其他則如要去哪裡玩等原因。 

     

                                                     圖九：意見不合原因 

                                                             

   2、意見不合的反應 

  

     由（圖十）得知，青少年與父母意見不合時， 

   有56%的人選擇緘默，其次為咆嘯占40%，哭泣占 

   4%，摔東西者無，其他包含再協商、發呆、說服、 

   溝通、無反應。 

 

                               圖十：意見不合的反應 



影響青少年親子溝通與親子衝突因素之探究 

7 

                                   

   3、衝突解決 

     

     由（圖十一）得知，青少年在衝突解決時有61% 

   選擇離開現場，其次為繼續討論占32%，而以第三人 

   協調及轉移話題方式的各占4%、3%，其他如繼續吵、 

   放空等方式。 

 

 

                                                 圖十一：衝突解決 

   4、和好方式 

     

     由（圖十二）得知，和好方式中高達83%的人皆 

   採取自然和好，其次為各退一步占17%，第三人和 

   好、父母示好、孩子示好等皆無，其他如冷戰等方式。 

 

 

                                      

                                圖十二：和好方式 

 

  （三）影響親子溝通之因素 

 

   1、主要影響親子溝通的原因 

 

     由（圖十三）得知，價值觀的差異占37%與溝通 

   時的情緒占33%為最主要影響親子溝通的原因，其次 

   為立場不同占17%及誤解對方意思占13%。    

 

 

                          圖十三：主要影響親子溝通原因 

                             

   2、討論事情的氣氛 

 

     由（圖十四）得知，與父母討論事情時的氣氛有 

   52%為輕鬆的，接下來則是正經占28%、緊張占10%、 

   詼諧占7%及凝重占3%，其他則有無趣等。 

 

 

                                                   

                              圖十四：討論事情氣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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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和父母說話態度 

 

     由（圖十五）得知，在與父母溝通的說話態度上， 

   彼此尊重與和顏悅色最多，分別占46%與37%，急躁沒 

   耐性的占17%，不理不睬者無。 

 

 

 

                             圖十五：和父母說話態度 

 

参、結論 

  

  根據以上研究結果，得出研究結論如下所示： 

 

 一、溝通模式主要分為正面溝通及負面溝通，正面溝通多為採取尊重的方式，負面溝 

   通則是以嘮叨為主要模式。父母與青少年溝通時，則多採取開明權威或寬鬆放任 

   的模式。 

 二、意見不合的原因以生活習慣為主，次之為課業，反應則為緘默佔大多數。 

 三、當下解決衝突的方式多半為選擇離開現場，事後和好則多為自然和好。 

 四、影響親子溝通的因素以價值觀差異及溝通時的情緒為主，討論事情時的氣氛則以 

   輕鬆為多，和父母說話的態度多為彼此尊重及和顏悅色。 

 五、親子溝通的類別以開放式溝通和雙向溝通佔多數，溝通管道則全為當面溝通。 

 

從正文中「親子溝通方式之演變」可知在傳統的家庭，「父親」就是至高無上的權威者，

子女往往只能聽從父母的命令與安排。但隨著時代的變遷、親職教育的提倡，現代的親子已

經跳脫傳統，擺脫「天下無不是的父母」的既定觀念。 

 

而從（圖十四）可以知道，不同以往的「管教」方式，現今有許多家長會選擇聽取孩子

的想法，並提供意見，採取與孩子「溝通」的方式，對於兒女說話時的態度、語氣、措詞等，

都會特別去要求及教導，可見現代家長對於孩子的溝通方式相當重視，不僅限於家庭內，與

同學朋友相處時溝通也是一門重要的學問，若是能從親子溝通開始增進溝通的能力，不論是

對人際關係，或是對處事的態度都相當有用處，也因此我們了解到親子溝通的重要性。 

 

在本文「增進親子溝通的辦法」可以得知，在現今的世代之下，親子衝突的事件層出不

窮，好的親子關係能使家庭和睦；不良的親子關係則影響甚大，由此可知親子溝通的重要性，

就像朱崑中、吳順發所說：親子溝通是父母與子女間相互傳遞情感、訊息等等，以藉此了解

對方，使親子關係緊密連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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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可以透過此研究結果進行反思，與父母親之間的溝通是否還有需注意的地方，也可

以透過此研究探討現代親子之間所存在的價值觀差異以及解決方式，平時從小細節注意起，

除了避免衝突，也能夠減少因溝通不良而產生的負面情緒。根據研究結果，多數青少年認為

能與父母良好溝通，可以增進親子間的關係，因此親子溝通對於青少年而言是一個非常值得

探討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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