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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在早期社會，由於困乏的生活環境，大多家庭親子相處關係較嚴肅，晚

輩對長輩的態度也較現代尊敬，現代家庭有越來越多的相處時間，卻也因溝

通不良而造成更多衝突。身為學生的我，除了課業，良好的溝通方式也是我

必修的課程之一，因此我想藉由這次小論文了解並解決不良的親子相處與溝

通問題。 

 

二、研究目的  

1.了解親子衝突的原因與如何有效的溝通 

2.調查學生家庭親子衝突與溝通狀況 

3.討論如何改善親子衝突與溝通問題並給予建議 

 

 

三、研究方法與流程:  

此次研究先透過「參考網路文獻資料」來了解，並且透過「問卷調查」

知道大眾對於親子相處衝突與溝通的看法，接著「分析問卷結果」並依照答

覆資料進行分析，最後「提出結論」，再提出我們的「想法與建議」。 

 



貳●正文 

 

一、影響親子相處衝突的原因 

  現代生活日新月異，不只是家庭的組成愈加多元，親子間的關係也有大

大的改變。親子之間有了比以往更充沛的相處時間，可是卻有越多因為家庭因素

而導致走向歪道的青少年，由此可知家庭對我們的影響之大，常引起衝突的原因

主要源於：家庭溝通、家長管教方式。因此，想要培養好親子關係，不只要養成

好的溝通方式，父母的管教也是重要的一環。 

(一)父母的教養方式 

指父母對待子女、與子女互動的具體行為、情緒、態度或做法，透過此

行為，父母將自己的價值觀、興趣和信念等傳遞給子女。 

1. 民主型：家庭成員間互相尊重、平等交流，對子女既有約束，又有

鼓勵。這種民主型教養方式下的 孩子，自尊、自信、自律性強，具有創造

性、社交能力強、良好的社會適應性的個性特徵。  

2. 專制型：父母會拿自己的標準來要求孩子，卻不知道過高的要求對

孩子的個性是一種變相的扼殺；他們不能接受孩子的不同的意見，對孩子較

缺乏熱情和關愛，要求孩子無條件服從。在這種教養風格下，孩子容易形成

對抗、自卑、焦慮、退縮、依賴等不良的性格特徵。   

3. 忽視型：父母較忽略孩子的需求，他們不會對孩子提出要求和行為

標準，也缺少對孩子的教育和愛。這類孩子自控能力差，面對事情都採取消

極的態度，自小與人疏離，影響日後人際互動的發展。 

4. 溺愛型：分為兩種， 

第 1 型—放任 : 父母會無條件的滿足孩子的要求，但他們很少對孩子

提出要求。這些孩子會隨着年齡的增長，變得依賴、任性、衝動、幼稚、自

私，做事沒有恆心。 

第 2 型—過度保護 :父母往往先替孩子做決定，因為他們相信自己的決

策才是對的，也較不信任子女的能力，因此會盡其所能的滿足孩子的需求。

孩子長大後會凡事以自我為中心，甚少考慮到他人的立場，對他人的付出視

作理所當然。容易在受挫時放棄或懷疑自己的能力。 

5. 不一致型：父母持有不同的教養方式，或是自身的原則朝令夕改。

由於原則有雙套，孩子容易感到無所適從，在適應上會出現困難，或缺乏安

全感，未來容易影響孩子跟他人的互動或信任感。 

 



二、常見的家庭溝通方式 

常見的家庭溝通方式分為五種類型: 

1.討好型: 此類型的人時常感到自我貶抑、自我忽略、乞憐、讓步，總是同

意、感到抱歉，並總是試圖取悅他人，。 

2. 責備型:此類型的人說的話都是「不同意」，處處質問別人，時常擺出批判、

責罵的架勢，告訴大家他就是老闆，其實內心存在著寂寞與不成功的感覺。 

3. 超理智型:此類型的人說的話都是道理、解釋與分析。往往呈現「我是穩

定、冰冷與鎮靜的」，而內在卻是「我是易受傷、易受攻擊的」。超理智型的人總

認為自己是對的，聲音單調且語句抽象。 

4. 打岔型:此類型的人說話沒有重點、誇張且沒有意義，內心深處是「沒有

人在乎、關心我」。打岔型的人對別人所說與所做的都無法反映重點，內在感覺

混亂、聲音高低起伏大，講話沒有焦點。 

5. 一致型:此類型的人發出的訊息是朝同一方向，所說的話和臉上的表情、

身體姿勢及聲調都符合一致，令雙方感到舒服及誠實，極少威脅到彼此的自尊。

此種溝通方式可以使關係破裂復合，建立真誠的接觸。 

與家人之間的互動也常常是影響心情好壞的根源，與父母親的溝通不良導致

的衝突更是屢見不鮮，因此如何適當的溝通，成為家人之間的互動、相處關係重

要的一個必修課題。 

三、親子衝突原因有哪些？ 

1. 溝通不良:不適當的溝通或觀念的差異是導致家庭衝突常見的原因之一。 

2. 堅持己見:家長和孩子若站在各自立場，堅持己見，也常使親子關係陷入

僵局。 

3. 管教方式:父母管教方法若未能隨孩子成長做適度的調整，仍習慣用權威、

命令的指導方式，容易導致親子衝突。 

4.生活態度不佳:衛生管理、理財觀念、時間分配及 3C 產品的使用控制。 

5.學校生活、課業問題:學業成績、在校表現等。 

四、如何改善親子關係 

 (一)學會傾聽 

「傾聽，讓他把話說完。」〈吳靜吉， 2010〉，親子關係能透過聆聽彼

此生活中的喜怒哀樂更加親近，沒有比學會傾聽更好的方法可以讓父母跟孩

子對彼此更加了解。 

 (二)有話慢慢說 

不要用帶有情緒的字眼。人在情緒很激動時，容易講出一些傷人的話。



當小孩跟父母有爭執時，父母通常要先輕聲細語的跟孩子溝通，父母可以用

比較委婉的字眼來勸導孩子，可能就可以和平的解決當前問題。 

(三)開放討論，再提出建議 

孩子若不信任父母，遂用對立反抗來面對父母的好建議。讓討論有效，

父母要做到對孩子表達關心、同理並肯定孩子的想法。父母可以這樣和孩子

討論 : 讓孩子先說，忍住自己的想法，到最後才委婉地表達。 

 

三、問卷分析 

這份問卷是為了瞭解青少年對親子衝突、溝通問題的看法於解決方式進行調

查，共發出 55 份，其中男學生 31 份，女學生 24 份，沒有無效問卷，研究問卷

調查結果如下: 

(一)受試者的基本資料: 

 

由圖可知，有將近八成(78.2%)的青少年都有發生過親子衝突，並且能發現，親

子衝突是常見的家庭相處問題。 

 

(二)父母教養類型 

  



由圖可知，屬於民主型的教養方式最多

(70.9%)，其次是專制型(14.5%)，接著是

不一致型(10.9%)，忽視及溺愛型極為少

數(各佔 1.8%)。 

根據問卷結果可知，有五成(非常認同

20%，認同 34.5%)的受試者認同父母的教

養方式，一成半(不認同 10.9%，非常不

認同 5.5%)不認同。 

( 

三)親子相處溝通問題 

  

根據問卷結果可知，一致型溝通方式最

多(40.9%)，其次是超理智型(29.1)，再

來是責備型(21.8%)，討好及打岔型最

為少數，分別佔了 5.5%及 3.6%。 

由圖可知，將近三成(非常喜歡 20%，

喜歡 18.2%)的受試者喜歡他們的家庭

溝通方式，只有少數(不喜歡 7.3%，非

常不喜歡 9.1%)是不喜歡的。 

 

 

 

根據問卷結果顯示，有超過一半

(50.9%)的受試者是願意接受他人的幫

忙來建立適合自己的溝通方式。 

呈上題，有將近五成(45.5%)的受試者

尋求的管道是朋友及同學，其餘的是學

校老師(1%)及輔導老師(1%)。 

 



 

根據問卷調查結果能發現，發生衝突後，超過七成的(72.7%)受試者會選擇做

自己係歡的事來調適心情，其次是玩手機(69.1%)，再來是跟朋友聊天

(56.4%)，只有少數會離家出走(1.8%) 

 

  

由圖可知，將近七成(65.5%)受試者的

父母都不會固執己見，不接納他們的看

法或想法。 

由圖可知，大多數的受試者都會藉由 

與家人的爭吵而改善日後類似的問題。 

 

參●結論 

了解親子衝突的原因與如何有效的溝通 

孩子最需要父母改善的地方是管教方式好的親子關係是建立在良好的溝通上，

除了良好的溝通，傾聽也是一個親子都必須學習的課題，當雙方都能靜下來

聆聽彼此的想法，那才是真正能讓親子關係更進一步的方法! 



而如果與家人發生衝突導致有負面情緒，適當的發洩及做自己歡的事都是可

行的，並且能有效調整並幫助靜下來思考並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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