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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八 教养青少年子女点滴 
有一位从事家庭生活教育的社会工作者指出，很多父母感慨子女进入青春期后，

变得很反叛，不时跟父母有摩擦，很难教养。这些父母感到很难与子女沟通，就算想

多点了解他们，也不得其门而入。为什么会这样呢？让我们先看看以下两个案例： 
 

 
1. 小强放学回家，感到很疲倦，于是躺在沙发上看电视节目，休息一

下。不久，小强母亲买菜回来，见小强躺在沙发上看电视节目，就

问小强：“为什么还没有换衣服、做功课？”小强说：“我有点

倦，想先休息一下。”小强母亲却认为小强躲懒，责骂他懒散，以

致成绩一直比不上邻家的大明，白费父母的金钱和苦心，必须好好

检讨。小强听了之后，觉得很委屈，气愤之下，就跟妈妈吵起来。 
 

 
 
2. 昨晚，大明为了跟同学通电话聊天的事，跟妈妈吵了一场，今天在

学校里闷闷不乐。小强问他有什么事？他说：“妈妈常说我已经长

大了，要自己处理自己的事，可是直到今天，她还是什么都要管我

的，什么时候用电话，什么时候做功课，什么时候温习，什么时候

睡觉，什么时候洗澡……穿什么衣服，剪什么发型，她都诸多意

见……什么都要管我的，诸多限制……我做什么事，都要纠正一

番……我说什么也没用，她的理由才是理由……在她眼里，我什么

都有问题，必须接受她的指导，好好改善……算了，对着她，我无

话可说！” 
 

 
根据上述案例，你认为为什么父母的苦心往往得不到子女的接纳和谅解？父母为

什么感到子女很难教养？父母与子女间的沟通为什为会出现问题？ 
一般来说，父母与子女沟通时，很容易会着重自己关注的问题，没有顾及子女的

想法、感受和需要，结果令亲子间的沟通出现问题，于是就很难教养他们。要避免出

现这种情况，父母在子女年幼时，就要懂得与他们沟通，与他们建立亲密的亲子关

系，那么，当儿女进入青春后，就能较容易了解并引导他们。 
另外，父母若要改善与青少年子女沟通的情况，与他们沟通时，就应留意下列几

点： 

1. 不要过于武断或急于训诲 

有些父母很容易受个人偏见和主观感觉影响，先入为主，还未听清楚子女的解

说，已经定了他们的罪。这样会让子女感到父母根本不信任他们，不尊重他们，他们

怎么说也没用，于是索性什么也不说，什么也不告诉父母。有些父母，子女才说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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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他们觉得不对，就教训他十句！在这种情况下，子女会感到父母不接纳他们所说

的，也就不愿意进一步沟通。因此，父母若希望与子女好好沟通，就要放下主观的感

觉，耐心聆听子女的心声，学习从子女的角度看事物，这样才能进入他们的内心世

界，了解他们。 

2. 不要将子女和别人比较 

正如第九课课文所述，父母不要拿孩子跟他们哥姐、弟妹或其他人的儿女比较，

不要以为这样可以刺激子女发奋。因为这样往往会使他们反感、忌妒，觉得父母对他

不满意，父母的心偏向哥姐或弟妹，造成兄弟姊妹间的恶性竞争和争执。如果我们要

纠正小孩的行为，应直接指出问题，说明自己的感受和要求。例如： 
 

不要说 可以说 
“为什么你老是要跟我顶嘴？要是你

像妹妹那样听话就好了！” 
“你常常跟我顶嘴，使我很伤心。我

们可不可以平心静气地谈话？” 
 

3. 避免事事管制和批评 

父母要不时提醒自己，子女已经长大，不要再当他们是小孩子了，不要再事事管

制或批评他们，因为这样做会令子女反感，影响彼此的关系，打击他们的自信心，妨

碍子女发展独立处事的能力。因此，随着子女长大，父母要适当地给予他们多一点自

由和空间；例如，让他们决定由父母接送，还是自己上学；让他们决定自己的发型、

服饰；让他们管理自己的零钱。父母可以在这些方面对子女作出适当的指导，但要学

习接纳他们的处事方法，尊重他们的选择和决定，即使你认为他们的处事方法或选择

并非 好，也给他们一点鼓励和支持。这样，就可以让他们建立自信，以及从尝试和

失败中学习。 
例如，青少年很着重自己的衣着，反映他们很在意自己给人一个怎样的形象：正

派？大方得体？很帅？时髦？不羁？前卫？父母可以给他们一些辅导、指引和限制，

例如：（1）衣着要合宜守礼。也就是说，要以合宜的衣着出席不同场合，这代表对

别人的尊重，例如上学要穿着整齐的校服；不合适或过分奇特的衣着往往给人怪异的

感觉，会影响正常的人际关系。（2）衣着不能暴露。女孩子穿着暴露会令人只注意

她们的身体，而非她们的品格、心灵；而且穿着暴露会成为别人的网罗，对女孩子来

说是非常危险的。（3）服饰上必须没有毒品、暴力或帮派之类的负面信息或图片，

因为这类衣着会令人误会你是不良分子或帮会人士。然后，让子女不时咨询你的意

见，再自行决定自己的衣着。 

4. 不要私自翻儿女的东西 

做父母的，你有否因为想监督孩子的学习、更了解他们的情况，经常私自翻他们

的东西，又看看他们手机里有什么简讯呢？你是否认为自己是孩子的监护人，因此就

可以翻他们的东西？你可有想过你这样做是侵犯他们的隐私呢？大家不妨反思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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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自翻孩子的东西是否尊重孩子，这样做又是否了解他们的 佳或唯一方法。 
事实上，孩子们都不喜欢父母翻他们的东西，即使他们没有反对，但他们内心或

多或少还是不悦的。有一个男孩说：“我 讨厌的事情就是爸爸妈妈偷看我的日记、

偷听我的电话。他们什么时候才能尊重一下我啊！”子女认为自己已经长大了，父母

这样做就是不信任、不尊重他们，结果会影响彼此间的沟通、相处。有一个女孩子发

现父母偷看她的日记，于是就在日记里说自己怎样怎样交五个男友，让父母气急败坏

一番。另一个为了保护自己的隐私，则准备两个日记本，一本专门来应付父母，另一

本则写自己的心里话。 
近年，电脑宽频上网日趋普及，不良网站和网上骗案等问题亦日益严重，因此，

子女上网和 QQ 的情况备受父母关注。有位弟兄这样处理这方面的问题：他跟女儿说

清楚每天只可上网一小时，QQ 是可以的，但他会不时看一看她 QQ 的内容。女儿说

那可是她的隐私。这位弟兄解释说：“爸爸是你的监护人，为了你的好处和安全，爸

爸有责任监管和保护你上网的情况。”女儿也就应允了。一次这位弟兄发觉，女儿不

自觉地在 QQ 中骂人，结果经他提醒后，女儿就再没有这样的情况了。 

5. 留心子女身边的朋友 

中国人常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圣经也教我们要同那清心祷告主的人，

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提后 2:22）。可见朋友对子女成长的重要性。有些

父母为免子女学坏，禁止他们与朋友来往。可是这样做却令子女失去学习与人相处的

机会，影响他们日后与人相处的能力，以及令子女觉得父母极其专制，惹起他们反叛

的心 。有些父母则认为结交朋友是子女的私事，管也管不来，还是不加过问，免伤

和气的好。但这样做，万一子女交上损友，就很容易误入歧途，到时后悔莫及。因

此，父母应该让子女结交朋友，但同时要指导他们如何择友。父母可以鼓励子女带朋

友回家让父母认识，但要避免对他们妄下判断，谨记要先详细了解才给予指导。 
身为基督徒父母，我们除了要留心子女身边的朋友，还要尽量安排他们与清心爱

主的孩子一起成长。为此，有位弟兄积极联络教会的同工，把自己和他们都在高中的

儿女，组织起来，让他们经常一起读经、祷告、交通，彼此扶持。 

6. 灵里的鼓励、关心和扶持 

孩子长大了，父母培养他们属灵生命的方法也要相应地改变，不要还把他们当小

孩般看待；要由喂养他们，改为牧养他们。有位弟兄每晚吃饭时，都听儿子说说话，

然后用圣经的话劝勉并鼓励他一番。又有一位弟兄，两个女儿都上高中了，在学校寄

宿，每星期六晚才回家，因此，这位弟兄无论事奉多忙碌，每星期六晚也必定赶回家

去，带领女儿读经祷告。有一位宣教士，为主走遍大江南北，事奉很忙碌，但他不会

忘记定期个别约他的两个女儿吃饭聊天，关心并扶持她们，不会忽略她们任何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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