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別再讓對話句點， 

講道理前先引導孩子思考這三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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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下次要再努力一點呀！」 

「分數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你有沒有真的學會。」 

「考試成績不能代表一切，別難過了！」 

「以前我也曾考得很差過，你不會比我還慘的。快！打起精神來！」 

「只要你更用功，不放棄，下次就可以考好啦！」 

「你要想想問題出在哪裡，下次不要再犯就可以了。」 

        我常在父母成長班或家長支持團體裡，與家長談親子溝通時提出一個情境——當孩子這

次月考成績不佳，看起來很沮喪，你會怎麼回應他？ 

        類似狀況很常見，而上述父母對孩子的回應方式也司空見慣。我問，上述這些語句，孩

子聽了之後，接著會說什麼、做什麼？在場的父母面面相覷，有人說：「好像，也沒說什

麼，沒做什麼。」「是呀！好像，這個話題，就在這裡停止了。」我停頓了一下，「可是，

是不是哪裡怪怪的？」我請家長再思考一下。 

        有位家長舉手說話了：「我也不知道，他下次是不是真的會用功？」其他人聽了，紛紛

點頭附和。我問，還有嗎？另一位家長說：「孩子的臉還是很臭，好像沒安慰到他，然後他

也不再講了。」 

        「所以，你們也沒機會和孩子進一步討論，或想一起辦法，幫助他下一次可以做得更

好，或避免問題再次發生，是嗎？」學員們這次點頭更用力了！ 

        我問：「這真的是我們想要的結果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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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人際互動劃下句點的「閉嘴模式」 

        文章開頭的這些回應方式，不是不對，也不完全對孩子沒幫助；但大部分的時候，會讓

彼此的互動劃上句點，也就是，孩子不知道，或不想要再說什麼了，然後，話題就到此為止

——我稱為「閉嘴模式」。 

        當然，如果孩子會繼續回應，通常是向你表達不滿，或者為自己的行為找理由、試圖辯

解，像是： 

「唉唷！你又不了解，你不懂啦！」 

「可是，我已經很用功了呀！這次我很努力準備考試耶！」 

「要不是老師題目出成這樣，我怎麼可能考這麼差？」 

        接下來，親子之間的對話，就會開始淪為「對」與「錯」、「是」與「非」的辯論賽，

偏離真正重要的焦點——有效安慰孩子，並引導孩子解決困境。 

為什麼開頭的那些回應方式，會造成這樣的結果？ 

在人際溝通中單向傳輸的副作用 

        仔細探究，這裡頭都有「講道理」的意味在。什麼是講道理？舉凡「分析大局」、「探

究原因」、「批評指教」、「重翻舊帳」、「給予建議」、「下指令」等，都屬於講道理的

範疇。 

        講道理時，講道理的人站在一個高位，向聽道理的人傳遞真知灼見，這是一種單向的溝

通形式，聽道理的人只能被動接受，當然無法引發進一步的互動與更深入的探討。傳統的課

堂上常常死氣沈沈，就是這個狀況。 

        即使我們用著再和緩可親的語氣說出這些話，還是講道理；孩子也許會接受，但是無法

激發更多的討論，也難以將焦點放在解決問題上，更難有效鼓舞孩子的士氣，讓孩子有更多

力量面對下一次的挑戰。而更多的時候，孩子感覺到的是被責備、被否定與不被理解，所以

乾脆就不再提了，當然也不會從中去反省、記取教訓或學習。 

        講道理還有一個副作用，因為是單向傳輸，意味著「我講的是對的」，所以「你要聽話

照著做」，於是，孩子就不去思考了。那麼，是否也剝奪了孩子自我覺察、深度思考或探究

問題原因與解方的機會了？ 



 

道理不是不能講，而是不要太快講，一直講 

        道理不是不能講，而是不要太快講。當你還未全盤了解孩子的困境或問題時，切勿直接

給建議、給指導、開處方，而是移到對話的較後頭才說。 

        通常，面對孩子的困境，我們會透過提問了解問題，透過回應情緒感受讓孩子感受到被

理解，並且繼續用一問一答的方式，引導孩子去思考「問題在哪裡」、「試過哪些方

法」、「還可以怎麼做」，也就是以討論的方式與孩子一起想辦法，答案常常就在孩子

的心中，自己說出來的，也比較會做得到。到最後，我們再分享一下自己的看法就行了——

這時候才是給出建議的好時機。 

        「可是，我們哪有那個時間和耐性，和孩子講這麼多？」一位媽媽發難了！ 

        「對！問題就在這裡。因為我們總是覺得時間不夠用，凡事很都趕，於是，也沒有耐性

好好傾聽孩子說些什麼？為了趕時間、拼效率，直接下指令，總是比較快。孩子小的時候不

敢反抗，照著做就對了；當孩子大了，就會有各種意見，但他知道你不會想聽，所以也不敢

講、不想提，慢慢地，就形成眼前的局面。」 

        而到最後，就算我們有時間好好地與孩子互動，我們也會很直覺地講起道理。我們誤以

為這是種打氣或鼓勵的方式，事實上，對孩子而言，根本起不了激勵的作用，甚至感覺到更

沮喪，因為沒能被好好理解。 

出「言」相救，是幫助對方，還是滿足自我？ 

        這樣的狀況，不只發生在與孩子的互動上，與伴侶、同事、朋友或任何人，都可能會發

生。因此，不論對家長、教師、社會大眾，甚至企業員工的溝通課程中，我常要求學員做的

第一個練習，就是傾聽別人訴說困境時「不給任何建議」。在課堂練習中，大多數的人還算

做得到；但下課後，就會聽到各種此起彼落的建議、分析、指導和經驗分享——對！就是這

麼迫不及待。 

        即使你不是從小立志當老師的人，每個人似乎都是「好為人師」的。過去我在許多文章

中都提過，我們為什麼如此愛講道理，那是因為，講道理會讓人的心理地位處在相對高的位

置，因而提升自我價值感，這種在雲端的感覺多好！所以，當對方有難，不管他需不需要你

的幫忙，你都會出「言」相救，各種經驗分享、建議、偏方、指導或分析，全都搬出了來。 

        然而，你不知道的是，這可能正是破壞溝通品質的頭號戰犯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