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阿德勒與青少年實務

青少年，
一個渴望擁有權力的人類階段！？

撰文／廖偉志

或許陪伴的過程會經歷「暴風雨」，

但總會有雨過天晴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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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時期的瘋狂事

青少年時期的你，是否曾經瞞著父母做過什

麼「瘋狂」的事？我記得那時最常和哥哥瞞著爸

媽到電動玩具店打電動，當時並不是家家都有

「任天堂」，很羡慕別人家有，所以我和哥哥時

常帶著銅板跑到家裡附近巷弄間的電動間遊玩，

對我們來說那是個神奇的入口，在只有讀書考試

的年代裡，打電動那就是「青春」該做的事。

除此之外，媽媽基於健康理由，禁止我們購

買外食，但貪吃的我，總是受不了樓下麵包店下

午放學時刻現炸的甜甜圈的誘惑，你呢？你的青

少年時期會做什麼讓父母師長意想不到的事呢？

青少年時期是一個自我探索的階段，我們很

想知道許多事，也想要掌握自己無法掌握的事，

若用一句簡單的話來描述，那可能是我們都希望

自己在青少年時期「看起來像是一位成熟的大

人」，也因此我們做了許多「嘗試」，試什麼呢？

試試看怎麼做可以從別人的眼光、從鏡子裡看見

自己是一個充滿自信的大人。

事實上，接來下的好幾年，我們仍然不放棄

嘗試尋找「到底什麼才是自己？」可能會藉由

「挑戰」大人、衝撞「制度」來證明自己是有能

力的，直到我們逐漸從探索的迷霧中甦醒，才會

發現自己過往行為的荒謬和好笑。

這就是每個人要變身為一個自信、願意與人

合作的獨立「個體」的「必經」之路。現在的青

少年可能做的事情和我們過往不一樣，但回憶一

下我們自己成長的歷程，就不難理解青少年們的

想法。

大人擔心害怕的真相

日本阿德勒心理學會的創會理事長野田俊一

先生曾經提到：「身為父母的我們到底什麼時候

該『放手』呢？其實當孩子有朋友後，就可以放

手了。」相信這對許多父母而言相當的挑戰，我

想野田先生的意思指的是每個個體在發展過程中

一旦在群體中找到「歸屬感」，他／她便有機會

發展出完整個體所需、能獨立生活在社會上的一

切能力。

是否常常覺得青少年是「叛逆的」、「難搞

的」、「難溝通的」，若我們從上述的概念出發，

恰恰與我們所想的相反，因為這正是「個體化」

的過程，所謂的「叛逆」給了青少年充分的「燃

料」成為「自己」。

在實務工作經驗中，最常遇到父母的的抱怨

是：「常常叫他／她做東，他／她偏偏做西。」、

「叫他／她不要這樣，他／她偏要⋯⋯。」或者

是說：「為什麼○○同學他們家可以這樣，我們

家不行？」以前很「乖巧」、很「聽話」的孩子

去哪兒了？

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我們再把焦點放在家

中有已經進入大學或準備進入社會職場孩子的父

母，我最常聽到抱怨是：「為什麼他／她總是很

沒主見」、「為什麼總是怕東怕西⋯⋯。」

看出這兩者的關聯嗎？進入到青少年，我們

期待孩子不要有太多意見，要順從，但等到孩子

進入到高中、大學甚至出社會的時候，我們卻又

抱怨他們沒有自己的想法及不願意冒險、嘗試。

我們應該問問自己，如果我們希望孩子脫離學校

進入職場時能擁有上述的能力，出社會之前，我

們給過什麼「機會」，讓孩子有「空間」發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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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環境　

陪伴青少年走上「個體化」的旅程

陪伴「個體化」過程的目的，就是在為孩子

預備適應和融入社會的能力，所以我們該思考如

何提供一個「真實」的環境，讓孩子透過不斷嘗

試的過程學習新經驗，以下提供 3個方法：

1、信任與尊重才能建立「好」關係：

我常鼓勵父母或師長，要學習成為孩子的

「教練」，若人生是場球賽，那你（指父母、師

長們）絕對不是下場打球的球員，你可以場邊指

導球員戰術、策略，但你無法決定最佳的投球時

機，什麼時候投球，場上的球員最清楚。

所以，身為孩子「教練」的你，該問問自

己：「你相信你的球員嗎？」、「你相信你的球

員即使球被抄走，他／她也會想盡辦法抄回來

嗎？」、「你相信你的球員，即使這場球賽輸了，

但他／她卻會因此吸取更多經驗嗎？」選擇相信

是尊重的開始，當孩子感受到他／她是被平等對

待，才有合作的可能。

2、賦予權力並給予機會學習負責：

權力和責任是一體兩面，人類社會的生存規

則裡，不單只是享有個人權利，更要盡到個人應

盡的責任，才能營造有次序的社會氛圍，在此基

礎下，我們才有機會幫助自己和他人獲得成功。

常常發現，許多家長或老師因為擔心孩子受

挫或受傷，而「選擇」了不願意「放手」或是「過

度」的介入，我們都曉得目的是出於愛護這個孩

子，但卻往往因剝奪了孩子學習如何掌握權力和

承擔責任的機會。

適時賦予孩子權力的背後，就是在告訴孩子

「你有能力」完成你想完成的事物，但我們也清

楚，有許多事往往事與願違，那就要回頭問問自

己，當孩子的表現不如預期，我們的「態度」是

如何呢？是指責？是抱怨？還是接納？

在學習運用和掌握權力的過程，父母可能擔

憂孩子會「無限」使用權力，可能會讓自己或他

人受傷。因此，我們需要引導孩子思考濫用權力

可能會造成的苦果，這也正是學習負責的開始。

當苦果一旦發生，與其責備或處罰，更需要引導

孩子思考在錯誤中學習，避免下次發生同樣的事

件，如何讓自己越來越好，才是我們應該指引的

方向。

3、鼓勵是讓孩子擁有自信的來源：

試想，我們和青少年相處的過程中是「指

責」的多，還是「鼓勵」的多？是「挑錯」的多？

還是「挑好」的多？輔導青少年的過程中，常會

聽到孩子們的委屈，總覺得自己已經很努力做，

但為什麼「父母」、「老師」總是看不見，看到

的總是不足的部分。

再想一下，假設我們是這位孩子，在一天的

生活中，不論是在學校或家裡，大人們總是不停

地數落自己，你會做何感想呢？再換個的說法，

若在工作場域中常被上司、同事挑三撿四，我們

還會有「好」心情做下去嗎？

「鼓勵」不單純對某個人說「你好棒！」而

是透過觀察給予對方正向肯定或表示信心的一種

回應，哪怕只是一個眼神、微笑，都會讓原本可

能陷入挫折的對方更有信心面對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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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次一個孩子因為常常上課不專心，學習興

趣低落，老師希望我能協助這孩子，我問他：「平

時上課期間，若不想上課都在做什麼？」

孩子回：「我都在用廢報紙摺紙劍。」

我好奇地問：「有沒有作品，可以讓我觀摩

一下。」

過沒幾天，這個孩子真的帶了他的作品過

來，我邀請他說說製作的過程和創作的想法，我

把驚喜分享給孩子：「我好喜歡你的作品，做工

很精細！」

後來，這個孩子上了公立高職並選擇了他很

喜歡的科別。

對我而言，鼓勵就是在告訴孩子自己的天賦

是什麼，並且引導孩子善用它，協助他們在過程

中找到成就感，孩子便能提升自我價值感，自然

能產生信心。

接納青少年的轉變　成為最佳旅伴

我們必須接受孩子一旦進入青少年時期，在

生理和心理上會面臨巨大的變化，這樣的轉變甚

至會讓有些孩子感到困惑和迷惘，而生活經驗較

為豐富的我們，可試著理解並且接納孩子此時的

狀態。或許陪伴的過程中會經歷「暴風雨」，但

總會有雨過天晴的時候，只要我們與孩子彼此皆

有信心，我們都將感受到溫暖，然後一起感受成

長的喜悅。

廖偉志

臺灣阿德勒心理學會副理事長，長期投身高關懷學生生涯探索教育、親職教育等活動推廣，現為自由工作者／

講師。

阿德勒官網 阿德勒興趣小組二群阿德勒 FB粉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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