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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員姓名 陳珮綾、蔡宛芸、王美嫺、王琪心、林沛儒 

所屬系所 社工系 1A 指導老師 南玉芬 

社群名稱 沉默的孩子 

本次主題類型 
□專題導向；□課程分組：____________（請填寫課程名稱）；□跨院分組；

自主成立課餘討論；□其他：                   

 

學習過程與反思： 

 

本次討論主題:閱讀完後的總整心得 

 

過程:這個心得主要是大家聚在一起將各自導讀部分的重點加以整理統整得出: 

 

在我們的生活周遭不難發現一些似乎看起來和我們不太一樣的孩子，像是過動、自閉等。過動症脫序

的行為，像是大叫、丟東西等行動，其實都是他們在用自己的方式向別人傳達他們需要幫助的訊號，

但是一直以來大眾，甚至是家人，都在他們身上貼上「麻煩、難搞」的標籤，久而久之讓他們病情更

加嚴重；而自閉症患者總是讓人覺得他們很安靜、不愛說話，好像和外在世界隔絕一樣。就像我們這

組閱讀的書《沉默的孩子》，書中提到了許多有關孩子自閉、焦慮、過動的問題，在作者的研究下發

現其實很多孩子的成長問題和父母有很大的關聯，例如:父母的情緒管理不佳、父母直觀的給小孩的

行動貼標籤、將自己童年時期的經歷、期許強壓在孩子身上等。下面我們會一一說明各個問題我們的

看法: 

 

1. 父母情緒管理:在教育孩子時，不應該將自己受到的壓力加諸在孩子的身上，孩子很容易受到父母

心情的影響甚至是學習父母的情緒表達方式，父母暴躁孩子也會跟著暴躁、父母悲傷孩子也會跟

這悲傷……在孩子的成長過程中，父母的一言一行都深深地影響孩子未來的一舉一動，所以在與

孩子相處的過程中，應把孩子的情緒擺在第一順位，保持冷靜去處理每一件事，讓孩子的自我浮

現。 

 

2. 貼標籤:有時候家長已經發現孩子出現問題，第一時間都是否認，甚至當有人提起就會展現焦慮、

憤怒、擔心、強烈否認的心態，甚至會開始產生孩子是否也被老師或同學針對，並視為一個問題

的存在，這種心情其實是很正常的，大家都會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夠和每個人一樣受到最平等的對

待。但有時，其實給孩子貼上標籤的卻是父母本身。有時候父母一開始會在孩子身上貼「負面標

籤」，像是小時候考不好時父母總會說:XXX 這次考那麼好，你怎麼那麼笨，平常叫你認真不認

真……，這應該是我們許多人小時候都會重父母口中聽到的話，雖然父母的本意是想讓我們更警

惕、更有上進心，但其實這些言語在無形中已經讓孩子產生負面的壓力，漸漸地習得無助感，開

始自我懷疑是不是自己真的很糟糕、自己無法變更好，即使進步仍會覺得是不是還不夠好，還沒

有達到父母的期待……並將自己困在負面標籤裡。導致孩子開始自暴自棄，並漸漸地和外界的所

想的標籤逐漸重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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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將自己童年時期的經歷、期許強壓在孩子身上:我們認為這點似乎是大部分的亞洲父母會有的情

形，「望子成龍、望女成鳳」都體現出父母強烈的希望孩子們能夠出人頭地的念頭。薪資高、學歷

高的高知識分子家庭，通常都會發展出「書香世家」、「醫學世家」……，希望孩子們能像自己一

樣發展得很好。這樣的經歷，讓孩子從出生似乎就被強行綑綁在一條既定道路上，限制選擇。而

比較弱勢家庭的父母，通常都會希望孩子們不要像自己一樣過的生活艱辛，因此希望孩子能夠讀

更好、學更多，過得舒服輕鬆。 

 

但是上述我們舉出的這些例子都顯現出一個問題:父母並沒有傾聽「孩子們的想法」。傾聽是一件看似

簡單但卻是很多人做不到的事，有效的傾聽能夠幫助孩子健康的成長，同時也讓父母學到如何照顧孩

子的同時也照顧自己，讓自己成長。《沉默的孩子》中提到很多作者幫助過的家庭例子，我們發現其

中許多問題都來自「父母不懂小孩想說什麼」、「父母不理解小孩需要什麼」，有些父母因此感到慌張

失措，甚至開始責怪自己是不是哪裡做的不對，對自己的付出產生懷疑，但其實這並不是孩子的行為

難理解也不是父母的失責，只是雙方在溝通上出了問題。作者告訴父母，其實不用把孩子的行為想的

太複雜，有時候他們的奇怪行為、激動情緒，其實都是他們在試圖傳遞某些訊息給他們所信任的照顧

者，當照顧者無法理解或是解讀錯誤時孩子的行為就會更加激動，而這時父母就可能發生第二個錯誤:

給孩子貼上負面標籤，開始懷疑小孩是不是病了，是不是需要看醫生，是不是需要接受藥物治療等。

這都無形中讓孩子的情緒狀況與心理健康更加危險，因此父母應該在教育孩子的時候將自己的情緒保

持在一個冷靜的心態，並且不要在一開始就對小孩的行為下定論，不能單看外在行動而不去理解孩子

內心想表達的內涵。身為大人我們都會希望有人能夠理解我們的一舉一動，更何況是還不懂如何清楚

展現自我的小孩。所以我們要理解並學著去尊重彼此，才能夠讓孩子有一個健康成長的空間，也讓父

母能夠學會成長。 

 

最大的收穫:透過這本書我們更加了解到，若是未來我們擔任社工時遇到相同的狀況，我們該如何去

解決父母的自我懷疑與擔憂，以及孩子們讓人無法理解的情緒，我們應教導父母如何站在孩子的角度

去設想問題，試著走進孩子的心，去理解去思考，他們需要什麼，而身為照顧者的父母又能給予什麼

幫助。而我們社工的角色其實就像是《沉默的孩子》的作者克勞迪亞・高德博士一樣，成為一個能夠

給予一個家庭支持、並且聆聽他們需求，並且在他們成長的道路上給予支持和鼓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