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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足關係」，對一個人在人際關係的發展上有深遠的影響。因為手足間夾雜著種種情

緒，手足間的關係是「既豐富又複雜」。因此，手足間的相處方式不僅影響一個人看待自己

的態度，也會影響其日後與他人的相處方式。 

父母的教養態度對手足關係有深遠的影響，父母若能在早期協助孩子建立和諧的手足關

係，對孩子日後的情感表達與人際相處，會有很大的助益。 

  

照顧者與順從者照顧者與順從者照顧者與順從者照顧者與順從者    

在對孩子的訪談中，許多孩子、不管他是老大或老么，都紛紛表示：「不喜歡爸爸媽媽

老是要大的讓小的」。的確，當家裡有不同年齡的孩子時，父母大都會求年紀比較大的孩子

扮演「照顧者」，常要孩子「大的讓小的，小的聽大的」。這種作法容易對孩子造成意料之

外的負面影響。一方面，這會讓大的孩子不得不承擔許多責任，導致孩子常常必須武裝自己，

不能在情感上、能力上示弱；另一方面，也容易讓小的孩子在順從的過程中養成愛依賴的奴

性，或者，就根本認為自己是比較不會作決定的、是能力比較不好的。 

父母可以回想一下，在教養子女的過程當中是不是有些自己也還不清楚的，但是對孩子

來說不盡合理的期待？例如，是不是希望有一個孩子趕快長大，幫忙承擔一些事情？是不是

對年紀較小的孩子較為縱容？不自覺地對孩子造成差別待遇，也影響他們的手足關係？ 

爸媽若希望大的孩子能友愛弟妹，最好不要用「要求」的方式，刻意去經營兄弟姊妹的

關係，而是帶著他一起「分享」有弟妹的喜悅。孩子看到爸媽對待弟妹的歡喜與親切態度，

他們自然也會以同樣的態度去對待弟妹。 

  

比較比較比較比較    

有些爸媽，則會不自覺地拿孩子來比較，導致兄弟姊妹之間產生隔閡。 

已經在念大學的阿寬提到，從小媽媽就常拿他與小他一歲的妹妹來比較。他記得在念幼

稚園的時候，媽媽就要求他們兩個要背九九乘法表，他一下子就背好了，妹妹卻還在背。妹

妹背錯時，媽媽還會拿起三角板打妹妹。這些事情累積下來，有一回，他放假回家想要幫妹

妹拿垃圾到樓下倒，妹妹卻忽然冒出一句「不用你來可憐我」。阿寬才發現，妹妹對自己似

乎有著敵意，而這是源自媽媽不公平的對待方式。 

事實上，即使孩子之間的年齡只差一歲，但他們在身體上與認知能力上的發展仍有差距，

父母不應該把孩子放在同一個天平上比較。比較並不能激起兄弟姊妹之間的良性競爭，反而

會離間他們的情感，造成被比下去的人，非但沒辦法肯定自己，也不能發展欣賞別人的能力。 

而且在比較的情況下，孩子容易認為爸媽偏心，感受到爸媽對他們的態度與行為是不耐

煩，或覺得爸媽是討厭他們的。這時爸媽不用急著替自己辯護，而是要反過來，傾聽孩子為

什麼這樣說，再跟孩子表示：「你有感覺到媽媽（爸爸）偏心，糟糕，媽媽（爸爸）沒有這

樣的意思，但以後我會特別注意。」 



爸媽應該時常審慎檢視自己對待孩子的態度，是否強加自己的期待在孩子身上，造成他

們壓力的來源。她也強調，爸媽應該把每一個孩子都當作獨立的個體，才能真正協助孩子看

到彼此的需要。 

  

將孩子的問題還給孩子將孩子的問題還給孩子將孩子的問題還給孩子將孩子的問題還給孩子    

    

成長中的手足很容易因為一些小事而發生衝突，這是因為手足關係相較於其他人際關係

有三個獨特性，所以，手足中的衝突其實是難以避免的常態現象。 

第一，以身份上來講，手足是有血緣關係的，而且也有明顯的長幼大小之分。因此，手

足之間沒有任何選擇性；第二，以空間來說，手足同處一個屋簷下，相處空間比較狹小，而

且常常要共同使用一些東西，如書桌、電視、浴室等活動空間，就容易在使用上發生爭執；

第三，以人的狀態而言，人們在外面比較有警覺性，容易帶有武裝，但人在家裡，是相對放

鬆的狀態，比較能毫無顧忌地表現出自己的喜好與情緒，手足間因而容易出現爭吵。 

而兄弟姊妹在爭吵時，多半會求助爸媽介入處理。許多爸媽會為了主持正義而介入兄弟

姊妹之間的紛爭，但處理方式卻往往是急著把問題解決，決定誰對誰錯、或誰應該道歉、誰

應該讓誰，常在沒有充分瞭解事情的情況下，就扮演著仲裁者或是法官的角色。然而，這樣

仲裁的結果，往往會讓吵架的雙方都不服判決，也常出現孩子認為爸媽處理不公、偏心的狀

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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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手足爭吵時，父母若常常扮演仲裁者的角色，孩子可能會失掉自行解決問題的機會，

反過來，孩子還會不斷來找父母幫他們解決問題，輸的那方會不斷上訴，會去找出很多證明

對方不對的事情，造成問題不斷循環，結果往往是兩敗俱傷：孩子不覺得問題已經被解決了，

父母也會為孩子沒有學到解決問題的能力而懊惱。 

其實手足之間的爭吵，剛好是孩子們學習人際互動的機會。在這個過程中，孩子如何透

過語言去表達他的需要與看法，如何與對方，這些都是很好的學習機會。如果爸媽當仲裁者，

孩子會覺得，與手足發生衝突時只要找爸爸媽媽就好了，他們會失去向他人表達自己情緒與

學習處理紛爭的機會。 

不過，或許孩子對於「爭吵」的看法，與爸爸媽媽不同。有一位弟弟和一位妹妹的晏秀

回想小時候和弟妹吵架或打架的情形，她說，其實兄弟姊妹之間的爭吵大都是為了芝麻綠豆

的小事，之所以會打架，往往是因為覺得對方講不聽，或是不知道怎麼跟對方講。「那不是

討厭弟妹，只是我們不知道該怎麼跟對方說，於是就會扭打起來。」 

那麼，爸媽可以怎麼去處理孩子的糾紛？當手足發生爭吵時，爸媽不用急著把這個問題

解決，而是把問題還給孩子，鼓勵孩子自己去協調、解決彼此之間的紛爭。 

爸媽可以扮演孩子的「傾聽者」、「同理者」與「反應者」。也就是傾聽、同理孩子的

感受，協助手足把他們的問題，他們的需要更適切地反應出來，幫助孩子更瞭解問題所在，

孩子就能用他們的方法去解決問題。 

記得有一次在營隊裡，有個小姊姊跑著來哭訴說：弟弟老跟著她，她已經跟弟弟說不要

再跟著她了，但弟弟還是一直跟。，這時候如果爸媽直接要求弟弟不要再跟著姊姊，對兩姊

弟是沒有助益的。爸媽應該協助兩姊弟去弄清楚彼此的問題在哪裡。 

為了處理這個問題，先問姊姊：「為什麼不喜歡弟弟跟？」姊姊：「他跟著我，我不舒

服，我討厭！」接著，周玉筍將姊姊的心情轉達給弟弟聽，並詢問弟弟聽到姊姊這樣說的時



候，是不是很難過？弟弟點點頭。這時就鼓勵弟弟，將自己的心情告訴姊姊。就在弟弟表達

出他的心情之後，姊姊發現，原來這個問題跟她也有關係。接著問姊姊說，「那妳要不要問

問弟弟，為什麼老是跟著你？」弟弟回答說「因為我喜歡你嘛！」。 

談到這裡，孩子已經把自己心裡的需要講出來了，這時大人就可以試著把問題還給孩子。

接著問姊姊，「你不喜歡他跟你，但他又喜歡你，那怎麼辦呢？」結果，姊姊想出了一個辦

法，她跟弟弟說，當他們玩「紅綠燈」時，弟弟可以跟著她，但是其它時候，她希望弟弟不

要再跟著她了。弟弟欣然同意，兩姊弟很快地又玩在一起了。 

這個時候父母還可以試著作一個「肯定者」，也就是讚美孩子運用了語言表達出自己的

需要和情緒，也解決了問題。在這個處理紛爭的過程當中，孩子受到鼓勵與讚美，也就更願

意以平和的方式去處理人際關係上的糾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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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尋找處理孩子的紛爭的好方法外，爸媽當然還可以積極地營造手足之間相處的氣

氛。爸媽每天都要盡量抽空個別陪伴每一個小孩，讓家庭中的孩子都能充分感受到父母的愛，

兄弟姊妹之間自然會相處和諧。而且，在陪伴孩子的時候，父母要非常專心，要全心全意地

去付出，這樣孩子才會感受到他完全被愛到。 

很多爸媽也許會認為工作已經這麼累了，很難撥出時間跟孩子相處。其實，營造跟每個

孩子獨處的時間並不需要很久的時間，有時候只是走過去，摟摟他、抱抱他，也可以讓孩子

感受到你很在乎他。 

此外，爸媽可以利用休閒時間和孩子一起安排家庭活動，全家一起做各種活動，例如一

起去看書、一起出去戶外踏青、爬山或是烤肉、露營，創造全家一起相處的歡樂記憶，也有

助於讓兄弟姊妹建立彼此的手足情感。 

其實，爸媽只要以平和的情緒去陪伴孩子，欣賞每個孩子的優點，當孩子發生爭執時，

多給孩子一點時間與空間去成長。你會發現，看著孩子們的成長與轉變是最美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