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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岁的独生子阿轩个子高大，身材略胖，平时说话不多。父亲在深圳工作，假日回港与家人相

聚，平时因不常在母子俩身边，常挂念他们。母亲曾患产后抑郁症，易出现情绪波动。 

 

母亲在菜市卖菜，工作时间长，每天阿轩独自一人留在家中。母亲珍惜与儿子相处，在假日父

亲会多与儿子一起，以弥补平时聚少离多的情况。如果经济容许，父母会尽力满足儿子的物质

需要。有时阿轩像小孩子一样无理取闹，跟母亲要脾气，不肯出房门，母亲就自动把饭菜送入

房，哄他吃，生怕他饿坏。 

 

阿轩念高一，成绩中上，为人欠主动，在班中结织不到知心朋友，与同学关系差。曾数次在课

堂中大声尖叫，情绪不稳定，瞬间处于大上大落的状态。当他醒觉自己做错时，就会尽快平复

过来。事后，老师尝试了解事情，他总是投诉有两位同学在堂上经常取笑他肥胖，让他出丑。

老师曾经透过他的文章得知，原来他孤单寂寞，埋怨找不到朋友，且在意别人对他的批评。 

 

阿轩希望专心念书，所以较少参与课外活动，喜欢自己留在家温习。他在校内与老师偶尔谈话，

但只限于询问与课堂有关的问题。目前，父母最忧虑阿轩少朋友，情绪易冲动，忧心他将来的

社交发展。然而，他从未接受辅导。 

 

母与子—纠缠不清的“依附关系” 

家庭应是一个让孩子感到安全、学习与人沟通的地方。若他在大人眼中永远被认定是一个未长

大的孩子，行为及心态便很难正常成长。因父母无暇在家，欠缺亲子时间，阿轩未能有正确管

道与父母沟通。而且，他是父母唯一的儿子，父母不知不觉长期把他当“小孩”般疼爱，只满

足物质需要，造成他自我中心，也不懂与朋辈相处。 

 

父亲在深圳工作，心里挂念母子俩。同样，阿轩理应挂念父亲，可能碍于少说话，不会表达自

己。母亲要兼任父职教养阿轩，他跟母亲关系比父亲密切。母亲情绪反复无常，阿轩不会处理

母亲的情绪，只有将情绪压抑，加上缺乏朋友倾诉，对母亲又爱又恨，与母亲有纠缠不清的

“依附关系”。 

 

缺乏手足系统的家庭 

阿轩是独生子，因缺乏兄弟姐妹的互动关系，父母较易成为阿轩模仿的对象。虽然他知道母亲

情绪起伏不定是不理想，无意中又学习母亲对于负面情绪的宣泄方式。平常在家愤怒的情绪通

过压抑收藏起来，在校内被同学欺负时，就将积压的情绪爆发出来。况且，父母未能与阿轩建

立良好的亲子关系，他在校也未懂得与朋辈建立平等关系，更遑论可以结交到知己。 

 

重新订立父母与儿子界限 

阿轩深得家人疼爱，却因父母角色失衡而缺少正面影响。父母首先应多欣赏并称赞阿轩勤奋向

上，只是未掌握有效方法表达爱护身边的人。 

 

鼓励加强父亲与儿子关系，让父亲多寻找亲子时间。在结构家庭治疗中，若要改善纠缠不清的

母子关系，先要纠正母亲视儿子为一个没长大“小孩”的情怀。让父母明白他俩是家庭的“上



层”架构，父亲与母亲连结一起，同心协力引导儿子走出困局。以免孩子以为可与母亲平起平

坐，不分尊卑地与母亲互相指骂及发泄。提议母亲主动与父亲建立一种可互相依靠，又合拍的

夫妇关系。尝试让母亲主动约会父子，一家在假日出外郊游，多倾听儿子的心声。 

 

重建父子关系 

15 岁的阿轩正值青春期，开始探索自我形象，对自己生理及身体发育成长有疑问时，便想找父

亲询问。可惜父亲未能经常陪伴，也没有鼓励互相多沟通，阿轩便只好将疑难收藏；加上朋友

少，缺乏倾诉对象，以致未能成功建立自我认同感。 

 

提议父亲用网上平台，与儿子互相联系，可分享自己青少年时的经验，给予适当指导，提升儿

子的身分认同感，并促进父子结连。父亲与儿子建立关系，是母亲不能代替的。 

 

情绪管理 

平日孩子常盯着母亲，母亲情绪因情绪病而起跌，儿子在意母亲的情绪变化，引致儿子也变成

暴躁。母亲的情绪失控，儿子的反应更变本加厉至失控，造成恶性循环。建议让母子反思，情

绪失控及语言暴戾是无助于改善关系的。应用情绪管理，首先学习认识并接纳自己的情绪，寻

找有效的舒缓途径；心平气和地处理冲突，提醒母亲要尽早寻求专业人士协助，或许要用药物

去配合心理辅导。 

 

建立良好朋辈关系 

在家阿轩感到孤单及无力，学不到同朋辈建立适当的关系，导致他在校被欺凌。老师可适当地

提醒那两位同学，不应取笑他，可以请阿轩担任副班长，透过多与同学互动，慢慢融入当中。 

 

可幸的是阿轩成绩达到中上水准，在老师面前较多发挥自己，能争取老师及同学的认同及肯定，

来填补自己心灵和社交的无力感。鼓励阿轩参与课外活动，例如：话剧、读书会、写作比赛及

球队，扩大社交圈子，多结交些朋友，从成功经验中强化自信，达至双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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