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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俊是个好动的男孩，现年 13岁，念初三；平时爱球类活动，学习成绩不理想，没有知心朋友，

有一个同父异母 6岁的弟弟。 

 

家庭遭逢突变 

母亲是资深保险员，常往来中港洽谈生意。自阿俊出生后，不能经常陪伴他；平日由祖母照顾，

祖孙感情深厚。父亲是技术员，闲时喜欢与儿子踢足球，父子关系良好。父母因为聚少离多，

感情疏离。父亲 7 年前因婚外情，导致女朋友怀孕，最后与母亲离婚。母亲一怒之下，没有向

阿俊交代因由，离开香港。1年后，她回香港。阿俊一直随父亲居住。 

 

 
 

父亲离婚后 1 个月，再婚，阿俊当时 6 岁，刚念小一。初期阿俊与父亲及继母关系不算差，常

常问生母踪影，表示挂念，又问父亲：“是否因自己太顽皮把母亲气走？”父亲没有正面回答。

阿俊向父亲表示只有一个母亲，常常到旧址找母亲，让父亲和继母不高兴。及后，阿俊开始在

家捣蛋，常为小事与继母冲突，不做家课，上课不专心。阿俊被诊断为“过度活跃症”及“专

注力不足”。 

 

在幼子出生后，因为继母再三要求，父亲寻求社工介绍，将阿俊强行送到宿舍居住至今。阿俊

为此事与父亲对立，父亲偶尔探望。阿俊星期一至五住宿舍，周末回祖父母家居住，周日晚回

宿舍。生母回港后，常常到宿舍探望阿俊，曾建议接阿俊回她家居住，遭阿俊拒绝。阿俊质问

母亲为什么不理他，无故失踪？她不配作母亲。 



 
 

困难中的契机 

由于他个性比较顽皮，在满脑子疑团下，错误认为父母离婚与自己顽皮有关系，感到歉疚及缺

乏安全感。他经常抱怨人生没目标，为何要读书，质疑做作业的意义。阿俊现迷上电脑游戏，

表示只在电脑世界里，才找到自我认同，慨叹自己像“孤儿”。 

 

阿俊最初以为随父亲继续生活，没料到多了一个陌生后母；又惦念生母，使他强行压抑着多种

负面情绪。到周末便将所有压抑情绪发泄到祖母身上，因为相母与他感情深厚；关系纠缠不清，

将祖母与孙子在家庭系统中应有的界限变得模糊。但阿俊与祖父母相处尚算融洽，向祖母发牌

气后，会迅速道歉。 

 

阿俊在宿舍与院友关系普通，男舍监曾劝阿俊不应放弃自己，要自强不息。阿俊对舍监十分尊

重，亦遵守舍规。在宿舍期间，表现成热、独立，被舍监形容他是个守信用的人。在这几年间，

阿俊经历由愉快生活走到父母离婚的低谷，又变成只身寄居宿舍的“孤儿”；要勇敢面对父亲

不忠，母亲离弃；他仍然努力生活，已是很难得。 

 

 
和平态度组“联盟” 

过去父亲经常埋怨阿俊的母亲太忙，没有尽本分教养孩子，让无辜的阿俊跌入父母争执的漩涡，

变成磨心，形成一家三口站在三角关系的对立面。在结构性家庭治疗中，各人必须明白，造成

阿俊现在的局面，家中每个人都有责任。于是相约父、母、子三人及祖父母，三代一同进行面

谈，让父母多点了解阿俊处境。 

 



建议父母两人用和平态度商讨，达成共识后，开三人家庭会议。将父母连成同一阵线，面对儿

子表白导致离婚的实况；让儿子明白父母离婚并不是因他顽皮，只是父母两人感情生变，而离

婚是大人的决定。父母承认因婚姻破裂对儿子造成深远影响，对此表达关怀及歉疚。 

 

阿俊要知道母亲为修补关系，主动地邀请他与她同住的善意；透过谈话互动，改变失衡的局面，

设法重建母子关系。在父子互动中，让父亲对儿子表达关心，有助于两人拉近关系。 

 

看来，阿俊的过度活跃可能是针对父亲及继母而作出抗拒与对立。阿俊无心向学与他所持的人

生观有关，他可能疑惑人生目标，自己得不到父母的关爱是核心问题。因此，念书变成无意义，

将精力用自我防御机制全盘投入到电脑游戏中，感觉更畅快！ 

 

互补做合拍父母 

在会面中，让父母明白虽然不能继续一起生活，仍然可以合作，并互补不足；成为一对合拍的

父母，共同管教他们的儿子，使儿子在两个独立的家庭中，重新生活下去。父母应该对儿子多

勉励，用爱心和关怀去改善父母与儿子的关系。用时间多沟通，让儿子在父母的爱中慢慢改善

自己对学习的态度，盼望变得乐观积极，从而专注学业。 

 

 
 

阿俊人生中有三位女性，就是两位母亲及一位祖母。他认为祖母可以依靠及信任，在这安全环

境中，才让脆弱的他真情流露。透过祖孙俩的真情倾诉，加深了解，告诚孙子不应孩子气地黏

着祖母。两代界限应该分清，明白大发雷霆的情绪是不恰当。 

 

至于在宿舍，阿俊遇到一个关怀及尊重自己的男舍监，他也懂得尊重该舍监，并遵守纪律，这

证明他有能力管理自己行为，应给予他正面肯定。希望阿俊在成长过程中，修补家庭关系，相

信对抗行为会减少，能重新投入学习。借着确立人生目标，重回母亲家居住。到了周末，他可

以选择到父亲家或祖父母家，可能阿俊的“过度活跃症”及“专注力不足”情况会随之而减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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