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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人關係的維持 

撰文：李庚霈老師 

家人乃為血親、姻親，或者因情感而成為一家的人；家人關係則指家庭成

員之間互動形成的人際關係；其成員因為家庭型態而有所不同，一般將家庭型

態分為「大家庭」（祖父母、父母、子女，和伯叔嬸姨等同住之血緣與聯合等關

係家庭）、「折衷家庭」（祖父母、父母及未婚子女同住等三代同堂之二個以上直

系暨旁系分居等雙層關係家庭）與「核心家庭／小家庭」（父母與未婚子女同住

關係家庭）等三種。而無論何種家庭型態，家人關係的重心，可以從「家庭溝

通」來探討。 

建立良好的溝通模式，是每一個家庭所要具備的基本型態，因此，一個家

庭在做「家庭決策」時，常會有不同的管教方法，而有不同的溝通模式。一般

而言，有「開明／民主」、「專制權威」、「放任」、「忽視」、「不一致」等五種方

法。其中「開明／民主」的管教方法，常被認為是比較良好的方法；當父母相

信自由與責任是相互發展的，管教是幫助孩子建立自我的能力，就會引導、啟

發與鼓勵孩子，制定堅定而有原則的家庭規則，同時可以尊重、接納與信任孩

子，所採取的溝通模式是一個理性的溝通協商，家長甚至會經常自我評估管教

的情況而作適時調整；其他的管教方法，在溝通上或多或少有緊張與危機的溝

通障礙發生。 

總之，溝通的本質在於傳達訊息，使雙方能瞭解彼此的意思，而不是要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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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一定得接受傳訊者的期望，形成有種被強迫、不舒服的溝通狀態。家人關係

會因為溝通類型，而形成不同情境的「家人關係」。筆者以正面與負面的溝通類

型，來探討家人關係的溝通模式，簡要分述如下： 

一、不同的溝通類型，形成不同的家庭關係 

維琴尼亞·薩提爾所提的五種溝通類型，分別為： 

(一)討好型：凡事均表示同意，怕得罪人，自己本身並無價值感，不會感

到真正的快樂。一般常見於專制權威、忽視、不一致等管教方法。 

(二)責備型：善於攻擊別人或否定別人，處處吹毛求疵，凡事歸咎於人，

儼然獨裁者的姿態，但內心未必感到成功，反而常有寂寞感。一般常見於專制

權威、不一致等管教方法。 

(三)電腦型：這型的人說話充滿道理和解釋分析，說的頭頭是道，但是別

人未必聽的進去。他是冷靜具機械化，無人情味的。一般常見於專制權威、忽

視、不一致等管教方法。 

(四)打岔型：在家中常扮演小丑般的角色，說話沒有份量也談不到重點。

他在家中的存在無足輕重。一般常見於專制權威、不一致、忽視等管教方法。 

(五)一致型：亦是「自我肯定型」。其行為、意識、想法和感覺都做同一方

向的反應，令人覺得舒服、開放、自由，通常能够積極與他人真誠的溝通。一

般常見於開明／民主管教方法。 

因此一致型的溝通類型，可說是家庭中良好的溝通型態，家人間可透過

「我好、你也好」的相互肯定方式，呼應「開明／民主」的管教方法，尊重每

個人的獨特性，相互滋養彼此的自我概念。 

二、常見的負面溝通類型，形成不良的家庭關係 

(一)責難：將溝通焦點擺在家人的錯誤上，藉此批評對方而達到掩飾自己

缺失的目的。 

(二)心不在焉：對於對方的問題答非所問、改變話題或不立即回應，讓家

人關係或婚姻狀況日趨冷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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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理智化：家人或夫妻之間的談話過於理性、抽象，沒有感情的投入，

讓對方感受到挫折，而不想再深入的表白。 

當家人間不自覺的以責難、心不在焉，或是過於理智化，將造成負面溝通

類型，形成不良的家庭關係。 

三、以溝通與界線維持良好的家人關係 

由上述可知，家庭成員的溝通是影響家人關係的重要因素。而界線也是重

要的家人關係概念，家庭包含夫妻、父母、手足等次系統，界線是指一條看不

見的線，代表家庭中每個次系統間和成員間的互動規則，良好而有彈性的界線

讓家庭成員之間相互尊重、包容，彼此能在各自事務上，有獨立的立場和選

擇，對彼此不進行過多的干涉。讓家庭成員之間的情感聯繫，更加的親密並保

有獨立的發展。 

從界線來看溝通，在家庭中，「允許表達內在的感覺和不同的觀點」，這正

是解決家庭事務所需要的，成員在回應問題時，需要有效的協商和促進改變的

自由。有些溝通如否認、埋怨或退縮是無法解決問題的，若改採取努力了解彼

此的感覺、價值和目標，或許更有用。缺乏有效的溝通氣氛，會使家庭成員沒

有意願解決困難，更可能會有攻擊，或保持沈默、逃避等行為，因而影響家人

關係的維持與成長空間。文中談論家長的「開明／民主」教養方式、家人間正

向的一致型溝通，以及避免責難、心不在焉，或是過於理智化的負面溝通類

型，這些都讓我們深刻的認識，維持良好的家人關係，溝通與界限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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