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筆下心澄︰逃學與家庭衝突：建立正向溝通橋樑 重新出發

你有想過逃學或曾經試過逃學嗎？經常逃學是一個令人擔憂的問題，不僅對學生的學習和前途產生負面影響，亦為家庭關係帶來了壓力和衝突。

逃學行為可能暗示著學生正受精神健康問題所困擾，當中可能是學習困難、朋輩壓力、家庭問題或心理壓力等。學生或會因而誘發壓力、焦慮和抑鬱的徵狀，當他
們感到無法負荷時，就會選擇逃避，甚至傷害自己。與此同時，與家人的衝突亦可能加劇這種逃學行為，例如家庭價值觀的不一致、溝通不良或家庭氛圍的壓力。

琳琳是一位中四學生，近半年因為經常缺課，處處與家人起衝突，導致家庭關係惡劣，醫生於是將琳琳轉介到護士診所跟進。

第一次面見琳琳和家人時，家人忙著訴說琳琳的種種不是，抱怨她沒有盡學生應有的本份。「我們只希望她每天去上學，並沒要求她要考高分，但她連這麼基本的
都做不到……護士，你說，她是不是青春期反叛，叫她做的她偏不做？」媽媽一臉不滿地說著。而坐在一旁的琳琳則低著頭，一言不發，雙手緊緊握著。「琳琳媽
媽，不如讓我單獨和琳琳談談吧。」房間裡只剩下琳琳和我。

「琳琳，現在只剩下你和我，你可以放心告訴我你的想法嗎？」我嘗試探究琳琳逃學背後的原因，可惜琳琳依然沒有開口。「那我猜猜吧，你不想去上學是因為在
學校被人欺負嗎？」「不是，沒有人欺負我……只是我跟不上功課進度，勉強回到學校上課，聽老師講課時一不小心就睡著了。上課睡著會被老師罵，我會因此而
感到情緒低落，便更加不想去上學。當我遲到或者沒有去上學，媽媽會懲罰我不准和朋友出去玩，所以有時候我故意賭氣不去上學，留在家睡覺。」琳琳終於肯開
口了。「那你有嘗試和媽媽說你真實的感受嗎？」「沒有，說了她也不會明白，她只會認為我不夠努力。她希望我能上大學，可是我根本沒這個能力，我真的盡力
了。」琳琳回答著。

了解琳琳逃學背後的原因後，在得到琳琳的同意下，我再次邀請琳琳媽媽進入會面室，並把琳琳的真實想法告訴媽媽。「其實，我並沒有要她一定要上大學，只是
希望她能去上學，成績真的不重要，但我可能忽略了她原來在學校是這麼不開心。」媽媽嘆氣道。之後，琳琳和媽媽各自抒發了對對方的期望和想法。

往後的幾次見面，我和琳琳媽媽一起探討了父母的管教方式與正向溝通。相對於命令式或單向式溝通方法，青少年更需要的是像朋友之間的相處方式，互相理解、
尊重……另外，我亦與琳琳共同訂立一些目標，嘗試發掘她的長處並加以肯定，提升她的自信心。

最後，經過幾次見面，琳琳與媽媽的關係更親密了，而琳琳也找到了自己的目標—離開原本的學校，轉讀有關設計的課程。

確實，在面對孩子逃學行為時，家人需要保持冷靜，並努力理解孩子的處境，嘗試了解他們背後的根本原因。指責和責罰只會加劇衝突，令孩子感到更加孤立甚至
反叛。相反，如果家人能以開放的溝通方式，更好地理解孩子的困境，給予關懷和支持，傾聽並尊重孩子，逃學與家庭衝突問題便能迎刃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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