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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協助家長轉介 
������������������������ 

真理大學諮商中心 

《案例分享》（為隱藏當事人身份，故事已經過改編） 

n 家長致電諮商中心表示孩子已經缺課一段時間，不論如何都不願意到校上課，詢問

孩子原因但孩子都不願意說，家長感到心急如焚，眼看這樣下去也不辦法，很想幫

忙孩子，卻又無從下手，最後只好求助學校諮商中心...。  

n 某天，班導師至諮商中心諮詢，提及班上某位學生最近總是愁眉苦臉，課堂表現興

趣缺缺，身形也消瘦不少，作業也常常遲交，詢問班上其他同學後，同學也反映有

幾次看到該名同學莫名地在廁所哭泣，導師很關心也很擔心學生狀況，希望家長可

以知道孩子狀況並協助就醫，但不太確定要怎麼跟家長開口說...。  

《給家長的提醒》 

對於孩子來說，要直接和父母討論自己的狀況，並非是簡單的事，所以當家長向子女表

達相關建議時，需要留意自己的情緒表現及態度。注意事項摘要如下： 

1. 表達關心、不責備  

² 當發現孩子有異狀或行為表現不如預期（如：翹課、成績低落）時，避免直接的責

怪或打罵，如此只是把孩子推遠，導致更不願意開口。 

² 透過詢問方式表達關心，讓孩子願意打開心房靠近，例如： 

û 「你到底在幹嘛？不去上課、成績也愈來愈差，搞什麼啊？！」 

ü 「我發現到你最近常常缺課，成績也往下掉了，是不是發生了什麼事情？我很關心

你，你願意跟我聊聊嗎？看看有什麼我能幫上忙的？」 

2. 給予尊重、不勉強 



² 當孩子不願意第一時間告訴時，家長可以給孩子一些空間去決定，避免強迫孩子一

定要當面說清楚，耐心的等待往往會有理想的結果。例如： 

û 「你到底說不說？你不說我就去學校問老師，看你還不說！」 

ü 「我很關心你的事情，我知道你現在不想講，但是我會等你，等你想說的時候再告

訴我。」 

² 倘若孩子仍不願意提起，可以提供資訊，讓孩子從其他管道尋求協助。例如： 

ü 「你不想跟我說沒關係，但是我一樣會很關心你，我知道你們學校的諮商中心有專

業心理師，要不要試試看去找他們談，或許能幫上你的忙。如果你會緊張或不安，

我可以陪你一起過去看看環境、了解情形。」 

3. 陪伴支持、不催促 

² 當孩子處在情緒低谷時，身為家長難免會擔心與焦急，但此時可以多給予支持、鼓

勵及陪伴，協助孩子度過此時期，而非一味地要孩子狀況趕快好轉。例如：  

û 「你會憂鬱就是因為你不運動啦！趕快出去運動就會好了！...你都已經憂鬱那麼久

了，怎麼不趕快好起來？...你就是看事情不夠正面樂觀才會這樣，不要想那麼就會

好了...。」 

ü 「我知道你現在狀況不好，不過你放心，不管發生什麼事情我都會陪你一起去面

對，你可以按照自己的腳步調整，我會一直陪著你直到復原為止。」  

4. 留意情緒、不漠視  

² 孩子的情緒變化是一個觀察其狀況與切入談話的指標，需時常留意孩子的臉部表情

或情緒感受，而非出現不用管他就自己會好的觀念。 

² 與孩子討論情緒，了解源頭並給予同理。例如： 

ü 「我發現你最近總是愁眉苦臉的，我很關心你，你願意告訴我發生了什麼事情

嗎？...喔！原來是因為與好友鬧得不愉快，難怪你心情這麼差，我能理解你這陣子

一定很不好受吧！...我知道你們學校諮商中心有不少心理師，你可以去找他們聊

聊，或許能幫你解決現在的困擾。」  



² 除了留意孩子的情緒外，也要特別留意自己的情緒。因為情緒容易互相感染，所以

在與孩子互動的過程中，盡量以溫和且平靜的方式表達想法或感受，避免情緒過度

激動，以免最後親子溝通不成卻落得吵架收場。 

《給導師的提醒》 

對於家長來說，接受子女有狀況且需要轉介接受服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當教

師向家長表達相關建議時，需留意措詞、溝通技巧。注意事項摘要如下：  

1. 措詞簡單易懂、避免誤會  

² 和家長溝通時，可使用淺白易懂的詞彙表達，以避免誤解。  

² 家長對於病症的字眼是非常敏感且難以接受的，所以溝通要點建議擺在反映學生的

學習狀況或行為表現。例如：  

û 「您的孩子好像有憂鬱症，應該轉介給醫療單位。」 

ü 「您的孩子最近上課表現總是興趣缺缺，常常愁眉苦臉，看起來很憂鬱的樣子，身

形好像也消瘦不少，作業也常常遲交，我很關心孩子，所以想和您討論或許可以嘗

試帶他去身心門診，讓醫生看一看他的狀況。」 

2. 回應家長疑慮、理解想法  

² 盡可能傾聽家長的想法，嘗試理解其觀點。  

² 適時留意家長的反應，當家長表現出疑慮時，可以透過解釋與澄清，讓溝通訊息更

明朗。例如：  

Ø 家長：「您說小商很憂鬱，是指他有憂鬱症嗎？」 

Ø 導師：「小商最近看起來很憂鬱，但不表示他就是得了憂鬱症，而是他最近的狀況

已經影響到學習與生活了。是不是憂鬱症需要讓專業醫師去評估，在了解實際情況

後，才有辦法幫忙小商。」  

3. 強調共同基礎、以愛出發 

² 強調出發點是為了孩子著想，希望可以一起找到方法協助孩子解決問題或困擾。 



² 盡力與家長建立互信的關係，讓家長明白提議轉介只是想幫忙學生，而非表達學生

是讓人頭痛的人物或學校想卸責。例如：  

Ø 家長：「您要我的孩子去看醫生，是不是知道他有問題後學校就要他退學？」 

Ø 導師：「我能理解您的擔心，但希望您能明白我建議帶孩子就醫是因為關心他的狀

況，在問題還沒有變得更複雜之前，及早轉介接受專業評估和找出適當方法協助孩

子，對他在校的生活適應是有幫助的。我們都是關心孩子的，也都期望他能健康不

快樂的成長，或許您可以再花時間想一想我的提議。」  

4. 尊重想法選擇、給予時間 

² 如果家長第一時間拒絕接受轉介，暫先不要強迫對方，可於適當時間再次嘗試。 

² 給予對方多些時間和資訊，讓家長慢慢了解與發現孩子情況。例如：  

Ø 家長：「我覺得孩子的狀況只是一時的，而且也沒那麼嚴重，所以不需要就醫。」 

Ø 導師：「我了解一時之間您可能無法立即接受我的提議，不過沒關係，我會尊重您

的選擇與意願，這段時間也請您協助留意孩子的狀況，若有任何的需要，歡迎連絡

我或諮詢學校的諮商中心。」  

協助轉介當事人本來就不是一件易事，也很難一次就成功，但基於關心的立場及為了共

同協助當事人面對困難，多嘗試幾次溝通互動後，往往事情會漸趨好轉。往後若有任何關於

轉介的問題，歡迎諮詢諮商中心，我們將會陪伴您一起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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