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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壹壹壹●●●●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很多誤會的發生，都是源自於不諒解。對於有偏差行為的學生，絕大部分都只看

到他們偏差行為的那個部分，而不願意探究原因，沒有人知道，他們每個行為的

背後，隱藏著多少不為人知的秘密。 

 

本次選擇家庭環境作為初探的對象：首先知道青少年年齡上的定義以及偏差行為

所涵蓋的範圍，然後去了解什麼樣的家庭環境會有什麼影響，再搜尋社會上的實

際案例，最後想出解決的方法。 

 

貳貳貳貳●●●●正文正文正文正文 

 

一、認識青少年的偏差行為 

 

01. 青少年的定義 

 

青少年「adolescence」這個字，源自於拉丁語的「adolescere」，原義是成長（grow 

up）、生長至成熟（come to maturity）或成長至成熟期（grow into adulthood），因

此所謂青少年就是指兒童期至成人期中間的成長過度階段。（註一） 

 

青少年的年齡層究竟是指幾歲至幾歲？各家說法不一。在《兒童及少年福利法》

及《少年事件處理法》的第一章第二條中皆規定：所稱少年，指 12 歲以上未滿

18 歲之人，所以一般在習慣上，指 12-18 歲或 20 歲者為青少年。 

 

02. 偏差行為 

 

許多家長或老師對那些有「偏差行為」的孩子感到頭痛，是時有所聞，然而大家

口中的「偏差」到底是什麼？也許有青少年為此感到迷惘，他們認為自己不是讀

書的料，所以逃離了學校，抽菸解愁，打架鬧事以消氣，卻被冠上「問題學生」

的稱號，他們不懂，怎麼樣才不叫作「偏差」。 

 

因為人是一種社會動物，以群體為生活，為核心，生活在這種環境的每個人，就

必須遵守團體及社會上的規範（註二）。偏差行為可以包括翹課、抽菸、打架、

逃家、自殺、自虐等違反規範、使得青少年身心偏離發展的行為。 

 

二、家庭環境與青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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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家庭環境帶來的刺激 

 

對青少年產生影響的因素很多，環境方面不外乎是家庭、學校及社會環境，其中

又以家庭最為重要（註三）。 

 

家庭，是人第一個接觸的小型社會，父母和我們是關係最密切的人，父母如果有

著正確的態度，則可以有效的幫助孩子；反之，父母選擇的方式不恰當，則會導

致青少年問題的產生（註四）。有的人可以在逆境中成長，但是有的人卻一蹶不

振，自甘墮落，甚至走向自殺。家庭應該是避風港，讓孩子安心的地方，所以家

庭的氣氛及父母的管教態度，都必須好好拿捏。產生偏差行為的原因，可以就下

幾點了解： 

 

A. 家庭經濟的變故 

 

現在，社會上稱七年級生為草莓族，七年級生有父母的保護，不用擔心什麼時候

沒飯吃，然後在父母的寵溺下導致抗壓性變低，然而隨著時而的經濟不景氣，失

業已不是什麼大事，家中頓時失去了一切，沒有薪水，什麼都做不得，父母有可

能因此對自己大發雷霆，這對正在成長的青少年來說，是個很煎熬的困境。往往

在此時，有的青少年的心理便產生了不平衡。 

 

B. 父母衝突與離異 

 

在家庭裡，感情的變故比經濟上的變故更糟。物質上的匱乏，並不會折損家庭中

快樂的氣氛，甚至因為一起努力的關係，每個人關係更親密；但是在感情上衝突

決裂，就沒什麼幸福可言了。（註五） 

 

當父母一言不和吵起來的時候，旁邊的孩子都是看在眼底的。此時青少年已經多

少懂得是非判斷了，他們知道父母會發生衝突，必然有他們的原因，只是他們不

懂為什麼父母不真誠以待、冷靜下來？更重要的，他們認為父母完全不考慮他們

的感受，他們開始恨父母的自私！（註六）所以青少年開始排斥家庭，留連晚歸，

這種不完整的家，並不是他們樂意見到的，如果要這樣的話，他們寧願做些壞事

來引起父母的關心，但是到頭來，卻被責罵為添麻煩，青少年心裡產生了不平衡，

然後再惡性循環。 

 

C. 家庭暴力 

 

也許是因為社會上有太多壓力了，有時後父母被逼的喘不過氣，卻還必須忙著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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撫年幼的孩子，對於他們的哭鬧，有時候父母便會失手打了自己的孩子，這種情

形是很常見的。有時甚至看到酒醉的父親毆打母親，青少年對父親產生畏懼，此

時的他們，暗自再心裡下了一個決定：以後絕不要向父親一樣。 

 

同樣的，青少年也排斥這樣的家庭，看到總是挨打的母親─或是父親。儘管他們

長大後不想對別人施予暴力，但是在暴力環境下成長的他們，碰到問題的時候，

往往是很迷惘的，最終，他們仍然走向暴力一途來尋求解決，造成另一個陰影，

另一個家庭悲劇。 

 

D. 親子間的代溝 

 

父母對青少年這個階段的孩子總是有一種感覺，就是孩子不在那麼聽話了，會反

抗父母；而青少年聽到父母的話則是會莫名奇妙發脾氣，覺得不耐煩，有時後青

少年會反省自己，卻又克制不住那股怒氣，不懂得如何與父母溝通，如果父母在

多囉唆幾句，性子比較剛的恐怕就奪門而出了。 

 

在小時候，父母就是天，他們養家活口，滿足孩子的需求，對孩子，他們也只是

全心全意的照顧，然而當小孩到了青少年時期，對外接觸也多了，尤其是和朋友

在一起的時候，和父母相處的時候是不一樣的。 

 

青少年開始在意別人的眼光，想和朋友一趕流行，不喜歡父母只在意成績，偏偏

父母觀念傳統，一時還無法接受。思想還未成熟的青少年們，卻又不知道該如何

開口，讓父母更了解自己，使兩代之間產生了隔閡。有的青少年便以叛逆的手段，

告訴父母自己不受他們的拘束，然而真是如此嗎？於是父母氣孩子的不懂事，氣

自己不了解孩子，他們寧願找朋友，也不願與養育他們長大的自己多談，親子間

缺乏互動，造成往後的形同陌路。 

 

02. 家庭因素造成偏差行為的實例 

 

由上述所知，青少年的心是很不穩定的，周遭的環境很容易對他們產生影響，社

會上也發生過不少這種例子： 

 

屏東縣潮洲國中於民國 95 年 5 月 24 日發生一起校園暴力事件，屏東縣潮州國中

總務主任李松山表示，這名賴姓國三男學生生長在單親家庭，缺乏母親照顧，平

常行為就很偏差，24 日因為上課遲到，加上身上刺青，學校謝姓學務主任發現

以後，當面對他斥責，卻引起這名學生不滿，沒多久就拿了鋁棒到學務主任辦公

室毆打謝姓主任。（註七） 

 



初探家庭環境對青少年偏差行為的影響 

 

5/6 

民國 94 年 5 月 25 日，發生哥哥燙死弟弟這樣的悲劇：據了解，這對兄弟因為父

親家暴，母親離家出走，他們寄住在伯父家，簡陋的房間只有一塊木板當床睡，

可能是缺乏家庭溫暖，哥哥輟學，弟弟常蹺課蹺家，行為偏差。 14 歲少年如此

頑劣，是因為父親家暴，母親離家，兄弟倆由伯伯照顧，沒人管教疼愛，地上隨

便鋪個木板就是床，環境有夠糟。兄弟吵架在所難免，可是仔細看看，遺體除了

燒傷，雙手上有瘀青、有紅腫，甚至雙腳看得到斑斑瘀痕，有社工人員說，死亡

少年曾經報案，遭父親和伯父家暴。(註八) 

 

桃園復興鄉一名國小六年級女童，民 95 年 4 月 17 日被父親發現喝下一整瓶農藥，

送進加護病房急救，目前有生命危險，肝可能纖維化，女童的父母守在病房外，

不停的掉淚，因為女童說，家境不好，長期被同學排擠，才會想不開，走上絕路。

親朋好友知道婷婷情況危及，又擔心婷婷自殺，會衝擊到就讀國中的哥哥，討論

再三，決定把哥哥送到學校給老師輔導，窮困不是罪惡，但卻讓品學兼優的孩子，

生死盡頭拔河。（註九） 

 

三、解決之道 

 

既然產生了問題，唯一的辦法就是去解決。 

 

01. 家庭經濟發生變故方面 

 

經濟方面發生變故的孩子，絕對不可以自暴自棄，應該學著獨立，照顧好自己的

生活起居，不要隨隨便便就想放棄升學，可以選擇申請獎學金，辦助學貸款亦或

是半工半讀，況且現在的政府都會有補助，如果不再繼續升學，只是一時減輕了

家中負擔，但是長遠看來，只是自毀前程。（註十）。 

 

02.遭受家庭暴力方面 

 

遭受家暴的青少年，千萬不可以忍或是認為家醜不可以外揚，遭受家庭暴力並不

是誰自願的，打 113 或是告訴長輩，才是最好的辦法。即使現在鄰居之間的關係

趨於冷漠，但也應該適時的觀察：最近隔壁有沒有常常出現打罵聲？孩子身上是

不是常常有傷痕？有的人會認為不要多管閒事，或是認為自己想太多，但那種念

頭往往會促成悲劇。 

 

03.親子間相處方面 

 

再來是青少年與父母。孩子是個個體，長大後一定會有自己的想法，父母應該尊

重孩子，而不是打壓或是強迫灌輸。給彼此多一點空間，此刻的青少年似乎特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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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視隱私，父母擔心的話，嘗試和孩子溝通、分擔他們的煩惱，就不用特地的翻

日記翻抽屜，鬧到雙方都不愉快，也請孩子能夠體認父母養家的辛勞、擔憂孩子

的那份心情。不能說天下無不是的父母，但基本上他們還是愛著孩子的。 

 

参参参参●●●●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有道：「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涅，與之俱黑」、「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這兩句話，皆充分顯示了環境對人的影響力─當然，也是有白沙在涅依然是白

沙，蓬生麻中依然扶不直的─不過那也是自己選擇的，不是環境左右他的了。所

以不好的環境對青少年是激發還是毀滅，值得多加思考，此外，社會和學校環境

對青少年的影響力也未有進一步的了解，依然有待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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