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陪孩子茁壯翱翔的翅膀
　　高一的小明夢想成為電競選手，每當他分享這個夢想，父母
一方面支持，但也非常擔心。「小明啊，你確定你不想多花點時
間在學業上嗎？電競這條路可不是那麼容易走的。」爸爸擔心地
問道。媽媽則補充道：「對啊，我們當然支持你，但是也要考慮
到未來的發展。」

　　一開始小明會解釋電競的發展，像是當選手可以賺多少錢、
youtuber實況轉播有多少流量，但小明漸漸感覺說服不了父母，
所以把自己關在房間，假日去網咖練功。小明在比賽中取得不錯
的成績，父母看到他的努力，雖然欣慰，知道小明是玩真的，但
還是擔心：「真的要繼續支持他嗎？新聞上說，選手的黃金期大
概就是23歲左右，這樣一直玩都沒在唸書，真的可以嗎？」

　　「捏驚死，放驚飛」小鳥握在手中，用力怕捏死，輕抓著又
怕飛掉，就像天下父母的心情。生涯發展最重要的是認識自己，
適度給予探索的機會，孩子才能了解自己的能力和興趣。但這個
過程到底該給予多少空間，怎麼樣的引導才能帶給孩子邁向未來
的動力和自信，但又不會削弱他面對現實考驗的能耐？怎麼樣的
引導能夠讓他務實追夢，不至於太過天真爛漫，但又不至於不敢
想像未來？

１． 與孩子一起面對未知的未來，為孩子做好上路準備
　　曾經是高中生的我們，想像不到現代人人一支智慧型手機，
有問題還能找ChatGPT，等孩子成年10年後的世界，是什麼樣的
生活環境？有哪些工作類型？恐怕也是現在無法預測的。因此，
孩子在這個階段的選擇，可能只是探索生涯的過程，不等於是未
來生活的定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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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來無法預測，過於關注未來會讓人慌亂而失了方向，父母在這
樣的時刻，能為孩子做的最好準備，是和孩子一起面對未知、練習
在未知中尋求資源，討論如何爭取機會、接納變化並加以應變，在
每個經驗中覺察自己的優勢、困難，從挫折中復原。若能在成年之
前，在父母的支持下經歷適度的挫折，會讓孩子未來面臨挑戰時有
所依循，相信自己是有能力去克服困難的。

２． 別讓保護孩子的心情，限制了親子談話的空間
　　有時候孩子不是沒有方向或缺乏探索，而是缺少與他討論的人。
想看看，當孩子與你分享興趣志向，例如「我以後想當電競選手」
「我之後不唸大學了，畢業想去學機車維修」，你冒出哪些想法？
是「你就是找藉口打電動吧」「你能力那麼好，只想做這個」嗎？

　　父母想要保護孩子是很自然的，對孩子初步的想法有很多疑問和
擔心是很合理的，但如果父母太早表達自己的立場，孩子對未來的
想像還沒有進一步被具體化的機會，就可能先被埋沒起來了。多停
留在孩子的想像，與孩子的想像對話，這也是一個認識孩子、陪伴
孩子探索的絕佳機會。

　　可以聽聽孩子是被什麼經驗所觸動，也許你會發現，讓孩子樂在
其中的不是絢爛的生活或捷徑，而是成就感、人際互動、思考謀略
等等。透過了解孩子的優勢和興趣，引導他擴展、發掘更多相關的
工作領域，或是一起找成功的案例，他們如何崛起？黃金年齡和退
役年齡？有沒有機會實際接觸他們？在這樣的討論中，孩子對未來
的想像會更具體化，可以去體會到現實的考驗是什麼、要尋求什麼
樣的資源。

３． 父母的支持是孩子一輩子的禮物
　　父母不需要幫忙做決定，只要安頓好自己的焦慮和失落，不讓這
些情緒成為孩子的沉重包袱，孩子就能無後顧之憂地在自己的
航道上翱翔。建議父母在過程中相互支持，找到安頓彼此的
方法，或者尋求學校老師、心理師等專業管道支持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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