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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孩子是「同志」嗎？ 

高醫精神科  楊品珍副教授 

 

我的孩子今年十四歲，是個文靜內向的男生，我發現他上男同性戀色情網站，他也和我承

認他對男生有興趣，曾經計畫與一位男性網友約會，後來因為害怕，也就取消了。醫師，他

是不是同性戀？我難過到睡不著，救救我和他吧！」 

 

教育心理學家吳靜吉博士曾寫過一本《青年人的四個大夢》。書中將青少年的心理需求歸

納為四大方向：(一)追尋人生的意義和價值；(二)追尋良師益友；(三)愛的追尋；(四)職業生

涯的發展。書中說的這四個「大夢」，其實都是未實現與未能掌握的茫茫未來，從現實面來

看，也就是青少年的四大煩惱。在這四大煩惱中，「愛的追尋」是最普遍的困擾。然而，有

不少青少年的煩惱是更複雜一些，不同於一般男女生的異性相吸，而是男與男，女與女也會

產生的同性情愫。這樣的感覺會讓青少年更加徬徨無助，懷疑自己是否是「同志」。這特別

的情感問題無疑是煩惱中的煩惱。 

 

然而，發現自己有這種模糊情感的青少年就一定是同志嗎？答案是「未必」，青春期的孩

子，常常不清楚他們到底是哪一種性傾向。性傾向是會隨著發展，經過一段時日透過認知的

發展歷程與社會化的過程中來察覺與確認的。每個人都應該了解自己、接納自己的性別特質，

勇敢走出自己的路。更要尊重彼此的差異性，學會欣賞多元不同的人。但是對重視同儕關係

的青少年而言，他們正處於尋求自我認同的階段，非常在意別人看待自己的眼光。當這些孩

子發覺到自己的性傾向與多數人不同，而且是屬於普遍被排擠歧視的一方時，心中的焦慮、

徬徨與恐懼是不可言喻的。有的孩子變得厭惡自己，有的人為了從他人眼中尋求對自我的肯

定，努力壓抑自己的性傾向，特別避諱同志議題，甚至刻意表現出厭惡同志的樣子，日久都

會有後續的重大情緒或自我認同問題。此外,柔性特質的男同學在校園當中往往會受到的不平

等對待、排擠，無所適從，徬徨猜疑，卻又求助無門。性傾向和挑選愛人，原本應是個人隱

私，旁人沒有批評的權利，但實際上並非這般單純和自由。許多人因此憂鬱，焦慮到想自殺

了結生命。而唯一能伸出援手，救這些孩子的最主要的人之一仍是爸爸媽媽，孩子們最想得

到的仍是父母的同意和關心。 

 

若孩子果真發展為同性戀，爸媽也要了解「同性戀」是個人的「特質」，不是「病」，從

一九七三年起，美國精神醫學會與心理學會已經將「同性戀行為」從疾病分類系統中剔除，

亦即「同性戀」是「性取向不符合多數人的期待」。既然不是病，當然就不需要醫學「治療」，

只要學習「接受」。不只是自己接受，與他們關係密切的家人和朋友也要同時學習接受。根

據統計全世界大約有百分之五到十的人是同性戀者。當你的孩子有同性戀傾向時，爸媽應該

讓他們了解，青少年朋友可以多給自己一些時間去瞭解自己，以後「可能不是」同性戀，就



算是，也不是罪惡。父母師長也不必急於「認定」，焦慮的趕著「動手輔導」，最理想的態

度是讓孩子知道只要正常交往，無論怎樣的性別取向，爸媽都願意包容。如果學校環境歧視

孩子，而且對小孩有嚴重影響的話，就必須要協同校方一起保護孩子。有些民間團體和宗教

組織，強調他們可以運用特殊力量，改變一個人的性傾向，其實都是無稽之談！   

 

資料來源: 高醫醫訊,30 卷第六期, 20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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