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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正向、積極的態度，關懷青少年的異性交往 

          文／張德聰（教育心理與輔導學博士。「張老師」基金會董事長） 

 
從開放的角度去省思，兩性的互動和交往，其實是社會化、人格成長的必經過程。 
 
談到青少年的異性交往，不管是以前或是現在，一直都是備受關注的議題。我們常說「少

女情懷總是詩、少男情懷總是火」，在這如詩如畫如火的年紀裡，生理上又遭逢第二性徵的出

現、發育，促使青少年對於異性，難免充滿了好奇、期待和幻想。 
從「張老師」1980 專線的來電分析，我們也可以發現，今年１至８月的總服務對象中，

學生占總數的第二位，尤其十二至二十四歲的學生族群裡面，男生占 43.2％，女生是 56.8％；

而在感情問題的求助上，分手困擾占 27％，高居第一位。可見對青少年來說，異性交往是這

年紀最在乎的事。 
 
保守的年代，異性交往紛擾不斷。 

大家都知道，三個男孩在一起，話題就離不開女生，以最近很熱門的電影「那些年，我

們一起追的女孩」，相信許多人看了以後應該心有戚戚焉，像是有些男孩在追求女孩時，常常

因為道義的包袱，大家會先商議好由誰先追，其他的人就只能把對女孩的情感暫時壓抑下來。

還有，以前的學校多採男女分班制，造成對異性有很多的憧憬，只能偷偷傳遞情書……。 
的確，在過去保守的社會，礙於升學壓力，很多家長因擔心影響子女功課，是完全禁止

孩子異性交往。我記得，曾經有某省中和女中的學生安排班級聯誼，被家長發現後告到學校，

於是校長要求導師及教官嚴格規範聯誼當天學生不准外出，否則記過處分。結果隔天，原班

人馬照樣舉辦被延誤的聯誼活動。由此可見，兩性的交往並不是一味禁止就可以徹底解決的。 
以前我們也常聽到，有些高中或高職的學生情侶誤踩地雷，發生了性行為。這時，學校

方面往往會要求男女一方轉校，或是辦理休學，以為可以就此把問題（新聞）冷卻掉；有些

家長在盛怒下會互告對方、打起官司；萬一孩子有明顯年齡差異（成年與未成年），還可能觸

及刑責，或是影響當事人未來兩性交往的態度，甚至婚姻的幸福；這些做法，都不是很好的

處理方式。 
 
兩性互動，是社會化、人格成長的必經過程。 

從心理學來看，男女之間，有四類交往模式：一是同性群友，就是感情還不錯的同性死

黨；二是同性密友，同性好友裡面，有更可以交心的知己。三是異性群友，不同性別一群好

朋友，大家一起出遊、往來。四是異性密友，也就是所謂的男女朋友。 
至於兩性的交往，則有四種層次：一是社交層次，單純的認識和互動；二是理性層次，

彼此相互欣賞、惺惺相惜；三是情感層次，分享對方的生命經驗、想法和感受，帶有情感的

互動；四是性的層次，兩情相悅，並且產生性的親密關係。而這時就需要正確的性知識，以

防止傷害發生（例如未婚懷孕）。令人遺憾的是，據統計，臺灣高中生中約 20～30％有性經

驗，卻鮮少使用正確的避孕方法。 



相較於美國，我們無法像他們在日常生活中，有些母親在兒女約會前若是危險期，會要

求女孩服用避孕藥；不過，從開放的角度去省思，兩性的互動和交往，其實是社會化、人格

成長的必經過程；所以，性教育其實也是人格教育，能讓人從中學會瞭解自己、瞭解異性，

同時學會尊重，以及如何與異性適切地交往；而這一切，也都是人際關係發展中十分重要的

一環。 
此外，家人間的互動，往往也影響著青少年對性的態度，像是父母關係良好的家庭，子

女對於異性交往的觀念和態度，通常也就比較健康。 
以往，人們總說「男追女隔層山，女追男隔層沙」，其實並不盡然，如果缺乏正確、適當

的溝通，兩性之間就只會是山。因此，兩性正式交往前，必須先做好一些準備： 
1.確定關係：友情和愛情是不一樣、愛和喜歡是不同的。到底自己對對方的真正感覺是什麼？

想要建立什麼樣的關係？ 
2.釐清心態：和對方的往來，是好玩、遊戲人間？還是有心認真交往？ 
3.培養責任感：學習關懷、尊重對方，對性有正確的認知。 

心態準備好之後，接著，還要學習適當的相處方式： 
1.先學習成為一個受人歡迎的人，再學習成為一個受歡迎的男人或女人。換句話說，學習維

持個人魅力，包括整齊的儀表、良好的風度、杜絕不良習慣等，以讓異性能夠喜歡、樂於交

往。 
2.培養共同的嗜好，生活中能有共同的喜愛或話題。 
3.適當地關心和支持。 
4.尊重對方的人際關係，不管是婚前或婚後，都能保有各自的人際空間。 
 
與其擔心，不如傾聽、陪伴、討論。 

許多家長一聽到孩子跟異性交往時，第一個反應都是「完蛋了，一定會影響功課！」 
奉勸父母要放寬心去面對這個問題，尤其和孩子溝通時，能夠多用開導取代禁止，以接

納代替責罵；好好地去傾聽孩子的想法和心聲，從中瞭解孩子的感受或者壓力。 
另外，很多家長也擔憂孩子從來沒有交往過異性，對這方面的經驗不夠或是瞭解不多，

萬一投入太快，會不會因此受騙或受傷。與其擔憂，不如平常多拓展孩子的團體社交圈，如

學校社團、教會團契或是救國團的休閒活動，讓他們自然地多接觸不同的異性，從中瞭解自

己真正喜愛的類型。甚至也可以和孩子共同討論出彼此可接受的異性交往的規範，像是幾歲

才交往、時間的安排、課業的維持等等。不可否認，異性也可能產生正面的助力，像是「那

些年，我們一起追的女孩」電影中，男主角因為女主角的鞭策，功課因此突飛猛進，但也可

能因戀情的衝突、分手而影響功課；但長遠來看，仍是一生中必須學習的功課。 
男女的交往，難免會有不愉快，這時，父母如果無法抱持信任、尊重的態度，就可能和

孩子產生大小磨擦，甚至發生令人後悔的事。唯有積極地傾聽、陪伴、討論，才可以協助孩

子在異性的交往之路，逐漸成熟、成長。 
如果家長真的不知道該怎麼幫孩子，建議可以借助「張老師」1980 專線，提供安定、正

向的力量，引導孩子把問題說出來，幫助親子度過混亂或是低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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