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爸媽分開了
誰來愛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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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來稿歡迎來稿
《教育佳》欄目向公眾開放，歡

迎小讀者向 「學生園地」 提供畫作或
作文，或投稿至 「家長信箱」 和 「升
學攻略」 ，提問、交流及分享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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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妙妍給家長的建議
•不要在孩子面前衝突、詆毀對方

•不要將孩子當傳聲筒、審判官……

•以孩子的利益作依歸，同心協力關顧孩子的福祉

•多花時間專注地陪伴孩子，傾聽他們的心聲

•用真切的說話與行動，承諾繼續履行父母的職責，永
遠給孩子堅定不移、無微不至的愛

數據顯示，香港獲頒布離婚令的數目由

1991年的6295宗大幅上升至2019年的21157

宗，去年頒布離婚令數字和粗離婚率，亦創

2020年以來新高，分別為17919宗及2.38%。

一位單親媽媽小紅向記者表示，近年來離婚絕

非罕見，需要注意的是孩子情緒變化，不要因

為大人的關係破裂而受到傷害。

單親媽媽：孩子成績一落千丈

小紅因為與前夫無法繼續相處，經常吵

架，甚至有時候會動手，迫不得已離婚，雖然

她知道離婚會對孩子造成影響，但不知道原

來傷痛會那麼大。她坦言，自從離婚後，孩

子成績一落千丈，變得不愛說話，後來在

老師、親友的幫助下，孩子才慢慢開始和

身邊人溝通，但學習上仍欠缺了一份動

力。她嘆氣說，有時也會感到無能為

力，甚至想過去看心理專家。

在大眾眼裏，諮詢心理專家

似乎是一件難以啟齒的事情，但

事實真的如此嗎？其實，遇到

困難尋求專業人士的幫助，

會少走許多彎路。教育佳

記者訪問了臨床心理學

家葉妙妍，從專家

的角度帶大家了

解夫妻離婚

後，應該

如何幫

助

孩子適應？

臨床心理學家：注視孩童情緒

葉妙妍畢業於中文大學，曾任中大心理

學系榮譽臨床導師。臨床心理服務經驗豐富，

除了為個人評估外，亦在學校、機構及社區主

講精神健康的工作坊，並為社工、教師等提供

個案諮詢及培訓。

葉妙妍分享在職業生涯中，遇到一個印象

較深刻的個案。她表示，幾年前有一位家長帶

着在讀四年班的小女孩來，當時女孩有許多情

緒行為問題，例如會咬手指甲吞掉，剪掉家裏

養的小貓的鬍鬚，還想用打火機燒掉小貓的尾

巴。葉妙妍表示，小女孩的父母正在辦離婚，

爸爸已經搬走了。葉妙妍想了解小女孩的內心

世界，於是讓小女孩畫了一幅畫，畫面是父母

在街上吵架，小女孩在旁遮住耳朵不停地哭。

從畫中可以看出父母吵架時，小女孩非常

傷心，不敢面對。葉妙妍將女孩內心的想法告

訴她的父母，讓他們學會控制情緒，不要在孩

子面前吵架，要好好的溝通，互相配合照顧小

女孩。葉妙妍表示，後來父母為了女兒溝通聯

絡、互相商量，女兒的狀態慢慢回復。

「婚姻破裂對夫妻來說，是重大打擊，而

子女作為無辜的受害者，面對家庭破碎、生活

轉變，他們的需求和感受更不能忽略。」 葉妙

妍說道，父母離婚對小朋友會帶來情緒或者行

為問題，他們內心會變得擔心、缺乏安全感。

年齡較小的更不懂表達，往往會發脾氣，出現

分離焦慮症，甚至會出現倒退行為，如不願自

己睡覺、咬手指等。她建議父母盡量提供給小

朋友一個穩定的環境，比如不要突然轉去另外

一間不熟悉的學校，避免生活上出現太大

轉變。

父母對孩子的愛 不因離異改變

如果實在無法避免突如其來的變化，葉妙

妍建議家長可以提供更多時間讓孩子慢慢去適

應，讓孩子學會接受，比如通過身體接觸，溫

柔的擁抱等去安撫他們的情緒。她強調，盡量

避免在小朋友面前吵架，同時也要給他們一些

保證，比如父母一直都會愛惜你，不會因為離

婚有任何改變等承諾。

有些孩子甚至會將父母離婚怪罪自己身上，

因此感到內疚。葉妙妍建議父母要用孩子能夠明

白的方式去解釋給孩子聽， 「父母離婚不是孩子

的錯，解釋他們分開的原因是什麼，不要讓孩子

介入父母的衝突中。」 她指出，夫妻離婚後，也

要安排一個定期的探望時間，做好聯絡，不要減

少雙方與孩子相處的時間，因為孩子會不捨得父

母離開，會時常惦記着父母。

香港近年離婚率偏高，夫妻離異，無可避免會對孩子

產生負面情緒，或會患上情緒病和變得叛逆。家長要如何正確地告訴孩

子父母即將分開的事實，最大程度上減少離婚對他們帶來的傷害呢？

父母縱使分開，不代表對孩子的愛就此結束，他們仍然會關心孩

子，照顧孩子。今期教育佳封面故事通過單親媽媽小紅的分享、臨床心理學

家的答疑，以及對兩位社工的訪問，為大家解讀如何正確處理離婚，讓孩子

在家庭巨變之中能堅強應對。

教育佳記者 唐雪婷 部分圖片由受訪者提供及 「即夢AI」 生成

▲父母離婚，孩子無所適從，更可能會歸咎於
自己身上。

封 面 故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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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妙妍認為小朋友面對家庭轉
變，他們的需求和感受不能

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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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誠解釋 做好溝通 避免爭執

父母離婚 痛在孩心

許多夫婦離婚後，不其然會將孩子當成 「夾心人」 ，來自香

港青少年服務處──紅磡綜合家庭服務中心社工鄭蘊妍表示，父

母讓孩子站在自己那一邊，會給孩子帶來壓力。另一位該中心的

社工岑穎忻表示，父母離婚對孩子的影響，按年齡大致可分為嬰

兒、學前、小學、青少年這幾個階段。

鄭姑娘表示，曾經處理過一宗離婚單親家庭的個案，父母在

小朋友學校附近發生爭執，出現肢體碰撞，後來報警轉介到家庭

服務中心。她說，社工在面對這類型家庭時，要保持中立持平去

介入處理，首先會紓緩雙方情緒，然後與他們聊聊關於婚姻關係

的走向，孩子的探視與撫養權安排等。當社工與家長、小朋友建

立關係，以及確認家長是離婚還是復合後，會提供相關法律程序

的資訊，進行相關協助安排。

鄭姑娘指出，在處理個案時，經常發現夫妻會把壓力投射到

小朋友身上，雙方都希望小朋友可以站在自己一邊，向小朋友講

對方的不是，甚至將家庭的決定安排交給小朋友。她表示，小朋

友年齡這麼小，不適合承擔這些重要決定，況且，無論爸爸還是

媽媽，小朋友都一樣愛他們，怎能決定跟誰生活？鄭姑娘建議，

父母在做任何決定時，都要去思考可能會給孩子帶來什麼影響？

鄭姑娘強調，夫妻離婚後，有時會把孩子當成 「情緒垃圾

桶」 去訴苦，小朋友可能就會變成 「小大人」 ，就難以像其他小

朋友一樣成長，甚至會不想上學，而是選擇在家中陪伴父母去安

撫他們的情緒，對於父母要如何告知孩子離婚，鄭姑娘說，坦白

就可以了，用小朋友能理解的方式去告訴他們。

按孩子年齡選擇處理方式

據岑穎忻姑娘介紹，父母離婚對不同年齡的孩子有不同影

響，嬰孩年幼，時常會因其中一位父母離開而引起不安情緒和哭

鬧，岑姑娘建議父母切勿責罵，以安撫為主，給嬰兒時間適應。

學前年齡兒童處於情緒主導過渡到用理性理解的成長階

段。父母應該用兒童能夠明白的方法解釋。岑姑娘表示，可選擇

讓孩子閱讀以離婚單親為主題的繪本圖書，利用故事的主角引起

孩子共鳴，向他們解釋單親的原因，向孩子保證父母永遠愛他。

對於小學階段的兒童，岑姑娘表示，小一和小二，可以用繪

本圖書協助向孩子解釋父母離婚的原因。對高小的孩子，父母可

以先讓孩子講出他們看到什麼？有什麼想法、感受？如孩子有誤

解，父母需要糾正，但切勿責怪孩子。

如果孩子已進入中學階段，岑姑娘指出，這個階段的孩子相

對能理解父母離婚，對事物也有自己看法，所以重點在溝通，她

建議父母聆聽孩子的看法和感受，尊重孩子，建立良好的溝通。

▶岑穎忻與鄭蘊妍認為夫妻處理
離婚問題，要尊重孩子的看法和
感受。

《恐龍離婚記：面對父母離婚的最佳指南》

（恐龍家庭教養繪本4） 出版社：遠流

《三個氣球：當父母不再同住時》

出版社：大穎文化

《我的爸媽離婚了：陪伴孩子走過

家庭與愛的課題》

出版社：水滴文化

《我有兩個家》 出版社：小魯文化

《永遠的媽媽、永遠的爸爸》

出版社：韋伯

繪本圖書
推介

社工：勿令孩子變夾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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