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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秀儒 

學習傾聽之旅 
 

說得清楚，聽得明白 

「聽」與「說」是日常基礎的溝通互動模式，說得清楚，聽得明白，看得了解，能達到彼

此的溝通理解，便能減少衝突發生。 

然而，在教學現場及人際關係的互動中，我發現自己有聽不懂、看不懂或搞不清楚行為

模式的困擾，社群老師在教學現場也有著相同的困擾。 

有些孩子說的少，但偶爾說出來的「隻字片語」卻有豐富的個人故事「隱含著」想法和

企圖。 

有些孩子說的多，委委道來說很多，字字句句是重點，卻讓我抓不到重點。 

有些孩子用「行為」在表達，豐富的個人故事想法和企圖都「隱含」在行為中。 

無數時刻，未能在其陳述中聽出「隱含意義」，以及未表達的情緒，彼此之間感覺是平行

時空的狀態，需要時間，需要引導梳理，才能增進彼此理解。 

不論，哪一種情況都會叫人挫折和沮喪！ 

因此，在教學現場，面對需要幫助的孩子，除了表面行為的錯誤行為目標之外，還需要

仔細「聽其言、觀其行」才能找出適合引導的方向。在工作現場，同事之間的工作互動關係、

親師之間的互動關係，也是需要仔細「聽其言、觀其行」，才能找出彼此合作的默契。 

 

音樂之耳 

《傾聽生命故事與敘說的療癒力》這本書是重要資源與工具，在序言(P11)中，端真老師

提到： 

阿德勒曾用「音樂之耳」來比喻缺乏敏銳力就無法聽出案主的生命風格。這個「音樂之

耳」是阿德勒深層心理學的優勢，除了聽懂也要幫助孩子自己對此樂音有所知覺並聽出故事

中的「主題旋律」。 

課程中，端真老師示範治療是一門「傾聽的藝術」，傾聽案主的故事同時也引導案主傾聽

自己的故事，助人者並不是案主人生的操盤手，而是透過傾聽，猜測故事裡的隱喻，產生帶

領案主的方向，引導他去敘說自己的故事。 

印象深刻的是，端真老師以「迷路」作為示範例子，一個生活中很簡單、常常發生，卻

容易被自己「忽略」的經驗。從迷路的故事裡可以探究出自我生命風格的隱喻和行事風格，

讓我很驚訝也驚艷不已！對照自己，發現自己的「忽略」，因為迷路的經驗，我也有，但卻被

我忽略……習以為常不以為意，卻蘊含「生命風格」在裡頭。 

透過這個小小的回憶，聽懂並接納自己的故事，探照出生命故事中的意義和復原力，產

生療癒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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傾聽者的內在衝擊 

在人際溝通互動過程中，我發現自己做為「傾聽者的內在衝擊」： 

是非對錯好壞的評價 

助人者在傾聽時，有時候是案主的困境同時帶給助人者困擾；看見自己出現「是非對錯

好壞」的評價，當助人者與案主彼此關係是相互交疊，雙方都是當事人，更需要助人者內在

的自我覺察。 

或者，雙方都是當事人，有著共同的問題，為了解決彼此的困擾，在問題解決導向模式

之下，助人者不自覺直接給分析或建議；只看見「問題」，對「人彼此的理解」就會消融在「問

題」底下。 

無法將心比心，用他的眼睛去看、用他的耳朵去聽、用他的心去感受、去揣摩案主的主

觀世界，同時也容易會激起助人者自己給予評價而產生助人者內心的擾動和衝擊。 

關於傾聽，這段時間給自己的練習功課（還在修練中……尚未成功）： 

․如實聽進對方、全心全意的同在： 

傾聽是指用全心全身，身心同在的與孩子在一起，讓孩子感受到被尊重和信任。 

傾聽傳遞出來的訊息是對孩子「這個人」本身的關懷，純粹感興趣的故事傾聽，而不只

是關注事件與內容。 

練習「非評價」的聽進案主的故事： 

在聆聽對方講話時，自己需要刻意練習「專注」與「內在安靜」，在聆聽的過程中，很多

時候我會想要「回應」自己類似的經驗、給建議、插入提問可能的解決方法……，這麼一來，

自己分心了便容易「錯過」案主的故事線索，重心轉移到助人者自己身上。 

需要練習「專注在案主」身上的傾聽，打住自己急著想要回應的行為。 

․百聞一試「一張照片說一個故事」的方法與新發現： 

端真老師用「照片說故事」的方法，來練習「純粹感興趣的傾聽故事」，過程中發現自己

愛聽生命故事，投入發現自己能專注能放下評價，比單純「情緒」同理的層次更能全面認識

一個人，更深入認識、理解其內在狀態。每個人挑選的照片是獨特的，表達方式與切入自己

故事的起點不同，說故事的過程細節與素材，都豐富我對另一個人的了解與認識。驗證端真

老師說的。 

․精確的鼓勵，來自於「貼近生命經驗」的欣賞與珍惜。 

此外，這個方法由於是聽對方說故事，十分吸引人，讓人專注且意猶未盡，能有效降低

我自己想要「回應」對方類似的經驗、給忠告和建議、插入提問想著解決方法……的岔題狀態。 

如實看/聽見自己內在衝擊 

【語言的魔力──聲音語言能載舟也能覆舟，重述、改寫自己的故事。】 

有時候，互動溝通中，對方回應的內容、聲音、語調、表情，如魔音般繞樑不絕，造成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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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困擾；練習問問自己、覺察自己，威脅到自己潛意識自卑、不足、不舒服的地方是（什

麼）（    ） 和 （    ）……，一直讓自己維持的優越目標是（什麼）；可以回到自己早年經

驗，自我覺察一番。 

發現： 

若自我狀態得到照顧，自我的身心狀態較為穩定，比較能「縮短魔音繞樑不絕」的時間，

較容易提醒自己「去覺察自我」的狀態。因此，照顧好自我的身心狀態，也是必要的練習功

課。覺察自我如同電影「似曾相識」因著吸引和好奇，開啟自我探索的旅程。 

 

社群中的共成長 

「傾聽練習」在帶領社群的運用 

社群規畫剛開始的設定是「問題解決」導向，聽進老師們的表面事件造成的困擾，社群

目標設立在先解決教學過程中的問題與困擾，增進師生關係，幫助教學過程的順暢。因此，

準備 Adler 基礎原理原則來分享。感覺工具與方法在手，需用的時候，垂手可得，雖然方便，

卻也生硬不好消化。 

後來，觀察到教學工作現場有很多因素，會造成老師狀態心力不足...包含我自己在內。彼

此需要支持與鼓勵，社群的經營開始轉向談彼此的困境，讓累積的情緒得以抒發，適逢疫情

關係，暫停原社群聚會，卻意外產生另外「次社群」的效應，傾倒心理垃圾、傾聽抱怨、取

暖、彼此舒壓社群，看似比主社群熱絡。但累積負向能量久了也會不舒服，又是另外一個層

面的問題……，少了些阿德勒的正向眼光；比重需要拿捏與調整。 

「早期回憶」在帶領社群的運用 

因著端真老師用「照片說故事」的方法，來練習「純粹感興趣的傾聽故事」這個方法與

過程，讓我有新的理解與發現。有次聚會搭著新冠肺炎疫情的軸線，從「早期回憶」來理解、

討論和因應「因疫情而焦慮、恐慌買物資的行為」。 

阿德勒了解人性一個很重要的技術「早期回憶」，類似的防災如「防颱準備」，大約是發

生在 10 歲以前，能被回憶出來，就好像親眼目睹似的「畫面」故事，藉由早期回憶這樣的技

巧來猜測個體的行為動向與生命風格。每家人做的準備與因應不同，都市區與鄉下區颱風的

影響層面大不同。家庭成員在颱風期間有沒有同時在家一起度過颱風或是家人不在身邊時……

心情、記憶和意義大異其趣。 

在那次帶領社群中新發現： 

․搭著疫情物資的軸線，貼近彼此的生活，成員容易分享因應策略與措施，拉近彼此最近生

活共同面對的問題與話題。比較容易聊開並且可以團購防疫物資，增進彼此關係的同在感。 

․每個人回憶自己小時候早年的防颱準備經驗，畫面生動豐富容易有故事性和趣味性。 

在帶領社群中困難與需要在增進的能力： 

․關於「生命風格」就是一種「我是……」、「別人是……」、「世界是……」、「所以我要……」，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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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接觸的成員不好理解要放入那些詞句，因為是猜測，所以感覺像是填字遊戲，填入之後

的理解，好像又不是「貼近生命經驗」的理解。只好鼓勵彼此，這是個認識自己的開始。 

․故事的隱喻與猜測，覺得不容易入門，目前還沒找到適當方式向成員說明，需要增進自己

的能力。 

早年經驗 

「早年經驗」在班級經營的運用： 

不用照片，也可以運用成語故事或故事文本，「隱喻」這是一個關於什麼的故事。小孩很

單純，揀選出來的片段，常常是跟自己很類似的經驗。 

班級運用從閱讀故事中，讀他人也讀自己，理解故事中的他人並對應了解自己。表達自

己讓他人理解，學習理解生活中彼此互動的「真實他人」。 

也想試試看用在家長的身上，了解家長的優越目標與行為動向，了解其親子教養的理念，

也有助於家庭經驗的溝通與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