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當你的孩子是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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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背山、藍色大門、刻在你心底的名字…等同志電影，以及同志大遊行，

或是 2019 年 5 月 24 日施行的同性婚姻專法《司法院釋字第 748 號解釋施行法》，

這些活動、法規議題，好像都與我們無關？但是，如果有一天，你／妳發現自

己的孩子喜歡同性或不同性別裝扮時，你／妳可能會驚恐？擔心？自責？有諸

多複雜的情緒一湧而上？身為家長可以如何面對呢？ 

過去社會以同性戀一詞稱呼同志，現今台灣社會都使用同志一詞，同志是

LGBT 族群的泛稱，為女同性戀者（Lesbian）、男同性戀者（Gay）、雙性戀者

（Bisexual）與跨性別者（Transgender）四類族群，可以說，同志是性別的少數

族群，在性傾向與性別認同上與社會上多數的異性戀（喜歡不同性別者）及順

性別（認同自己的出生生理性別者）不同。 

真相衝擊下的情緒反應過程 

Savin-Williams 與 Dubé（1998）認為父母面對孩子出櫃，產生的悲傷反應

有震驚、否認與感到孤立、憤怒、協商、沮喪，以及接受等六階段性反應。也



 

就是說，當父母在没有準備的情況之下，發現自己的孩子是同志時，令人感到

震驚與錯愕；另外也可能否認，想要找出同志的原因，找醫生、尋求方法，認

為同志可以治療，孩子不可能是同志，一定是哪裡搞錯了；接著開始生氣，懷

疑自己做錯什麼？為什麼沒有早一點發現，怪天、怪地、怪自己，對孩子產生

矛盾的情緒和罪惡感；當知道性傾向不能夠矯正時，便出現沮喪、失落的心情，

消極面對孩子、減少社交，覺得人生没有意義價值；經歷一段低落的情緒之後，

有的父母會逐漸接受孩子是同志的事實，開始調整生活。 

因人而異的情緒反應與可能原因 

記者莊安華曾整理出二位同志母親不同的情緒反應，第一位母親的反應是

震驚與自責，認為自己失職，讓兒子獨自承受「隱藏同志身分」的壓力；第二

位母親則表現出否認的情緒，不接受兒子是同志的事實、不敢告訴配偶，沮喪

哭泣足足有半年之久。而筆者曽在櫃父母系列影片之中，看到一位張爸爸分享

發現女兒是同志的心路歷程，曾經希望女兒變回異性戀，致使關係降到冰點，

張爸爸當時出現心痛、生氣的情緒，直到向外求助，才轉而接納孩子。由此可

見，情緒反應因人而異，卻也反映出父母投注希望在孩子身上，而孩子不符合

期待的失落感；以及孩子的同志傾向，可能挑戰父母的傳統社會價值觀，例如，

普遍存在的異性戀社會價值、對於性別角色的刻板印象、傳宗接代的觀念，以

及華人的面子文化等。 

同志與父母皆承受污名與偏見的情緒壓力 

除了傳統觀念難以改變之外，社會污名化同志，將之與變態、淫亂和愛滋

病連結，不僅使同志者本身飽受異樣眼光，連帶同志父母也可能承擔污名的情

緒壓力。雖然美國精神病醫學會於 1973 年將同志從精神病中除名，認定同志和

異性戀各自都是正常的性傾向；現今社會提倡多元文化、尊重個別差異，但仍

有些人對同志的認識，停留在男／女性別二分的刻板印象，對同志始終抱持偏

見和負面態度，使得父母知道自己的孩子是同志時，承受多重的壓力。 

情緒調適與知識學習 

這些壓力的情緒反應，大約需要一至三年的時間調適，才能逐漸由負向變



 

為正向。除了依賴時間調適，也要搭配知識學習。根據 2017 蓋洛普調查，顯示

美國同志人口破千萬，2018 年日本廣告公司「電通」調查發現 LGBT 族群的人

口比例約有 8.9%，略升於 2015 年 7.6%，可見全球同志人口的上升趨勢。那麼

要如何幫助這些同志者的父母，渡過痛苦的情緒呢？學者認為需要學習和處理

同志議題的知識與經驗，才能促進父母與同志孩子的相互瞭解與接納。整理歸

納幾點建議如下，提供同志者的父母參考： 

（一）調適自己的情緒：得知孩子是同志時的負面情緒，都是正常的，可

做幾次深呼吸，幫助身體放鬆，可以靜坐冥想或書寫，把心情寫下來，有助於

調適情緒。 

（二）增進自我察覺：面對事實，檢視自己對同志議題的態度、探討其意

義，重新認識自己，才能逐漸擁有平靜的心靈。 

（三）勇敢求助：找信任的親友談談，或是尋求專業助人者、同志者父母

諮詢專線的協助。 

（四）傾聽孩子、增進親子互動：傳遞友善的態度，聽聽孩子的聲音、了

解孩子的需求、認識孩子的伴侶，相信孩子可以好好過生活。 

（五）破除迷思、拒絕歧視與性別平等教育的學習：破除同志是不正常、

性傾向可以改變的迷思；勇於拒絕歧視、挺身維護同志者的公平權。學習相關

知識，了解同志與異性戀都是自然、健康的情感形式；以及接受同志伴侶與異

性戀伴侶的家庭撫養長大的孩子，在身心、人際、性傾向等並無差異的事實。 

（六）關懷類似經驗的父母：加入同志者父母的支持性團體，幫助其他同

志者父母，除了協助他人，也是表達對孩子的認同。 

用愛與尊重的態度，接納我們的孩子 

接納孩子是同志的過程，並不容易；然而，不妨試著問自己：難道孩子是

同志，人生就失去色彩嗎？看看公開現身的同志，如《超級星光大道 2》出道

的戴安娜；吳季剛和蔡康永的父母等人，他們經過了解與接納的過程，透過愛

與尊重，理解愛孩子，是愛他／她這個人，不因為性傾向，而影響對孩子的

愛，我們可以說：當愛不再徘徊，彩虹將在不遠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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