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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人類發展與家庭學系前系主任 

 

一、前言 

家庭是一個人從出生後最早的生活場域，因此家庭環境是個人成長最重要的

近端（proximal）因素，是最基礎且最重要的生活脈絡，不只是直接影響個人的

早期發展，更深深影響其一生（NICHD Early Child Care Research Network, 2005）。

從家我國民法第六章的第 1122 條定義「稱家者，謂以共同永久生活為目的的親

屬團體」（民法親屬篇，2021），可知家是由家人組成且為長久共同生活的團體；

由此定義，家是家人共同生活場域，出生嬰幼兒及每一個家庭成員都深深受家的

影響，是以，經營健康、溫馨、幸福的家是多麼重要。 

聯合國在 1989 年 12 月 9 日宣佈 1994 年爲「國際家庭年」（International Year 

of the Family, IYF），並於 1993 年宣佈從 1994 年起，每年 5 月 15 日爲「國際家

庭日」（International Day of Families, IDF）（United Nations, 2022），以因應社會變

遷及科技進步，帶來家庭結構、家人關係的改變，造成婚姻與家庭機制的動搖。

聯合國以一個充滿愛的家為象徵符號，代表國際家庭年及國際家庭日（圖 1），強

調人們必須用生命和愛心去建立健康（healthy）的家庭，期待在這樣的家庭裡，

人人都擁有溫暖（warmth）、關懷（care）、安全（security）、相聚（togetherness）、

包容（tolerance）及接納（acceptance）。 

 
圖 1 聯合國國際家庭日、國際家庭年象徵符號 

資料取自 https://www.un.org/development/desa/family/international-day-of-families/2022-2.html 

然，經營健康、溫馨、幸福的家並不是生來就會，需要靠學習，甚至終身學

習。世界各個國家，也呼應聯合國的倡導，設計個人與家庭發展階段的家庭教育

架構或方案。以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為例，我國透過十二年國教課綱及《家庭教育

法》的規定在中等以下學校推展家庭教育；美國則以家人關係協會（National 

Council on Family Relations, NCFR）（NCFR, 2022）訂定的家庭生活教育架構，推

展兒童及青少年家庭教育；澳洲及新加坡則將家庭教育納入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課

程中推展（陳若琳、周麗端、唐先梅，2022）。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22，11（10），頁 18-21 

 

中小學課綱修訂的展望 主題評論 

 

第 19 頁 

二、我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家庭教育議題內涵與推展 

我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推展家庭教育依據，可溯及 1945 年頒佈，1968 年、

1999 年修正的《推行家庭教育辦法》，該辦法中明確訂定專科以上學校、高級中

等學校、國民中學、國民小學辦理的家庭教育事項。在 2003 年 1 月 7 日經立法

院三讀通過《家庭教育法》後，雖歷經幾次修訂，但都在法中明訂高級中等以學

校家庭教育的推展，因而在 2005 年廢止《推行家庭教育辦法》（全國法規資料庫，

2022）。 

當前，我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家庭教育的推展依據有二，一為十二年國民基

本教育（以下簡稱十二年國教）十九項議題之一《家庭教育法》（國家教育研究

院，2020）；另一為《家庭教育法》第十三條「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每學年應在正

式課程外實施四小時以上家庭教育課程及活動；另應會同家長會對學生及其家

長、監護人或實際照顧學生之人辦理親職教育」（教育部，2019）。依據十二年國

教課綱，家庭教育議題為融入各領域或科目中，但依據《家庭教育法》，家庭教

育為正式課程外的外加課程及活動。 

學校課程的實施，需要參照課程綱要，綜觀十二年國教各學習領域及科目，

皆訂定完整的課程綱要；然而，具備時代性、脈絡性、跨域性、討論性、變動性

的 19 項議題（國家教育研究院，2020），受限當年課綱修訂的規定，雖家庭教育

議題明訂「家庭的組成、發展與變化」、「人際互動與親密關係發展」、「家人關係

與互動」、「家庭資源管理與消費決策」、「家庭活動與社區參與」等五項為學習主

題，但因修訂時間、內容及格式的限制，未能訂定完整課綱，亦未有機會訂定各

學習階段的完整學習重點（含學習表現、學習內容）、補充說明等，只有簡要的

「學習主題與實質內涵」（舉家庭教育的主題軸一「家庭的組成、發展與變化」

為例如表 1），教學現場教師，不易轉化成融入或外加課程及活動，實屬不足。以

國民小學 6 年為例，實質內涵 2 項，如何轉化為適合該年級的融入或外加課程

及活動，是很大的挑戰；國民中學、高級中學各 3 年亦有雷同困境。 

表 1 十二年國教家庭教育議題－主題軸一「家庭的組成、發展與變化」實質內涵 

國民小學 國民中學 高級中等學校 

家 E1 了解家庭的意義與

功能。 

家 E2 了解家庭組成與型

態的多樣性。 

家 J1 分析家庭的發展歷

程。 

家 J2 探討社會與自然環

境對個人及家庭的

影響。 

家 U1 探究家庭系統的意涵，以

及家庭系統與社會變遷的

相互關聯影響。 

家 U2 解析家庭發展任務與挑

戰，因應家庭壓力與挑

戰，展現家庭韌性。 

家 U3 解析社會、經濟及人口結

構與家庭的互動關係。 

資料來源：國家教育研究院（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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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家庭教育議題修訂展望 

我國《家庭教育法》以「增進國民家庭生活知能、家人關係，健全家庭功能」

為目標，並明訂家庭教育「係指具有增進家人關係與家庭功能之各種教育活動及

服務」，因此落實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的家庭教育推展，期能增進家人關係與家庭

功能，是學校教育工作者的目標。但，學校教育工作者需要參考的家庭教育綱要，

卻因種種限制，過於簡要，無法發揮實質效益。因此在未來中小學課綱修訂時，

需要一套清晰、可用的綱要，建議在家庭教育議題的修訂上，亦能比照學習領域

或科目，如下： 

1. 家庭教育議題修訂的前導研究 

議題綱要修訂前宜由家庭教育議題修訂小組進行前導研究，深入分析美國、

澳洲、新加坡等國家，在高中以下學校推展家庭教育狀況。此外，亦需要分析國

內家庭教育推展情形，是否呼應素養導向、多元適性、彈性活力等十二年國教課

綱特色，並透過國內家庭教育專家建議、執行高中以下學生家庭教育學習需求調

查、參考家長意見等，經由系統性研究確定修訂重點與方向。 

2. 組成課綱議題委員會 

未來課綱修訂時，可組成議題委員會，統籌議題修訂事宜，包含修訂規劃、

綱要草案審查等。 

3. 組成家庭教育議題研修小組 

十二年國教課綱修訂時，家庭教育議題的學習主題及實質內涵時間非常有

限，未有前導研究為基礎，亦未組成議題修訂小組，訂定綱要的周延性顯然不足。

未來修訂，宜透過家庭教育議題修訂小組基於前導研究基礎，提出家庭教育議題

綱要草案。 

4. 家庭教育議題綱要的架構與學習領域同 

若未來課綱修訂架構包含基本理念、課程目標、時間分配（指依據家庭教育

法的外加時間分配）、核心素養、學習重點、實施要點，附錄（包含補充說明、

參考示例），則議題架構宜等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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