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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現今社會，科技與網路盛行、民風開放，言論更為自由。許多價值觀隨著科

技網絡媒體發達而更為紊亂。青少年問題與犯罪，在現今社會日趨嚴重，校園安

全日趨嚴重與惡化。電視、媒體、網路上新聞，不乏國中生問題青少年滋事，這

現象不得不為人所重視。青少年犯罪，往往來自於偏差行為，尤其是國中階段，

青少年問題行為偏差問題必須受到社會大眾重視，更需做好預防與輔導的工作。 

家庭是青少年接受到最早社會化的環境，也是影響最深的。現今由於社會家

庭結構改變，使得家庭教養功能漸漸式微，家庭親職教育功能無法彰顯，也是造

成社會亂源的原因之一，不得不加以重視。因此，國中生行為問題與親職教育的

探討，這個議題就顯得更重要，也更值得深入探討，尤其是私校住宿國中生問題

行為對親職教育的影響，更別具有其特殊性。以筆者所觀察一所私立住宿型完全

中學而言，學生大部分都在學校住宿的情形下，對其學習及生活方式，有著全面

的規劃與管理。私校住宿型學生的生活，是一個集體學習、集體生活的模式。學

校白天除了提供正規課程教學，學業知識外，也規劃夜間自習、加強課業、生活

輔導的時間，以強化人格的形成與適應小型社會的能力。 

然而，筆者同時也觀察到，在這種教育環境模式下，有存在其顯性與隱性問

題，也面臨許多挑戰。由於，學生待在學校時間過長，可能會導致學生與家庭及

外界聯繫減少，長時間待在學校，情緒、心理各方面等因素，經常影響到學生，

導致產生一些問題行為，而這些行為問題背後，有許多值得探討的地方。這樣住

宿型的校園生活及學生行為問題背後，在親職教育方面，也給了筆者許多啟示與

想法，這也是筆者想探討這議題最主要的原因。 

二、私校住宿型國中生行為問題的定義、內涵 

(一) 私校住宿型國中生行為問題的定義  

國中生行為問題是指個人行為明顯偏離正常軌道與常態（張楓明，2013）。

所謂偏差行為又稱行為問題，就是個人行為顯著地偏離常態，並且妨礙其生活適

應者。例如：個人情緒暴衝與不穩定、同儕摩擦衝突人際關係不良、不服從師長

管教與勸導，或者抽菸、翹課、逃家等行為問題。董旭英（2009）則提出國中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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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差行為分為外向性行為問題、內向性行為問題及學業適應問題。 

本文所指國中生行為問題的定義，則是指學生違反學校規定的行為，如：學

務處有懲處，記過處分者，例如：打架、抽菸、作弊、偷竊、逃學、逃家、不服

從師長管教、個人情緒暴衝、人際關係衝突、校園性平問題等國中生問題行為。 

(二) 私校住宿型國中生行為之內涵 

1. 違規記過行為問題：取決於學生不適應集體生活。由於從小生活在家，突然

要適應團體生活，加上第一次離家住宿，可能會產生一些行為問題，如不遵

守規則、與室友衝突等。例如，一個學生可能會因為不習慣與他人共享空間，

而拒絕整理自己床鋪或物品，導致室友關係緊張。這些都可能會產生生活常

規上偏差的行為問題。 

2. 心理困擾行為問題：住宿生活需要與各種背景學生相處，可能會出現社交問

題，如欺凌、排擠等。例如，一個學生可能會因為與他人觀點不合，而遭受

同儕排擠，進而產生自卑感和排外行為。 

3. 家居型偏差行為問體：住校生可能因與家人長時間分離，容易感到孤單和無

助，可能導致與家庭關係疏遠。例如，一個學生可能會因為長期與家人分離，

而產生對家庭不滿和反叛行為。 

4. 學習困擾行為問題：住宿型學校學生壓力較大，可能導致學生出現焦慮、憂

鬱等情緒問題，睡眠不足、飲食問題等行為。例如，學生因壓力過大，為使

逃避壓力，選擇較為負向方式產生一些偏差行為問題。 

以上綜合歸納一些較常出現在住宿生的行為問題，每個學生情況都會有所不

同，家長和學校需要密切關注學生的心理及情緒變化，並提供適當的指導、支援。 

三、親職教育的意義與重要性 

(一) 親職教育的意義  

親職教育即是指協助家長應善盡義務、職責所做的教育，藉由教育的實施，

以團體互動方式進行，以家長作為教育的主要對象，就是親職教育，這也是屬於

成人教育的一部份。林家興（1997）認為，親職教育最主要的目的，在增進父母

對於管教子女的能力與知識，以改善親子關係為目標，是一種正式或非正式的學

校的親職專家所開設的終身學習課程，主要教育對象是以父母為主。另外，王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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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2000）對於親職教育的定義則認為，教育父母親如何學習扮演父母親的角色，

亦即是教導父母親如何管教子女，就是所謂的親職教育。 

綜合上述，透過對父母親進行相關教育知識及其教養的技巧與訓練，使身為

父母能扮演好親職的角色，促進親子關係和諧，即是所謂的親職教育。 

(二) 親職教育的重要性  

現今社會因出生率下降，影響家長對於子女的教養態度。如果能瞭解親職教

育的重要性，並且扮演好為人父母，那麼，教養子女的角色扮演，家庭就能發揮

到最大功能。張斯寧（2001）指出親職教育的重要性，共可以歸納為五種層面：

1.使父母了解子女的生理、心理、認知、情緒、社會發展等。2.父母需學習親子

關係經營，使親職關係和諧。3.父母是子女的第一位老師，家庭則是子女成長中

第一個重要學習環境。4.親職教育實施重點，在於讓家長學習經營良好的親子關

係。5.親職教育的重要性，顯示家庭功能發揮健全，也是國家穩定重要根基。 

四、親子關係與管教示例 

筆者針對教學現場中的問題行為學生，主訴問題如下： 

阿凱是一位私立住宿型完全中學國二生。阿凱情緒暴衝時，會揮拳攻擊同學，

行為被糾正時，會用拳頭瘋狂毆打自己，情緒大起大落、暴衝失控。阿凱導師，

幾經多次輔導，都沒有顯著功效，和其母親溝通，反應都非常冷漠。直到有一次，

阿凱將班上的女同學打傷，阿凱媽媽才意識到嚴重性。阿凱是受家暴的小孩，爸

爸有酗酒行為。每當阿凱爸爸情緒暴怒時，便會毆打他。小學被霸凌，導致講話

結巴、個性畏縮。後來經由學校輔導室安排，藉由諮商輔導機制，讓親職功能得

以發揮。阿凱媽媽開始增能親職教育知能，空閒時也會當義工媽媽。雙管齊下，

阿凱與媽媽以正向心態面對過去，阿凱媽媽不再逃避為人母責任，而阿凱仿效正

向行為，以健康心態面對自己。親職教育在阿凱母子身上，有顯著成效。阿凱媽

媽願意正視應盡的親職責任，也彌補阿凱心中的傷害與成長中的缺憾。 

五、私校住宿型管教的限制、困難、優點  

從上述阿凱案例中，身為家長，除了生養責任，更重要的是教養職責，尤以

住宿型學校國中生行為問題對親職教育來說，更值得探討。首先，會選擇將小孩

送到住宿型學校的家長，所考量的原因複雜。有的家長因為工作關係，無法照顧、

接送小孩上下課、補習；有的管不動小孩，導致親子衝突。近年來手機網路興起，

小孩使用手機的狀況，更是困擾許多家長。這導致親子衝突最大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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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型學校老師，除了肩負起教書職責，也扮演在校照顧學生的角色。這對

於住宿型學生家長來說，家長在親職角色的扮演則是值得令人探究。筆者歸納出

關於這議題的困難與限制、及優點，並將之分為兩部分： 

(一) 困難限制 

1. 親子互動時間減少：寄宿學生在學校與家庭時間分配不均，導致與父母互動

時間減少，可能造成親子關係疏離，不利於親職教育深入實施。 

2. 管教一致性的挑戰：學校與家庭在價值觀、紀律規範等方面可能存在差異，

導致孩子在兩種環境中面臨不一致的管教方式，容易造成孩子行為上的困惑。 

3. 監督與即時反饋的缺乏：家長無法即時了解孩子在學校的行為表現，對孩子

日常監督與即時反饋能力減弱，這對於及時糾正孩子的不良行為造成阻礙。 

4. 親職教育資源的限制：父母可能因為距離或者時間上限制，無法充分參與學

校舉辦的親職教育活動，從而錯過學習與提升親職技巧的機會。 

(二) 優點 

1. 培養獨立自主性：住宿生活有助於幫助學生提早學習獨立，對於培養孩子的

自主性和解決問題的能力具有正面影響。 

2. 訓練規律正常的生活：住宿型學校通常有嚴格的生活規範和作息時間，有利

於養成規律的生活作息與習慣。 

3. 加強社會性適應能力：學生住宿學校，能與許多不同背景的同學長時間相處，

有助於提升他們的社交技巧和團隊合作能力。 

4. 家庭與學校合作的機會：住宿型學校會定期舉辦家長會議和活動，增加家庭

和學校間溝通合作，這可為親職教育提供新視角和資源。 

關於住宿型學校國中學生行為問題，對親職教育既有挑戰也有機遇。家長需

積極尋求與學校溝通合作，使親職教育效果能強化，減輕住宿生活可能帶來的負

面影響。 

六、私校住宿型國中生行為問題對親職教育的啟示與建議 

住宿型國中生行為問題往往與家庭教育、學校環境以及個人心理發展等因素

有關。針對這些問題，提出相關因應的親職教育啟示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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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加強家校溝通：家長應定期與學校、老師或宿舍老師進行溝通，了解孩子在

學校的學習和生活狀況。學校應提供良好溝通平台，定期舉辦親師座談會。 

2. 培養學生自我管理能力：鼓勵學生建立自我管理的習慣，例如：自主完

成作業、規劃個人時間等。家長學習放手讓孩子自己做一些決定，從中

學習承擔後果，逐漸訓練培養小孩的自主管理的能力。  

3. 建立起正面行為激勵：家長和老師應關注學生正向行為，適時給予肯定、

鼓勵。避免過度責罵與懲罰，讓老師與家長學習多看學生優點，以利增

強學生自信心。  

4. 親職教育課程：家長應多參與有關於親職教育培訓課程，學校輔導室也

可提供相關親職教育課程，來幫助家長提升教養知識與技巧。  

5. 情感支持與心理諮詢：住宿型學校更需要做到提供學生情感支持和心理

諮詢服務，幫助學生處理學習壓力、人際關係等問題。家長則應多關注

孩子心理與情緒變化，必要時尋求專業心理輔導諮詢師協助。  

七、結語 

就上述各層面，可知有良好親職教育，不僅是奠定孩子正向成長的基礎，也

塑造學習獨立與適應社會的基石。家庭教育的缺失，可能會在孩子的行為表現上

造成了影響。而私校住宿型國中生所呈現出的行為問題，也映照出親職教育中，

所可能存在的盲點與缺失。家長應和學校端老師，保持良好溝通管道，透過雙方

互動，才能有效地引導孩子穩定成長。 

有鑑於此，面對私校住宿型國中生行為問題時，家長更應密切與學校溝通，

建立正面的行為激勵機制，學校也應提供在校生活情感的支持與心理諮商服務。

藉由親職教育的重要性與實踐，我們深刻了解到家庭與學校在孩子成長過程中的

互補性，因此，把孩子送到住宿型學校就讀的家長，更應意識到他們在孩子教育

中佔有不可或缺的關鍵作用，應更加積極參與親職教育活動，提升自身教養知識

與技巧。由於住宿型的孩子長時間離家住宿，家長應更重視親子關係的經營，願

意投入更多心力關注親職教養課題。親職教育不僅是家長的必修課，更是一種責

任和承諾。家長和學校應攜手合作，共同為孩子的未來奠定良好身心基礎，讓他

們在溫暖的家庭和支持的學校環境中成長茁壯，成為品德優良、健康快樂的一代，

這正是親職教育的真正意義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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