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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踏入幼教職場後，逐漸感受到少子化浪潮對家庭教養方式帶來的轉變。相較於

過 去 威 權 式 的 教 育 模 式 ， 如 今 的 臺 灣 父 母 更 多 採 用 心 理 學 家 鮑 姆 林 德

（Baumrind,1991）提出的「高滿足、低要求」的寬容放縱型教養方式。在這種普遍

過度溺愛的環境下，許多幼兒連穿脫衣服、吃飯的咀嚼等基本生活自理能力都未完

全掌握，這使得教師在日常教學中需要耗費更多的精力與體力來協助他們完成這

些基本的生活技能（洪沁妤 2021）。 

同時，親師之間的互動方式也發生了顯著的改變。過去由老師單方面向家長提

供建議的模式（陳碧玲，2014）已不再是常態。如今，家長對幼兒人生中的第一所

學校和教師抱有極高的標準與期待，甚至直接介入教師的教學方式。親師關係的角

色定位已變得模糊，家長不再單純尊重教育機構的專業，對教師的敬意也有所減

弱。取而代之的是，家長憑藉自身的教養理念，對教師的教學提出各種要求與意見，

這無形中讓現代幼教老師承受了更多來自家長的壓力與挑戰（蘇慧雀，2013）。 

被過度寵愛兒童背後的「恐龍家長」，不僅對教師的專業與尊嚴造成威脅，還

常以「我的孩子永遠是對的」的高傲態度行事。這些家長不僅要求教師完全配合自

己的意見，甚至以繁瑣的法律手段對教師施壓。面對這樣的情況，許多教師只能在

敢怒不敢言中默默承受這些不合理的對待與壓力。自 2021 年起，公立中小學教師

的自願退休人數逐年增加，截至 2023 年已達到 3614 人，相較於 2020 年翻了一倍，

湧現大「退」潮（聯合報，2024）。其中主要原因是教育現場的親師衝突與矛盾日

益增加（孫扶志，2015），導致教師對這份肩負百年樹人使命的工作感到心灰意冷。 

二、幼兒園推動親職教育之困境 

目前幼兒園普遍採用的親職教育策略，大多以接送時的面談或電話溝通為主

要形式，輔以階段性舉辦的親師座談會、教學成果發表會，以及靜態呈現的親職教

養文章、聯絡簿互動和園務行政公告等方式。此外，隨著教育部積極推動家庭教育

政策，臺灣每年在城市與偏鄉舉辦數千場親職教育講座，然而，這些措施的實際影

響與成效卻依然有限，以下透過文獻整理，彙整出幼兒園推動親職教的困境。 

（一）無法強制要求家長必須參與親職教育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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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的家庭結構中，無論是城鄉差距、家長的教育背景、社經地位，或是教養

方式，都呈現出極大的多樣性。雖然政府已制定《家庭教育法》（2013)，設立隸屬

於社教機構的「家庭服務中心」，在各縣市社區積極推廣親職教育活動，但由於法

規上並未強制要求家長參與，多數家長若非面臨急需解決的問題，往往缺乏主動參

與的動機（俞曉葦，2016）。 

（二）活動形式化，難以符合家長的實際親職需求 

黃惠芳（2015）進一步指出，即使幼兒園偶爾邀請親職教育專家進行演講，但

設定的主題往往未能切合家長的實際需求，內容又顯得單調乏味，缺乏互動性。專

家在台上滔滔不絕地講解時，家長卻難以產生共鳴，感覺只是被動接受說教。因此，

親職活動結束後，能讓家長真正記住並內化的教育知能往往十分有限。 

（三）經費與人力的不足 

張宗義（2007）研究指出，由於部分幼兒園面臨經費與資源短缺的問題，無法

聘請專家進行親職教育演講，最終不得不選擇停辦相關親職教育活動。此外，簡淑

玲（2015）也提到，人力資源的限制是另一項挑戰。教師除了日常的教學工作外，

往往還需負擔行政職責。在繁重的工作與壓力下，教師難以分出更多時間與精力來

規劃與執行親職教育活動，這成為推動親職教育發展的重要阻礙之一。 

（四）長作息無法長期、持續性的配合參與親職活動 

張桂鳳（2018）在探討臺北市幼兒園家長參與親職教育活動的情況時發現，參

與率較高的多是於假日舉辦且具有團體性質的全園性動態活動，如運動會和園遊

會，這類活動往往屬於學校的例行性項目。而性質較為靜態的親職活動，如「親職

教育演講」或「父母成長團體」，參與率則明顯偏低。深入探究原因，多數家長表

示，由於工作繁忙，若親職活動安排在平日，往往難以配合自己的作息。此外，部

分家長因無人協助照顧孩子，若親職活動僅限大人參與的靜態性質，則更難抽空出

席。儘管大多數家長對學校舉辦的親職教育活動持正面肯定的態度，但實際參與的

情形仍然不夠踴躍。 

（五）親職教育缺乏持續性與完整的規劃 

親職教育的連續性在連續且完善的活動規劃上。幫助父母隨著孩子的成長逐

步增進育兒能力。除了每日接送時的親師面談具備一定的連續性，能配合幼兒的成

長階段，老師也可以藉由這些機會為家長提供更多育兒指導和親職角色支持。然

而，其他以親職講座為主的活動與課程，例如學期初與學期末定期舉辦的班親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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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講座、每週提供的教養文章，以及部分幼兒園安排的親子共讀活動或父母成長

課程，常因次數有限、經費不足或參與成員配合度不高等因素，難以持續推行，無

法達成預期的效果。 

三、親職教育的因應策略 

家庭是每個人最早形塑自我的團體，其成員間的互動關係承載了文化價值觀、

宗教信仰及個體認同感，隨時間不斷演變。熊秉真（1999）研究發現過去的教養方

式以「功能論」為核心，強調父母嚴格管教下的倫理範與社會期待。而隨著資訊時

代的來臨，家長觀念逐漸改變，更傾向與子女建立平等關係。然而，家長在實踐新

教養方式時，往往面臨挑戰，導致家庭問題增多，需依賴學校或政府機構的協助。

由於對親職教育的認識不足，家長常低估教育子女的責任之重，這也凸顯了政府和

學校應該積極推動親職教育，提前正視問題，而非僅在社會事件發生後才引起關

注。筆者認為，親職教育的形式與推行應因應不同家長的需求，採取更為多樣化且

彈性的實施策略與方法。包括： 

（一）運用多元方式推行親職教育 

運用多元與彈性的方式推動親職教育，針對不同家長的需求提供相對應的策

略，例如輕鬆的閒談或家長感興趣的增能講座。對參與度低的家長，簡短的面對面

溝通較為有效，而對主動參與的家長則可邀請來園所分享自身的教養經驗或邀請

舉辦講座，使其成為園所的親職楷模。然而，幼兒園在辦理親職教育活動時，經常

面臨家長參與率低的問題，甚至有迫切需求的家長也常以各種理由無法參與，這導

致主辦單位和老師的努力與熱忱被消耗殆盡。林佩學（2010）的研究指出，為提升

參與率，部分私立幼兒園會在親職活動前調查家長需求，並在學期初透過行事曆和

座談會提前告知親職活動資訊，加強宣導效果；但研究也顯示，出席親職活動的家

長多為母親，父親或父母共同參與者比例偏低，因此未來應考量增加針對父親的議

題設計。黃惠芳（2015）則提出以集點制吸引家長參與，但過度依賴外在獎勵可能

導致家長的主動性降低，最終無法實現親職教育的真正意義，難以培養家長成為具

效能的父母。 

（二）依據家長需求，彈性調整實施方式 

為因應現代社會人際互動方式的改變，孫扶志（2015）指出，幼兒園應透過多

元且豐富的方式實施親職教育，並針對不同類型的家長，彈性採用直接或間接的個

別及團體形態進行。例如，對於參與率偏低的家長，可以利用聯絡簿、通訊軟體、

班級網頁或社群平台等間接方式，向家長傳遞幼兒的學習過程；此外，老師也可在

上下學接送時間主動與家長面對面交流，以直接方式解決親職教育相關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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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tkins（1997）研究指出，家長的內在效能感對其參與度有重要影響，高效能感

的家長往往積極參與，而效能感與教育程度偏低的家長則參與度較低。因此，老師

在發現家長因低效能感而少參與活動時，可提供適當資源或採用個別化親職活動

加以協助。同時，教師需深入瞭解家長需求與家庭背景，設計切合實際且專業的親

職活動內容，傳遞正確的親職教育觀念（黃沂蓁，2018）。在面對不同家庭的教養

問題時，教師應以誠懇與尊重的態度與家長溝通，建立信任關係，提供資源並共同

商討解決方案，以有效提升家長的親職效能。 

（三）提升教師專業知能，進行規劃有目標的活動 

為了改善幼兒園在實施親職教育時面臨的困境，李瑋蓁（2015）建議幼兒園在

辦理親職教育活動前應明確規劃前、中、後的目標。首先，舉辦親職活動前，教師

應具備親職教育的專業知能，透過問卷調查瞭解家長需求，並採取以解決問題為導

向的方式，提供家長可立即實踐的策略。其次，在親職活動進行中，需考量家長的

文化背景與特性，設計活動時注重其便利性與實用性。最後，親職活動結束後，應

鼓勵家長將學到的知識實際應用於家庭生活中，改善親子關係。同時，幼兒園需持

續提供相關資訊，最終目的是培養家長主動學習的意識，幫助他們成為具有效能的

父母。 

四、結語 

隨著社會變遷與家庭結構的多樣化，親職教育的重要性日益凸顯。幼兒園作為

幼兒與家庭間的橋樑，其推動親職教育的努力，深深影響幼兒的成長。雖然現行的

親職教育在家長參與率、活動形式與資源分配上仍有諸多挑戰，但只要能透過多元

策略，針對家長需求進行彈性調整，並提升教師的專業知能，仍可逐步改善現況。

有效的親職教育不僅能幫助家長提升育兒能力，更能促進幼兒在身心靈各方面的

全面成長。透過親師間的良性 教養方式下茁壯成長，這不僅是教育現場的使命，

更是家庭與社會共同的期待與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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