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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現代社會上因為種種因素產生隔代教養的出現，如父母離異或父母一方逝

世、工作壓力、健康問題、經濟壓力及太年輕還沒準備好當父母…等，都有可能

造成隔代教養的形成，也因為這樣，家庭的結構與功能也起了變化，隨著家庭型

態的改變，隔代教養的家庭就是其中一種。陳柔伊（2016）研究發現祖輩在協助

孫輩學習時，常因功課過於困難而無法提供有效指導；孫輩則在常規上有適應的

問題，例如上課注意力不集中、動作慢等等。此外，孫輩也可能因調皮被告狀或

與同學相處不良而引發問題。而黃巧宜（2014）提到隔代教養對孩童的影響並非

全然負面，透過祖父母與孫子女的長時間相處，祖孫之間的關係往往比與父母同

住的子女更為親密。 

筆者班上幼兒有 13 名，爸媽平常不在身邊的隔代教養佔了 1/4，其中一人的

父母是離異狀態，由外祖父母協助照顧，媽媽平常在外地工作，偶爾假日才會回

來看小孩；另外兩人的父母婚姻狀況正常一樣在外地工作，假日或放假就會回來。

而祖父母、父母一同居住的隔代教養則佔了 1/6，兩人是姊弟，爸媽平常工作忙

碌，平常放學回家後也是先由祖父母代為照顧，甚至睡覺也都與祖父母睡，以至

於弟弟跟祖父母的關係較為密切。 

在這五名隔代教養的小孩身上，老師發現他們比一般家庭孩子存在的問題較

多，包括教養方式、行為處理…等，都讓老師需要更多的心力來輔導，尤其是個

案小暉，他的行為舉止更是讓老師不解，因此，本篇將以案例來分析親職教育對

隔代教養的重要。 

二、 親職教育與隔代教養家庭的定義 

（一）親職教育的定義 

陳玥（2010）提到親職教育是家庭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廣義上涵蓋家庭中

親子關係的互動與情感養成，透過親情交流，促進家庭成員各自履行責任，適當

地扮演父母、子女與祖孫等角色，並共同營造和諧的家庭生活與願景。而王以仁

（2014）認為親職教育指的是「提升父母教養能力的教育活動」，屬於家庭教育

的一部分；隨著家庭型態與教養方式的變遷，親職教育的觀念亦隨之而起。本文

的親職教育主要是祖父母角色在教養孫輩前提下的親職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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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隔代教養家庭的定義 

隔代教養（intergenerational parenting）是指由祖父母或其他長輩承擔起子女的

撫養責任，而非由父母親直接負責。這種形式的教養可能包括祖父母參與日常照

顧、教育、情感支持等，並涉及到長輩與子女之間的家庭生活和教育事務。隔代

教養的情境通常發生在父母親無法全職照顧子女的情況下，或是由於家庭結構的

變化，例如離異或單親家庭。楊麗詩、王秋鈴（2016）提到當家庭中缺乏壯年世

代的照顧與指導，兒童由祖父母、外祖父母或其他祖輩親友撫養時，即稱為隔代

教養。本文以小暉為個案的隔代教養家庭為例。 

三、 個案示例 

小暉是個中班的小男生，在小班下學期的時候從私幼轉來，並由外祖父母帶

來，外祖父告訴老師有事情請找他或外祖母，因看到基本資料表上也有寫媽媽電

話但爸爸部分雖有寫上姓名卻沒留電話，老師詢問家庭狀況，外祖父說爸媽離婚、

小孩歸媽媽，但媽媽平日上班忙碌，所以由兩老全權負責小暉。 

小暉剛到班上，對於新環境或許很陌生，所以表現讓老師感覺到孩子乖乖屬

於安靜型的，過沒多久，小暉開始會動手弄同學，只要別人走過去，他的手就會

去弄別人，弄到後他會很開心，問外祖母在家狀況，外祖母說他會沒禮貌的一直

打外祖父，但外祖父因疼孫都不會有任何反應，而外祖母則會教他不能這樣是沒

有禮貌的，但小暉依然故我，導致小暉吃定外祖父，來到學校一樣經常碰別人。 

到了中班，他的行為沒有轉好依然持續，接著會玩到大便在褲子上，外祖母

說他在家也會這樣，這讓老師們一直在找原因，到底是怎樣的情況會讓小暉如此，

試著問小暉有想媽媽嗎？他說很想，老師接著問那媽媽放假會來看你嗎？小暉的

回答是他很久很久沒看到媽媽了，因為媽媽都在工作、都在睡覺，上次阿嬤帶他

去找媽媽，但媽媽的門鎖著按門鈴也沒有開，然後就回來了。 

再和外祖母聊到小暉如此說時，外祖母說媽媽晚班工作白天都在睡覺，老師

是有懷疑小暉在親情情感上的問題，因來到偏鄉，小暉都只有跟外祖父母在一起，

在市區的時候，雖然媽媽上晚班，但他們是住在一起生活的，所以，每天都會看

到媽媽，媽媽若放假也是和媽媽睡的；外祖母也提到，其實小暉的行為與個性讓

她也很頭痛，不知道怎麼教育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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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親職教育對隔代教養對的啟示與建議 

（一）個案的親職教育對隔代教養 

1. 家庭結構與安全感的影響：從個案身上來看，小暉是個隔代教養的孩子，外祖

父母提供了基本生活需求，減輕了母親的負擔，母親雖沒在身邊，但由於之前祖

父母與小暉本來就同住，讓他不用重新適應照顧者增加小暉此部分的安全感。然

而，小暉與母親長期分離，感情上的疏離現象可能影響了他的情緒安全感，讓他

無法從母親身上得到關愛。 

2. 教養方式對行為規範的影響：外祖父過於溺愛小暉，對其不當行為未加以制

止，導致小暉不知道該有的行為規範。外祖母雖然試圖教育小暉，但因權威不足，

無法有效改變他的行為。這種矛盾的教養方式使小暉無法分辨應遵守的行為界

限，導致他以弄同學、打外祖父等方式尋求注意。 

3. 情感需求與自理能力的不足：小暉曾經表達對母親的想念，卻因母親工作忙碌

及生活安排而難以見面，進一步加深了情感疏離帶來的影響。此外，小暉在如廁

等基本生活習慣上表現出依賴性，顯示自理能力未完全建立，這可能與情緒壓力

和家庭教養方式有關。 

（二）親職教育對隔代教養的建議 

1. 修復親子情感、促進母親的角色參與：母親的情感對於小暉在幼兒時期的成長

相當重要。建議母親儘管工作繁忙，也應每週安排固定時間與孩子互動，例如透

過電話、視訊或親自陪伴，讓小暉感受到母愛的溫暖。學校可以幫助母親意識到

自己在孩子成長中的重要角色，並建議參加育兒相關諮詢，幫助她解決壓力及育

兒挑戰，以促進親子情感修復。 

2. 提升教養能力、支持外祖父母的親職教育：針對小暉在隔代教養家庭中行為規

範不足的問題，學校可以透過親職教育工作坊或個別指導，協助外祖父母學習有

效的教養方法。例如，建立清晰的行為規範、採用正向獎勵機制來鼓勵小暉良好

行為，以及適時運用後果承擔方式來改善小暉的不當行為。這些策略能幫助外祖

父母增強管教能力，讓小暉的行為逐漸朝正向發展。 

3. 整合資源、改善小暉的情緒與行為發展：針對小暉的情緒與行為問題，學校可

安排專業輔導老師進行個別輔導，幫助他學習情緒管理和同儕相處技巧，並逐步

建立自信與安全感。同時，學校可聯繫社福機構或其他相關資源，為家庭提供更

多支持服務，使小暉的心理需求與行為發展獲得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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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語 

隔代教養在現代家庭結構中已成為一個不可忽視的現況，同時也帶來許多挑

戰，尤其在親職教育上的不足。以小暉的案例為例，隔代教養雖在生活照料方面

提供了重要支持，但在孩子行為規範、情感支持及親子互動等教育需求上，依然

無法完全取代父母的角色。這說明親職教育的重要性，不僅父母需要學習，祖父

母同樣需要透過專業指導來提升教養能力，為孩子的健康成長提供更全面的支

持。然而，親職教育並非僅限於家庭內部的責任，更需要整合社會資源的支持與

介入。政府與相關單位應積極推廣針對隔代教養家庭需求的親職教育課程，提供

系統化的指導與支持。同時，學校與社會福利機構應共同合作，為隔代教養家庭

提供長期而多元的關懷服務，例如設立祖父母支持團體、提供喘息服務，並定期

評估教養狀況以適時調整資源。 

透過家庭、學校與社會的共同努力，不但能有效減輕祖父母的教養壓力，還

能促進父母重新參與孩子的教育，逐步實現家庭功能的修復與親子關係的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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