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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主題

父母親為個體成長過程中的關鍵人物，其影響力已為大眾所週知與認同。

然而，成為「生親父母」為生物上的事件，但盡責於親職的能力，卻需要

不斷的學習。多年來，親職教育雖已為學校與社會教育所重視的項目，各

式的親職教育課程、推廣活動、體驗營隊與出版品等，已成為官方與民間

機構投入資源之所在。然而，在大力推廣親職教育之際，其辦理成效與引

發的問題，卻同時也為成為大眾所關注的議題。

本期之評論主題以「親職教育問題」為議題，邀請關注議題之專業人士

與社會大眾，針對此議題提出評論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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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編序 

雙親為個體發展歷程中，極為重要的關鍵人物。其影響自出生前即已開始，並可延續終

生。因此，親職教育的議題，早已成為教育領域所關注的議題。而隨著思潮與社會脈動的演

變，近年來，對於親職教育定位、推動方式與成效評估等，所衍生的相關問題，更是挑戰著

教育專業人士與社會大眾，也因此亟需投注心力，對各種現象與相關的政策加以評析，方可

據以做出具體的建議，有助親職教育問題的解決。 

本期之專題評論即為「親職教育問題」，共收錄主題評論 21 篇，相關議題包含親職教育

現象與親職教育方案的剖析、不同教育階段（幼兒園與高中）與多元親職角色（文化差異、

弱勢、非主流與一般家庭）的關注，以及親子互動與教育實務現場的思維。篇篇皆能彰顯作

者對親職教育問題的關心與獨特見解，相信能為關心此議題的社會大眾，提供思考的火種，

進而引發後續更為深入的討論。此外，本期同步收錄了 5 篇自由評論，內容包含最近頗受矚

目的「大學合併—新竹教育大學與清華大學合併」與「大專校院在校工讀學生與兼任助理視

為勞工」的評論，也包含了活化教學、有效教學及小學資訊教育等教育重要議題，評論觀點

清楚深入，擲地有聲。另，本期收錄德國師資培育的學術動態報導，內容提供近期德國師資

培育的作為，對於師資培育工作者，具有高度的啟發性。 

本期得以順利出刊，端賴作者們的高度的專業投入與對教育議題的熱忱、執行編輯陳柔

安的細心勤勉，以及學會月刊編輯室莊雅惠助理和方信翰助理的認真負責，謹此特申謝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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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職教育問題  主題評論 

 

第 1 頁 

「媽寶」是親職教育做得不好還是太好? 
宋明君 

朝陽科技大學幼兒保育系助理教授 

臺灣教育評論學會會員 

 

一、前言 

筆者曾於數年前主持了一個高危

險群幼兒家長的十二週親職教育方

案，其中某個課程單元以紅樓夢第三

十三回的故事讓參與的家長們進行角

色扮演與團體討論，獲得參與的家長

積極的投入與熱烈的迴響。討論時將

故事中人物的親職角色分析得相當深

入，筆者至今對該次親職課程單元仍

記憶深刻。筆者因而思量臺灣的親職

教育是真的做得不夠嗎？家長的親職

能力不佳嗎？還是這些家長們在教養

自己的兒女時當局者迷，無法堅持教

養的紀律？當家長成為旁觀者時，為

何又能將他人子女的行為偏差與父母

教養的缺失分析的頭頭是道？本文藉

由這段討論的經驗，綜合參與家長的

觀點與筆者的個人省思，分別從父親

角色與管教信念、母職角色與管教型

態來探討親職教育的相關研究與實

務。 

二、父職角色與管教信念 

楔子 1 

 賈政氣得面如金，大喝﹕「拿

寶玉來！」那賈政喘吁吁直挺挺的

坐在椅子上，滿面淚痕，一疊連聲：

「拿寶玉來！拿大棍！拿繩來！把

門都關上！有人傳信到裏頭去﹐立

刻打死！」。賈政一見，眼都紅了﹐

也不暇問他在外流蕩優伶，表贈私

物，在家荒疏學業，逼淫母婢等事；

只喝命：「堵起嘴來著實打死！」小

廝們不敢違，只得將寶玉按倒凳

上，舉起大板，打了十來下。寶玉

自知不能討饒，只是嗚嗚的哭。賈

政猶嫌打的太輕，一腳踢開掌板

的，自己奪過來，狠命的又打了三

四十下。 

 在討論這段故事情節時，參與的

家長者紛紛對父親賈政的"惡行"憤憤

不平。有人說賈政不只管教失當，根

本就是家暴，如果換到現在，就要打

113 專線檢舉他；有人說賈政只顧自己

的面子，不顧孩子的死活，把孩子當

成財產任意處置；有人說賈政自我情

緒管理有問題，把工作與家庭的壓力

發洩到孩子身上。這些指責之聲後，

有家長提出不同的看法，認為家中有

人自願扮黑臉也不錯，尤其是大家庭

中。家中有人扮演黑臉，孩子才會聽

話及有規矩。 

筆者檢視過去探討父職角色的相

關研究，發現即使是不同的家庭型

態、特殊的家庭結構，及不同之影響

因素，「嚴父-慈母」之典型教養型態仍

占多數（王舒芸，1996；王叢桂，1998、 

2000，吳嘉瑜＆蔡素妙，2006；林莉

菁＆鄭麗珍，2001；莫藜藜＆王行， 

1996；黃坤瑛，1989）。但這種角色亦

非完全一成不變，隨著孩子逐漸自幼

兒到學齡兒童再到青少年，父親與子

女之關係也會產生改變，（Barnett & 

Baruch, 1987; Hamner & Turner, 1990; 

Lewis, 1986; Mackey, 1985）。除此之

外，嵌在歷史脈絡下之時代演進與社

會變遷亦會造成父職角色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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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per & Bianchi, 2002）。然不論是

結構組成、時間推移或代間更替，子

女的行為好壞仍常用以判斷"家教"的

良窊。父母必須承擔子女行為優劣之

責任，因此社會仍存著父母對子女的

社會化行為言教或身教之義務與權力

（余德慧，1994）。所以許多研究指出

華人家庭的教養方式常為專斷形式

（Chiu, 1978; Kriger & Kroes, 1972; 

Lin & Fu, 1990; Parish & Whyte, 1978; 

Ryback, Sanders, Lorentz, 

&Koestenblatt, 1980;  Sollenberger, 

1968; Yee, 1983）。 

但亦有學者以巨觀的角度來看這

種專斷式的管教，Chao（1994）認為

華人的「管」和「教訓」，不是單純為

了約束他們，而是避免子女出社會時

吃更大的虧，因此其實反映出父母對

子女的保護與關懷。因中國社會中各

階層行業都有太多的潛規則，也有數

不清人際互動的地雷。這些潛規則的

核心思想已內化成了華人的民族性，

此民族性則藉由家族的教化及養育的

過程代代的傳遞（曾文星，1972）。因

此華人父母嚴管勤教子女時，隱含著

日後「託付江山」與「克紹箕裘」的

期許。而當今學校與家庭教育相關機

構所設計的親職教育方案內容，卻有

許多是以改正父母的「嚴教觀」的「尊

卑觀」為取向，鼓勵父母做孩子的朋

友，並以愛心與鼓勵代替處罰。現在

的兒童在這些宣導與風氣下，似乎變

得比較輕鬆與自由，但是這代表親職

能力獲得提升了嗎？孩子的行為與品

格、學業與能力真的有較以前進步

嗎？ 

當今許多親職教育的宣導品與教

材，亦都告訴父母不要做「直升機父

母」，要父母多學會「放手」，否則會

造就許多「媽寶」。學校行政人員與教

師也常都受到「怪獸家長」的騷擾，

因此許多學校親職教育講座的主題反

而是希望父母不要干預孩子，希望讓

孩子自己從跌倒中學習而非希望父母

多多建立家教。親職教育已從過去的

教導父母親該怎麼管教子女，變成希

望父母不要太常插手孩子的事物。此

代表我們的親職教育做得不好還是太

好了呢？我們把傳遞民族性的「嚴教

觀」與「尊卑觀」打破了之後，用以

補足這之中的空缺是什麼呢？讓父母

只用愛與鼓勵來教養孩子真的是最佳

的管教型態嗎？ 

三、母職角色與管教形態 

楔子 2 

賈政還要再打，一見王夫人進

來，更如火上澆油，那板子越發下

去的又狠又快。按寶玉的兩個小

廝，忙鬆手走開，寶玉早已動彈不

得了。賈政還欲打時，早被王夫人

抱住板子。賈政冷笑道：「倒休提這

話！我養了這個不肖的孽障，我已

不肖；平昔教訓他一番，又有眾人

護持；不如趁今日結果了他，以絕

將來之患！」說著，便要拏繩來勒

死。王夫人連忙抱住哭道：「老爺雖

然應當管教兒子，也要看夫妻份

上。我如今已將五十歲的人，只有

這個孽障﹐必定苦苦的以他為法，

我也不敢深勸。今日越發要打死

他，豈不是有意絕我呢？既然要勒

死他，索性先勒死我﹐再勒死他！

我們娘兒們不如一同死了，在陰司

裡也得個倚靠。」說畢，抱住寶玉，

放聲大哭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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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段故事情節引發了某些參與者

之母親扮演犧牲奉獻角色的感受，有

的母親說這就是母性天職吧!。有的母

親說如果為了保護孩子，寧可申請保

護令來隔離老公。也有母親說她會帶

著孩子離家出走。有的母親則細數維

繫婚姻關係與親子關係間的處處為

難。還有人感嘆母親把孩子教好沒有

人讚美，但孩子出了錯，則過錯都算

到母親頭上。有人則認為王夫人太溺

愛孩子了。有人則說婦女嫁入夫家

後，平時在家都當個小媳婦的忍氣吞

聲，只能希望孩子日後當家後自己才

能過得好日子，所以當然會捨命保護

孩子。 

母性究竟是女人天職還是父權下

的產物，過去有許多的討論。Chodorow

（1978）曾提出「母職再製」的概念，

認為女性想成為母親的慾望並不是單

純的生物及社會功能，而是社會、文

化、經濟、之意識形態間複雜的交互

作用，是由社會建構推演至心理建構

之不斷循環的過程。但對多數人而

言，母職天性仍常為其慣性的思考模

式（Abbott & Wallace 原著，俞智敏等

譯，1995；蕭蘋、李佳燕，2002；莊

永佳，1998）。坊間出版的教養書刊及

各機構所辦之親職教育講座與親職教

育教材，亦多以母親為主要的對象，

並傳達著母親是教養孩子主要負責人

的文化訊息（莊永佳，1998）。母親進

行懷孕、哺乳、撫育和照顧等事務，

除了成為社會建構的一組活動和關

係，更成為一種社會身份的指稱角色

（邱育芳，1995）。透過「慈母」這個

頭銜，更歌頌與增強母親去認同承擔

教養子女責任的角色。 

因此母職相較於父職，功能與類

型更為豐富。母職之「慈」可在單向

度的教養類型中與「嚴」相對。例

Baumrind（1971）將教養類型分成權

威、民主、放任三個等級；Pumroy

（1996）將教養類型分成嚴厲、拒絕、

保護、忽視、放縱五個等級。Elder

（1962）將教養類型分成獨斷、權威、

民主、平等、寬容、放任、忽視七個

等級；Hurlock（1978）教養類型分成

權威、拒絕、保護、期待、接納、民

主、順從、偏愛、放縱九個等級。 

此外「慈」亦可當成愛或關愛而

另成一個向度，例如 William（1958）

以權威和關懷兩個向度將教養形態組

合成高權威高關懷、高權威低關懷、

低權威高關懷、低權威低關懷四類；

Schaefer (1959)以「關懷－敵意」與「自

主－控制」兩個向度將教養形態組合

成為自主關愛、為控制關愛、為控制

敵意、為自主敵意四類；Bronfenbrenner

（1961）以控制和支持兩個向度將教

養形態組合成為高控制高支持、高控

制低支持、低控制高支持、低控制低

支持四種類型；Maccoby 與 Mantin

（1983）以要求及反應二個向度將教

養形態組合成為開明權威（回應、高

要求）、寬鬆放任（高回應、低要求）、

專制威權（低回應、高要求）、忽視冷

漠（低回應、低要求）四種類型。 

「慈」更可解釋成為第三個向度─

「牽掛矛盾」，亦即母親理性覺得應該

這麼做，情感卻捨不得這麼做。人皆

熟知的「慈母手中線、遊子身上衣、

臨行密密縫、意恐遲遲歸....」詩句，

體現了母親與子女屆齡獨立時的分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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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慮。此外「牽掛矛盾」亦展現於明

知該確實要求子女的學業與品行，遇

到事情時卻因不忍而寵溺。加入此第

三向度進行教養類型分類的學者，包

括 Becker（1964）以「限制－溺愛」、

「溫暖－敵意」及「焦慮情緒的涉入

－冷靜分離」三個向度交織成縱容、

民主、神經質的焦慮、忽視、嚴格控

制、權威、有效組織、過度保護八種

教養類型；Baldwin, Kalhoun 和 Breese

（1995）以關懷與冷淡、民主與獨裁、

情緒參與與分離三個向度進行教養形

態的分類；Hetherington 與 Frankie 

（1967）以溫暖、支配、衝突三個向

度進行教養形態的分類；Margolies 與

Weintraub 以「接納－拒絕」、「心理性

自主－心理性控制」、「堅定控制－放

任」三個向度進行教養形態的分類。 

分析過去與親職教養有關的研

究，有非常高的比例都以親職教養的

類別當作研究的變項。其中又以單向

度居多、雙向度次之，以多向度教養

類型進行探討者則很少。現今學校的

學生基本資料 AB 表中有關家長教養

型態的題項，亦多以單向度三等級的

分類為主。然而家長自陳這些教養類

別，究竟能看出多少親職教育需求的

訊息？雖然複雜的親職因素模型陸續

被提出，如 Belsky（1984）提出父母

的人格特質、工作、婚姻關係、子女

特質及社會網路都會影響親職。此外

親職壓力變項也開始被用來檢驗親職

功能失調的狀況 (Abidin, 1985)。父母

效能系統訓練（Dinkmeyer & McKay, 

1976）亦經常的被使用在強制親職教

育的方案中。顯現親職及教養領域的

研究，不斷快速的發展與進步中，甚

至可稱為教育體系中的顯學。然而這

些大量的親職及教養相關的研究結

果，要如何被應用來告訴父母們在什

麼情況下該成為哪種教養類型？父母

該如何去調整自己在各個管教向度上

的位置，以適應當下教養的需求？再

者，雖然各類親職與教養的評量工具

大量與快速的被開發出來，這些評量

工具的題目是否真的能反映當今親職

教養的面貌，並反映到親職教育的需

求？由此，親職及教養的研究如何與

實務接軌，應是今後親職教育努力的

重要課題。 

四、結語 

過去有關親職教育與教養的研究

與探討，其實相當豐富。我們從中學

習到不同的社經背景、不同的家庭結

構、不同的子女性別、年齡、發展階

段、氣質與性格……等，都有其獨特

的教養模式。各級機關學校的親職教

育亦廣泛的探討了許多有關父母角色

的認同、兒童發展與心理的基本常

識、管教態度與方法、親子相處與溝

通的知能、家庭教育與學校教育的配

合、社會資源的運用、家長婚姻關係

的維繫與經營等議題。但教養方式應

不是一成不變的，如何將研究與實務

二者結合，讓父母能夠從根據各自的

生活經驗，因著事件、子女特質、時

間、空間等客觀因素調整使用不同的

管教方式將是未來的親職教育將面對

的挑戰。 

再者，親職教育最重要的目標究

竟為何？是要讓未來的主人翁成為

「海闊天空的一代」；還是要讓子女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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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民族的香火，讓每位未來的公民能

淑己成人、為民族的生存與興衰盡一

己之責?西方的個人主義觀與我國的

群體主義觀表現在親職教育的研究上

顯然仍未形成共識。美國聯邦以「入

學準備度」為其教育目標，然我國教

育的宗旨乃「以充實人民生活，扶植

社會生存，發展國民生計，延續民族

生命為目的」。而我國的教育宗旨不正

是過去千年以來我國透過家庭與家族

傳遞之教養觀嗎? 

當我們將西方的教養觀大量的移

植至國內時，希望未來也能更多加探

究華人的核心教養觀。筆者認為除了

使用自陳量表、觀察量表、調查問卷、

深度訪談外，「家書」的內容分析亦不

失為一種探究華人核心教養觀的方

法。親子間的書信往往包含了許多因

著家庭背景、時代背景、社會背景及

親子個別性格而不同的教養觀。華人

的教養觀應該被有系統的發掘，成為

最適合我們民族性的教養實務。最後

筆者以蜀國諸葛丞相之誡子篇，代之

為本文探討親職及教養之結尾。 

夫君子之行，靜以修身，儉以

養德，非澹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

以致遠，夫學須靜也，才須學也，

非學無以廣才，非志無以成學，慆

慢則不能勵精，險躁則不能治性，

年與時馳，意與歲去，遂成枯落，

悲歎窮慮，將復何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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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虎爸虎媽？論東西方父母參與之差異性 
龔心怡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副教授 

 

一、前言 

2011 年耶魯大學美籍華裔教授蔡

美兒（Amy Chua）出版了一本書：《虎

媽的戰歌》（Battle Hymn of the Tiger 

Mother），引發相當大的關注與討論，

書中比較了東西方教育與父母教養上

的差異，同年 1 月蔡美兒（2011）在

華爾街日報發表文章《為什麼華人媽

媽更勝一籌》一文，內容是該書的摘

要，回顧了她自己的教養方式，並闡

釋了她所認知的華美教育差異，她認

為 70%西方的母親若不是認為給予孩

子太多的學術壓力是不好的，不然就

是覺得父母需要讓孩子體會到學習是

有趣的。相對地，絕大多數的華人母

親會說他們相信自己的孩子可以成為

頂尖的學生，而且學術上的成就反映

了成功的父母教養方式，如果孩子在

學校的表現不佳，顯然父母並沒有克

盡職責。究竟東西方父母對管教與參

與上的認知真的有這麼大的不同嗎？ 

本文的重點並不在於掀起東西方

父母管教與參與方式的論戰，只是想

從差異的角度來探討東西方父母的參

與有何不同，在這些不同的參與方式

下對孩子可能產生的影響。本文首先

就學理觀點來論述不同文化下父母參

與的內涵；其次探究在東西方父母的

不同參與方式下對孩子的影響為何；

期望藉由本文之論述，在臺灣正大步

邁向十二年國教的教育改革之際，期

待父母對孩子的教育能有更多的彈

性，讓下一代的發展更多元，也更有

競爭力。 

二、父母參與的內涵 

在 Broufenbrenner（1979）生態系

統論的發展情境中，最內部的小系統

是指發生在人之週遭環境的活動和互

動，而存在於這個系統內，並影響著

孩子發展最顯著的角色就是家庭中的

父母，而家庭中最普遍也最廣為人知

的功能，乃是由父母對兒童和青少年

所提供的照顧及訓練，又以父母親的

參與（parental involvement）對學生的

學習、認知發展等影響最大。父母參

與是一個非常廣泛的概念，根據其操

作型定義的不同，對其定義也不盡相

同，研究指出「父母參與」這個詞的

使用是泛指各種不同種類的參與，而

父母參與也會隨著不同年齡層的孩童

或是感興趣的研究結果變項而改變；

也會因為父母能獲得資源的不同，而

產生不同的參與。一般而言，「父母參

與」這個詞包含了父母所使用各種來

幫助子女學習的方法，不論是在家庭

或學校情境中（Epstein, 2013）。例如：

父母對子女學業的期望與信念是一種

「父母參與」；父母在家中陪伴子女及

監督子女的功課和作業是一種「父母

參與」；父母與子女就學校經驗相互溝

通是一種「父母參與」；父母在家中為

子女創造一個支持性和具有文化刺激

性的環境（家庭環境的品質）也是一

種「父母參與」；父母提供學術上的資

源，例如：字典、書、電腦、教育性

軟體、家庭圖書館等更是一種「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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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 

若將這樣的概念套用在不同文化

背景的父母角色上，可以想見在強調

學術取向的華人文化社會中，父母參

與主要是強調父母對於和學校學習相

關的事物所抱持的能度，和其他可幫

助孩子達成其學業成就所給予的協

助，因此華人父母重視任何可以幫助

他們的孩子在學業上獲得成功的方

法，不論是父母的態度（例如：期望、

信念等）或是實行的手段（例如：監

督孩子的功課、提供孩子一個適合學

習的環境等）；相對地，西方父母的參

與不僅僅只涉及在學校的學業學習，

他們會以愛為出發點支持孩子的決

定，因此十分重視孩子的課外活動，

也比較鼓勵他們自由發展，相較於學

術導向的華人社會，西方父母對於孩

子學術上與其他方面的參與會一樣地

並重，也給予孩子較大的發揮空間，

同時也允許孩子有失敗的經驗。因此

不論是東方或西方的父母，他們的參

與方式實際上是多面向的，也唯有考

量父母參與不同向度的內涵，才能具

體探究父母參與對子女的影響。 

三、東西方父母不同參與方式下

對孩子的影響 

許多研究一致地指出父母在家庭

中對孩子的參與程度愈高，孩子的學

業成就也就會愈好，一項跨文化的研

究（Hong & Ho, 2005）就指出父母積

極參與孩子的教育早已被認為是提升

其學業成就的顯著因素，例如：父母

的信念與期望、正向鼓勵與增強、父

母的效能感、有利的設備及資源的提

供等，都對其學習成就有很大的助

益；然而在參與的方式與層面上，東

西方父母卻存在有許多各自不同重視

的面向，這些不同的參與面向想當然

爾是與文化背景的差異有著密不可分

的關聯。 

西方父母的參與方式會盡可能尊

重孩子的個別性，鼓勵他們追求自己

真正感興趣的事，不管是學術的或是

非學術的，並提供正面的支持與有利

的學習環境，他們認為不應該對孩子

的課業有太多過份的要求，而在這樣

寬鬆的（loose）的參與方式下，是一

種「愛的鼓勵式」所培養出來的孩子，

西方父母讓孩子決定自己未來要做什

麼，因而容易培養出孩子的自信心與

獨立性，西方的孩子勇於嘗試，喜歡

挑戰一切與勇於冒險的特質非常突

出，造就了孩子喜歡參加各類型的社

團，嘗試不同種類的運動，勇於表現

自我與尋求認同。換言之，西方教育

給予孩子充分的空間與自主權，讓他

們有更多機會去發展自我。 

相對地，華人父母的參與方式比

較聚焦在學術性的參與，他們認為只

要是為了讓孩子能獲取好成績，為未

來成功作好準備，為孩子的課業做出

犧牲也在所不惜，華人父母的參與方

式較為主導性與指導性，例如：他們

會在孩子獲取好成績時告訴孩子很為

他感到驕傲；會告訴孩子「勤能補

拙」，只要努力一定可以做好；也會直

接指導孩子的家庭作業，仔細檢查其

學校功課，甚至是自己動手幫孩子

做；他們抱持著「望子成龍，望女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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鳳」的心態，替孩子做很多決定。套

用蔡美兒（2011）在書中開章就言明

的心情：「我最害怕的事之一，就是家

道中落」，來類比絕大多數華人父母心

中的想法：「我最希望的事之一，就是

孩子在學校能得到好成績、未來能有

好工作」。這種高度期待的論點在在顯

示了東方父母抱持著勤管嚴教的教養

哲學，而在這樣的參與方式下會培養

出擅於唸書、考試的學生，但自主性

可能不足。然而不可否認地，這種「勤

管嚴教式」所培養出來的孩子會具有

專心、努力、勤勉等特質與好習慣，

也會了解事事都是需要努力付出，沒

有不勞而獲的事，這些觀念是別人拿

不走的，也能讓孩子一生受用無窮。 

綜上所述，西方父母的參與方式

比較留意孩子學習過程的感受，如果

孩子覺得興趣缺缺，父母會認為無須

過份強迫孩子持續學習；但在這樣放

任式導向的參與下，孩子是否也可能

因為缺乏方向，需要自行摸索而造成

無謂的虛耗，未能有更突出的表現之

憾？相對地，華人父母的參與方式會

偏向自認為清楚知道什麼對孩子是最

好的，所以希望孩子能照單全收他們

所提供的「學習菜單」；但在這種學業

第一的導向式參與下，是否孩子原先

存有的創造潛能和學習樂趣可能因此

而被扼殺呢？東西方的父母參與其實

各有其優缺點，如何截長補短，是值

得進一步深思的議題。 

四、結語 

教育其實沒有捷徑，適當的父母

參與應該不是一味地將孩子推向成功

之路，或自以為是的抱持著「為孩子

好」的心態而造成孩子的不快樂，事

實上不論是西方或東方的父母所展現

出的參與方式，都僅僅是在捍衛一種

自己所執著與認定的「教育價值」，而

以跨文化的觀點視之，這些參與方式

哪能以簡單的東西方來劃分呢？親子

天下雜誌（陳雅慧，2011）提出的看

法或許值得父母們深思：藉由虎媽風

暴所引起的東西方父母管教與參與的

不同，或許可以提醒臺灣父母在愈來

愈強調開放與愛的教育路徑前進時，

仍應強調擁抱挑戰和接受挫折是孩子

必修的功課；在愈來愈不強調威權式

管教的同時，也要將陪伴和督促孩子

視為自己的責任。不論是何種父母參

與的方式，應該都有所謂的普世價

值，過與不及都無法達到所謂的「中

庸之道」，任何的參與方式都是在鼓舞

著父母應該認真正視自己對孩子所可

能帶來的影響，方式沒有對錯，而是

追尋平衡的過程，因此天下父母們，

帶著你的信念堅定地走下去吧，這是

一堂終其一生都必須要謹慎面對的教

育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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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ents education or educate parents ? 
詹孟潔 

苗栗縣私立欣欣幼兒園執行長 

國立嘉義大學幼兒教育學系碩專班研究生 

 

「老師，你們這邊最早可以幾點

送來？最晚可以幾點來接？」（其實是

家庭主婦的媽媽問的。）「老師，你們

這邊很多蚊子耶！為什麼不把這整片

草坪換成假的塑膠草坪呢？」（其實是

夏天午後常見的大水蟻，而且現在小

孩已經越來越少接觸綠地和大自然

了！）「老師，我小孩跟別人不一樣！

所以他不需要在幼兒園吃早餐，還有

他不想講話的時候不要逼他！」（其實

是媽媽你跟別人不一樣。）「老師，你

們會紀錄我小孩一天喝幾次水，喝多

少水嗎？會每個小時提醒他們喝水

嗎？」（其實小朋友來園時已經大班下

學期了，應該具備基本的自理能力。） 

身為第一線接待家長的私立幼兒

園行政人員，來參觀的家長們提出的

問題往往千奇百怪，出乎意料！雖說

幼兒園是學前教育，主要負責的是教

育和保育「幼兒」。但從事幼教業越

久，越會覺得其實是家長們比較需要

再教育。時常感嘆難教的從來不是小

朋友，而是家長們！誠如邱舒璇

（1998）在十幾年前定義的親職教育

早已提及，親職教育是協助已為人父

母者了解自己的職責，提供有關兒童

發展的知識及正確的教育態度，以扮

演適當的職分。國外學者 Franz 和

Peterander (2000)也認為，親職教育主

要目的是在幫助家長學習有效且正確

的教養知能以增進親子關係，並鼓勵

家長多與老師互動，以提升親師合作

之效能並可提升教學品質。 

只是，從小我們學著如何讀書寫

字，學如何開車和學習各種技能。但

從沒有學如何當父母和如何教小孩，

畢竟這不是義務教育的範疇，而是一

種成人教育。林家興（1997）也提及，

親職教育是由正式或非正式的學校親

職專家所開設的終身學習的課程。學

前教育既為正規教育前最重要且不可

或缺的一環，更需要具體且如實的施

行親職教育，做好第一線的親職教

育。蘇秋愛（2001）認為幼兒園所推

動親職教育可以讓家長們認識並進一

步認同該園所的教育理念和方針，並

且了解自身的責任所在。常常我們可

以發現老師和家長們在孩子的教養方

法上產生的意見分歧或者甚至是衝

突，大多是因為對幼教理念缺乏全盤

的了解，進而對老師們提出不適當或

不合理的要求所造成的。又或者是因

為對幼兒園所因不了解而有了不信任

感，進而對園所的教育方式產生質疑。 

由此可見，親職教育不單單只是

班級老師的責任。私立幼兒園所的經

營者應積極把握辦理親職教育活動的

機會，向家長們宣導園所的教育方針

和理念，並更進一步介紹園所正在進

行的課程內容，建立園所和家長們之

間良好的溝通管道與正向的溝通方

式，獲得家長們的認同與支持。如果

可以在入園參觀的時候就積極了解家

長的教養觀念並開始溝通正確的幼教

理念，慢慢讓家長們大致了解親職教

育的意涵；如此雖不至於讓恐龍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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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不再恐龍，但至少不會是肉食性的

野生恐龍而是較為溫和的草食性家

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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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破親職教育推展的困境：論有效適切之親職教育方案 
張再明 

國立嘉義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教授 

 

親職教育係指一系列教導與支持

為人父母技能、情感、及任務的方案

（Einzig, 1996）。Mahoney 等人（1999）

也強調親職教育是由專家所設計的系

統性活動，在活動中提供父母與其他

主要照顧者教養子女的相關知識與養

育技巧，以協助孩子的發展與能力的

培養。我國家庭教育法施行細則（教

育部，2014）第二條中則界定親職教

育為增進父母職能之教育活動。上述

的定義中均不約而同指出親職教育是

有系統的活動或方案，其對象為父

母，但 Mahoney 等人將其他主要照顧

者亦包括在內，更能顧及行使親職者

除父母外尚有其他人（如隔代教養的

祖父母或寄養家庭的父母）的現實情

況。Harman 與 Brim（1980）主張親職

教育是有清楚內容、對象群體及目標

之有組織的作為，其目的在於增進或

改變父母角色的實踐。這項定義除強

調親職教育應有清楚內容外，更指出

其目的在於增進父母角色的作為。

Smith、Perou 與 Lesesne（2002）則認

為親職教育的目的除增進父母的行為

外，尚應促使子女有正向的發展。至

於 Harman 與 Brim 定義中所稱之清楚

內容，應可歸納出是教養子女的相關

知識與養育技巧，以及為人父母的情

感與任務。Hammer 與 Turner（1985）

更明確指陳親職教育係透過交流兒童

發展的知識及溝通彼此關係，以增進

理解、提供另類的育兒模式、學習新

技能，及協助獲取社區所提供的服

務，進而正向影響家庭的滿意度和運

作。 

綜上所述，親職教育是由專家設

計的一系列有系統的教育活動或方

案。係以父母或主要照顧者為對象，

提供兒童發展及教養的知識、技巧，

及為人父母的情感與任務。其目的在

於增進或改變父母角色的實踐，以協

助孩子的發展與能力的培養，並正向

影響家庭的滿意度和運作。 

有鑑於親職的實踐對於子女、父

母本身，甚至社會均有長足且深遠的

影響，世界先進國家莫不重視親職教

育的推展，且將其納入公共政策與公

共投資之列。我國早在 1943 年即頒布

「各級學校辦理社會教育辦法」，規定

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得依社會實際需

要辦理親職教育，復於 1982 年發布的

「國民教育法施行細則」中規定學校

輔導室應辦理親職教育，而 2003 年公

布的「家庭教育法」更明訂高級中等

以下學校應會同家長會辦理親職教

育。經過多年推展親職教育的結果，

檢視其成效似乎未臻理想。分析其問

題所在，缺乏有系統的規劃；推展地

區偏重於都會區；推展深度與持續度

不足；父親的參與率偏低；甚少顧及

高危險群父母；及甚少考量多元文化

的差異等，固然都是其可能的原因，

但缺乏有效且適切的親職教育方案應

為關鍵因素。 

有效的親職教育方案能增進父母

及主要照顧者的親職知識、技巧及情

感，進而提升其踐行親職的成效；反

之，無效的親職教育方案除浪費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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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經費與社會成本外，尚且有負面

的 效 果 。 Patterson 與 Chamberlain

（1994）即指出如果父母接受了未經

驗證且無效果的服務，他們可能會認

定這些處遇無效，因而不再尋求參與

其他的親職教育方案。 

有效的親職教育方案必須提供其

有成效的證據，亦即必須是以「證據

為基礎」（evidance-based）的。所謂以

「證據為基礎」，根據 Small、Cooney

與 O'Connor（2009）的看法，須是透

過嚴密及同儕審查的評估檢證其確有

效果，並經政府機構或有聲譽的研究

單位予以認證。Turner 與 Sanders

（2006）亦指出所謂有「實證基礎」 

(empirically based)或有「證據為基礎」

係指經過嚴密之成效研究的。國外研

究顯示雖然親職教育方案為數不少，

但經過正式評估過的方案並不多，其

中以嚴密研究為基礎評估過成效的方

案則更微乎其微（Taylor & Biglan, 

1998; Weisz, Weiss, & Donenberg, 

1992）。檢視目前臺灣的親職教育方

案，能稱了上是以「證據為基礎」的

有效方案，恐怕更是鳳毛麟角。 

親職教育方案除提供給一般的父

母外，更應針對「特定對象」的父母

研發特定方案，以符應其特殊的需

要。通常，一般性的親職教育方案的

對象是所有的父母，目的在於讓父母

了解身為父母的義務和責任，及如何

透過適當的教養能提供子女最佳的發

展機會；其性質屬於預防性的宣導，

著重於使父母能為其職責預作準備。

至於「特定對象」，Smith、Perou 與

Lesesne（2002）將其界定為是符合特

定的標準，必須進行某些的處遇，否

則將會置身於發展問題的危機。諸如

家有特殊兒童（例如身障）或表現出

負面親職行為（例如兒虐）的父母，

甚至低社經地位、青少年犯罪、問題

兒童行為、及青少女未婚懷孕家庭的

父母均包括在內。這些特定的父母都

有不同類型的親職困境，一般性的親

職教育方案勢必無法滿足其需求，實

有必要針對其特殊需要發展出特定的

親職教育方案。  

親職教育的相關文獻指出最為有

效的方案是能明確聚焦於親職技巧及

發展知識的方案（Powell, 2005）。檢視

各項對親職教育方案評估的報告均發

現，有充分的證據顯示以親職技巧為

主的方案確有成效，亦即提升親職技

巧對父母及子女均有良性的效果

（Moran, Ghate, & van der Merwe, 

2004）。換言之，親職教育方案若能著

重於父母監督、溝通與情感表達的技

巧，以互動方式（例如角色扮演），提

供父母演練這些技巧的機會，不僅能

提升親職踐行的效益，更有助於子女

的正向發展。雖然研究證實親職技巧

方案的有效性，但目前國內親職教育

的推展，仍以講座的型式居多，內容

大都是親職的宣導及教養訊息的提

供，鮮少有親職技巧的演練。推究其

因，缺乏親職技巧為主的方案應是關

鍵。 

總而言之，親職教育的推展欲有

成效，有效且適切的親職教育方案是

關鍵因素之一。目前國內經實證研究

評估有效的親職方案為數甚少，而以

特定父母為對象的方案則更微乎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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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有關單位似有必要加以正視，積

極規劃研發，以為推展親職教育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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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職教育的困境與展望 
牟嘉瑩 

臺北市力行國小教師 

鍾孟廷 

臺北市再興國小教師 

 

一、前言 

「家庭」是人類第一個學習場所，

父母則是人的一生中最早的啟蒙老

師。隨著工商業發達，資訊蓬勃發展，

現今社會已不再像過去農業時代單

純，孩子時常隨著外界因素的影響而

感到迷惘甚至誤入歧途。美國童星麥

考利克金以《小鬼當家》系列電影而

走紅，成年後卻多次因吸毒、酗酒等

負面新聞登上媒體版面。小鬼當家的

導演也曾感慨的表示後悔當年選了麥

考利克金當男主角，因為他沒有健全

的家庭支撐，容易在四處充滿誘惑的

演藝世界迷失自我。由上述的例子可

以知道家庭教養功能的重要性。如今

少子化的問題漸漸浮上檯面，父母要

教養的孩子其實比以前少了很多，可

是親子之間劍拔弩張的關係時有所

聞，為何教養的問題不減反增？大部

分的父母親承襲上一代的教養方式來

面對他們的孩子，結果卻是事倍功

半，親子關係疏離。正因為如此，推

行親職教育的工作是刻不容緩的，任

何時代每個人都應該要學習當個稱職

的好父母。 

二、親職教育的困境 

 近年來，親職教育逐漸受到重

視，親職教育專刊與書籍也隨手可

得，學校等教育單位也會定期舉辦一

些親職宣導活動或請親職教育專家來

分享，然而儘管親職教育的重要性已

眾所皆知，但親子關係的衝突和緊繃

卻仍在發生，在親職教育方面仍有進

步的空間。而目前學校在推行親職教

育所遭遇的困境，有以下三個面向： 

(一) 家長態度方面 

 家長親職功能愈低者，參與親職

教育活動的意願愈低，這是學校實施

親職教育最感困難之問題。通常家庭

功能不彰，孩子在學校可能伴隨著學

業成績不佳、人際關係差、適應不良、

違反校規……等問題行為，而家長在

得知孩子有以上問題，需要家長進行

協助或增進教養職能時，通常會以要

維持家庭生計而無法參加，或是覺得

因為以上這些理由而被邀請參加親職

教育很沒面子因而婉拒，甚至是根本

不關心家庭教育的問題，因此最需要

親職教育的家長卻不能參與，是親職

教育最根本的問題。 

(二) 學校行政方面 

1. 活動內容欠缺完整性 

 學校在進行規劃親職教育時，通

常是設計專題演講、學校日、親師座

談，雖然活動盛大但其實結構鬆散、

流於形式，對家長較難有實質上的幫

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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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行政單位權責不明且缺乏協調溝

通 

「國民教育法施行細則」第 17 條

規定，輔導室需辦理親職教育事項，

因此學校將親職教育的相關業務便交

由輔導室來負責，然而親職教育的範

圍甚廣，舉凡團體諮商輔導、課程設

計、政令宣導、活動場地安排，如果

沒有全校行政動員起來，勢必窒礙難

行（許鶯珠、黃玲蘭、丁介陶，2004）。

然而平日行政人員處理突如其來的公

文和各式各樣的大小活動已讓他們疲

於奔命，更遑論為親職教育召開籌備

會議進行處室橫向聯繫，最後只能被

動應付。 

(三) 政府政策方面 

1. 法規缺乏強制性 

 學校辦理相關親職活動時，常會

最需要來的家長沒來，或是參與的家

長很少的窘境。其原因和家長的教育

背景、城鄉差距、隔代教養、以及社

經地位等因素有關，而缺乏強制性，

也是讓家長不參加親職教育的因素之

一。因此，學校有關人員只能藉著熟

悉相關法規並善用資源，以鼓勵更多

家長參與親職教育活動。 

2. 經費不足 

 雖然家庭教育法給予學校推行親

職教育的法源基礎，但法令對於學校

執行績效或教師實質的獎勵不夠完

善，對於經費項目也無具體規定，學

校常在經費拮据的情況下草草辦理親

職教育，家長參加完這樣的活動，下

一次就更不會來了，如此惡性循環之

下，實在不利於親職教育的推展。 

3. 家長出席困難 

 工作及辦理時段是影響家長參與

親職教育主要因素（邱華鑫，2008）。

有些國家制定了相關政策來支持家長

參與學校的親職教育，規定家長服務

公職機關則可以請公假；服務於私人

單位者也能請不扣薪的特別假（蔡秋

雄，2003）。因此，相關部會應制定適

當政策或法令來鼓勵家長出席親職教

育活動。 

三、親職教育未來展望 

(一) 預防勝於治療 

 親職教育的功能與必要性在許多

國內外的研究中獲得肯定。沒有人一

出生就能當一個專業又稱職的父母，

因此讓學生在為人父母之前，學好親

子間的溝通技巧、正確的家庭觀念，

是做好親職教育的第一步驟。因此，

親職教育應融入正式課程之中。 

(二) 提供適性的親職教育 

 親職教育的研習內容，應視父母

的需要，以及心理衛生預防層級而

定。親職教育的主題可以就社區家長

的需求來調整，不同社區背景的家長

可能會有不同的教養困難或盲點。親

職教育不是一套公式，應該考慮時空

背景，因地制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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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親職教育需長期有系統的經營 

 例如，學校在設計專題講習時，

最好能將一學期的行事曆和主題規劃

好，讓家長能盡早排定行程，甚至在

進行親職教育活動的前兩周，發問卷

詢問家長在家庭教育是否有相關問

題，該場講習的主講人可以事前針對

問題現場給予家長回饋，也可以免去

家長在講習現場要提問的尷尬，有提

問的家長也會期待主講人的回應因而

提升出席率。家長間應鼓勵互相支持

與回饋，讓親職教育不是只能在學校

落實而是能在社區中發揮影響力（劉

金蘭，2005）。而中央教育主管機關也

應成立親職教育的研究與推廣機構，

讓需要的民眾也能進行諮詢和獲得相

關資訊。 

(四) 主動代替被動 

 舉辦親職教育活動最擔心該參與

的家長不參與，這時校方應化被動為

主動，主動關懷、積極輔導、必要時

介入，讓家長感受校方的誠意和用心。 

 

 

 

 

四、結語 

 每個人終其一生都與家庭息息相

關，家庭教育是每個人終身都需要學

習的課題。而親職教育更是聯繫家庭

教育與學校教育的橋樑，學校在推行

親職教育時，應考量到家長的需求來

規畫活動內容，以期家長能獲得實質

的收穫。也希望社會媒體能多宣導親

職教育的重要性和相關知識，讓親職

教育能從小紮根。 

參考文獻 

 邱華鑫（2008）。臺北市國小學生

家長對親職教育的認知與參與需求之

調查研究。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教育

政策與管理研究所。 

 許鶯珠、黃玲蘭、丁介陶（2004）。

中學階段的親職教育-創造三贏的親職

教育。臺北：心理 

 蔡秋雄（2003）。家長學校-參訪廣

洲第十六中學親職教育的省思。師說

月刊，2，72-75。 

 劉金蘭（2005）。臺中市托兒所幼

生父母教養取向、參與親職教育與親

職教育安排期望相關性之研究。中國

文化大學青少年兒童福利研究所。 

 

 

 

javascript:document.frmSimpleSearch.query.value='title:%22臺北市國小學生家長對親職教育的認知與參與需求之調查研究%22';document.frmSimpleSearch.submit()
javascript:document.frmSimpleSearch.query.value='title:%22臺北市國小學生家長對親職教育的認知與參與需求之調查研究%22';document.frmSimpleSearch.submit()
javascript:document.frmSimpleSearch.query.value='title:%22臺北市國小學生家長對親職教育的認知與參與需求之調查研究%22';document.frmSimpleSearch.submit()
javascript:document.frmSimpleSearch.query.value='contributor:%22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教育政策與管理研究所%22';document.frmSimpleSearch.submit()
javascript:document.frmSimpleSearch.query.value='contributor:%22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教育政策與管理研究所%22';document.frmSimpleSearch.submit()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15，4（12），頁 21-22 

 

親職教育問題  主題評論 

 

第 21 頁 

親職教育問題之我「見」 
許淑靜 

嘉義縣私立東明幼兒園園長 

 

一、前言 

父母親是孩子第一個學習的對

象，為人父母者的言行舉止，看在孩

子的眼裡，有著莫大的影響，身為父

母者應給予孩子立下美好的典範，可

謂是「身教重於言教，上行下效」；但

在現實的生活中，發現，父母親面對

孩子的管教因執行時不夠堅持，以至

於說的是一套，做的又是一套，在「說」

「做」之間給孩子無標準可遵循，衍

生一個問題－「現在的孩子真難教」，

殊不知「解鈴還須繫鈴人」，父母親對

於親職教育的問題要把持正確的態

度、觀念及正向管教的堅持度。 

二、為什麼小孩「難教」 

(一) 3C 產品取代親子互動 

隨著經濟的進步，科技產品的盛

行，生活環境越來越好，提供給孩子

的玩具也越來越多元，親子的關係從

早期的威權教育轉化變成現代民主平

等模式；這也意謂著父母親與孩子間

距離更加拉近；但事實並非如此，反

而親子間距離漸行漸遠。 

根據筆者的觀察，現在的父母對

於孩子教養堅持度不夠，往往經不起

孩子的哭鬧而妥協。筆者有一位在大

學任教的朋友，夫妻倆對於孩子的教

養也非常的重視，親子間的互動採民

主對等的溝通模式，表面上看似相安

無事；但當這對朋友夫婦在忙碌時，

二歲的女兒即會吵著父母陪伴，在吵

鬧之間父母選擇給予手機安撫孩子的

情緒，最後手機成為代理父母陪伴孩

子。 

(二) 父母的不良示範 

另有一次與女兒在餐廳吃飯，鄰

桌有一對夫婦帶著一位大約三歲大的

小女孩一起用餐，這位小女孩坐在兒

童餐椅上不是在用餐，而是餐椅上放

著一碗飯及一支手機，小女孩滑著手

機根本不吃飯且手機的聲音很大聲，

坐在身旁的媽媽直嚷著「不要玩了，

趕快吃飯」，小女孩繼續玩著手機，這

時我家女兒按耐不住了，就對著鄰桌

的小孩說「手機聲音可以關掉嗎？」

不料其父母對著我們破口大罵三字經

且說「這是你家喔！要你管！」，更妙

的是這位小女孩也學著爸媽罵了起

來。唉！上行下效，上樑不正下樑歪

呀!難怪說「現在的孩子真難教」。 

(三) 太過注重認知學習 

華人的教育著重認知方面的學

習，忽略了情緒教育及社會互動的重

要性。筆者認識一對年輕夫婦生了一

個兒子，小男孩出生即由退休的阿公

阿嬤照顧，阿公阿嬤很用心照顧這個

小孫子，教他數數（正數序及倒數

序）、認字（中文字及英文字），一歲

多就會數數到 1-200、會看日曆、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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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母倒背如流盡是一些認知方面的學

習，表面看來這孩子實在真棒！因所

處的環境都以大人居多，太過著重認

知的學習，忽略孩子的情緒教育，直

到四歲就讀幼兒園了還不太會與同儕

互動；也因為超齡的認知學習導致事

事堅持自己的想法，稍不順心就以大

哭來表達，家長也以「妥協」來收場。 

三、解鈴還須繫鈴人 

不論是 3C 產品取代親子間的互

動或是父母不良的言行以及過度注重

認知的學習，在在都衍生親職教養的

問題。父母親知道問題的存在卻不去

正視面對，而只會說「現在的孩子真

難教」或是把責任推給學校教師。孩

子是自己親生的，血液裡留有自己的

基因，孩子難教是基因不好還是生親

父母『用心度』不夠？莫再推卸責任

了，自己的孩子自己教，解鈴還須繫

鈴人──父母親。 

四、結語 

親職教育的問題，都須要父母親

落實於生活中，出於愛的緣故必須「愛

在堅定中」，勿因孩子的持續吵鬧而不

耐煩的妥協，要知道，孩子是自己生

的，潛藏自己的基因並且青出於藍更

勝於藍，「妥協」只是更堆疊孩子跟父

母親對抗的能力；也莫只給予孩子認

知方面的學習而忽略孩子社會化行為

及情緒方面的學習。親職教育的問題

父母親須承擔起責任「多聽」、「多

看」、「多學習」，為孩子立下管教的界

線，言行舉止樹立典範，孩子就會越

來越好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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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職教育的實踐經驗 
廖永靜 

國立嘉義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兼任副教授 

 

筆者長期從事親職教育工作，包

括傳遞親職知識，帶領家長團體的互

動與心靈成長體驗，並且在社區做家

長親職困境的諮詢。本文乃是個人在

親職教育之實踐經驗的反思。茲分別

從兩個面向敘述：其一，親職教育的

內涵，其二，親職教育的過程。 

一、親職教育的內涵 

「我要提供家長甚麼幫助？」這

是親職教育工作者的第一個提問。在

跟家長接觸的過程中，筆者發現家長

最感到頭痛的孩子行為問題是：孩子

的行為很被動；孩子對功課沒有興

趣；孩子整天沉迷網路，消耗青春歲

月；在孩子進入青春期後，親子之間

關係緊張，衝突不斷；成年子女在學

業上有很高的成就，卻成為宅男

（女），躲在家裡「啃老」。總之，父

母與孩子似乎都很痛苦。筆者也發

現，許多家長對於孩子的學習能力與

績效，過於緊張。諸如：擔心孩子該

學的功課或能力沒有跟上去，因而逼

迫孩子參加學業與才藝上的「補習」。

擔心孩子行為規矩不好，會變壞，所

以給孩子額外的「讀經」或「道德教

育」。至於許多經濟弱勢的家長，對於

怎樣當父母，深感疑惑與缺乏自信。 

孩子是父母的一面鏡子，筆者從

孩子的行為困境，瞥見父母的親職行

為難題，從而架構親職教育的內涵，

分述如下。 

(一) 讓家長明辨親職角色的界線 

「哪些是父母該做的事情？」此

乃家長首先要弄清楚的問題。許多父

母不清楚自己該做些甚麼，以致該做

的沒有做好，不該做的卻撈過界。孩

子對家庭的觀感，塑造其自我認同。

孩子在一個家庭系統內的自我感知，

有助於孩子確認跟家庭系統的關係--

既是分離的又是參與的。若是缺乏明

確的界限，可能會影響孩子定義自我

的 能 力 （ Baron & MacGillivary, 

1989）。 

紀伯倫在《先知》（Gibran, 2010）

書中指出：父母是弓，孩子是在弦上

等待飛出的箭矢。那射者（或可稱為

高層心靈），瞄準無限之旅上的目標，

用力將你彎曲，以使他的箭迅捷遠

飛。讓你欣然在射者的手中彎曲吧；

因為他既愛飛馳的箭，也愛穩健的

弓。Maslow（1969）提出需求層次理

論（hierarchy of needs），認為人們有六

個基本需求，其層次由低到高，分別

為：「生理」、「安全」、「隸屬」與「愛」、

「自尊」、「自我實現」與「自我超越」。

前面四項，孩子的需求依賴父母給予

滿足，至於後兩項，孩子會自我激勵。 

總結上述，筆者認為，父母的角

色包括「滿足孩子身心靈的需求」與

「訓練孩子的紀律與能力」，前者為必

要，後者為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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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滿足孩子身心靈的需求，

是父母的核心責任，是必需要做的事

情。例如：讓孩子飲食正常，適度運

動與放鬆休息，保持身體健康；這是

在滿足孩子的生理需求。愛孩子，在

溝通時滋養孩子的情感；在操場、在

沙灘，跟孩子共享快樂童年；讓孩子

感覺家庭的溫暖，有充分的安全感，

並保護孩子的自尊；這是在滿足孩子

的心理需求。在心靈深處感謝與祝福

孩子的誕生，在語言與眼神裡，發自

內心真誠的、無條件的接納、賞識與

信任孩子；這是滿足孩子的靈魂需求。 

其二，訓練孩子的紀律與能力，

是父母的次要責任；這只是輔助的角

色，孩子才是主體。孩子的行為要有

規矩，作息要正常，學業能力提升，

這是可以訓練的。這方面是屬於文化

層面，沒有絕對性。何況，只要孩子

的身心靈正常發展，他們自然會自動

自發的自我展現，或稱「自我實現」。

就此層面而言，父母的責任是提供孩

子去展現的舞臺。 

筆者發現，許多父母抓不準親職

行為的界線，注意力全部擺在次要

的、輔助性的角色，也就是要求績效

表現，忽略了身心靈需求的滿足，造

成孩子人格發展不健全，行為脫序。 

(二) 提醒家長重視孩子的生命品質 

「我要培養甚麼樣的人才？」這

也是許多家長不太清楚的地方。筆者

發現，多數家長對子女的期待，是守

規矩、乖、聽話。因此，父母管教嚴

格，怕孩子變壞。似乎我們不重視孩

子有好的生命品質，諸如要快樂啊！

要會生活喔！要能好好的玩哪！這種

偏重道德教育（moral education），而

忽略品格教育（character education）的

結果，可能造成對孩子心性的過度壓

抑，成為「宅男（女）」、「媽寶」。 

道德乃是社會集體的善轉化為具

體行為準則，其目的是要進行社會控

制（social control），以便獲得社會秩序

（Hirschi & Gottfredson, 2005）。在傳

統社會，道德教育偏向權威控制與懲

罰（外控力量）。事實上，人並非機器，

有其先天氣質、品質。品格教育除了

道德教育之外，還包括個人內在品質

的啟發。這種個人品質是先天的，所

謂良知良能；例如：愛、喜悅、和平、

寧靜、勇氣等。品格兼顧社會道德與

個人品質。道德對行為的限制要具有

約束效果，尚依賴個人的內控力量，

願意自我約束。 

若是父母重視道德教育而忽略個

人內在之聲，將容易採取權威控制與

體罰手段，讓孩子產生恐懼、順服，

壓抑自我（Fromm, 2015），所以孩子

的行為流於消極、被動。孩子行為的

善，是在討好父母；而所謂的惡，是

指不服從權威。當自由受到封鎖之

後，便會把人類的本能轉向自身，產

生破壞性的衝動，例如仇恨、殘酷、

迫害、甚至自殘。孩子會反抗，但是

「戰役」不易成功，會留下傷痕（憂

鬱症、躁鬱症等精神官能症的重要原

因）。當一個人處在正向、溫暖、充滿

支持的環境中時，會產生內在的自適

之感、正當之感。感覺「對」了，行

為也會「對」。教育在於讓孩子學習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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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自己的聲音，藉著它的呼喚，獲得

真正的自我，並對環境條件做出正確

判斷。其實，「乖孩子」不見得是好孩

子；人類真正的行為問題是盲目服

從、屈從，聽不到自己的聲音，不懂

得真正愛自己。 

(三) 提高親子溝通之效能 

筆者發現，許多家長跟孩子說話

的質量都很低。父母可能太忙，沒時

間陪伴孩子，忽略親子關係的建立，

或沒有學習如何有效溝通。 

在此舉個例。小明跟媽媽說：「媽

媽，我今天數學考試的成績不及格。」

媽媽回應：「你就是不夠努力，活該！」

小明低著頭，接不上話了。這樣的溝

通狀況和親子關係都很糟。為什麼？

只要家長願意靜下心來，仔細檢討自

己的溝通習慣時，將會發現有兩個地

方值得省思。第一，在她的記憶裡有

個隱藏的溝通模式，叫做「批評式溝

通」，只看到孩子的問題和缺點；第

二，母親急著要處理事情，所以忽略

了孩子的心理感受。上述媽媽的回應

可能創造更多的麻煩。例如：孩子可

能會因此拒絕溝通、拒學、討厭學習、

退縮，甚至可能產生身心疾病。更重

要的是，孩子默默把整個負向的溝通

情境和模式複製下來，無形中成為他

以後與人接觸的準則：會經常責備別

人，並批判自己。筆者會引導父母做

三項練習： 

其一，父母要修改「批評式溝通」

的模式，這是我們習而不察，從小到

大的記憶，每當遭遇類似情境時，就

自動投射出來。這種溝通姿勢是「上

對下的」、「嚴肅的」、「講道理的」、「容

易動怒的」、「我永遠是對的」（Berne, 

1964）。家長常認為批評孩子是為他們

好，殊不知這將不斷地挫傷孩子的信

心與尊嚴。我們應調整為「肯定式溝

通」的模式，這種溝通姿勢是多說

「Yes」，且用輕鬆、活潑的態度，更

多鼓勵話語和討論空間。 

其二，將溝通的重心擺在情緒

上。父母可以先傾聽孩子的心聲，了

解孩子的緊張，或許是因為考試成績

差而覺得自卑；同時，父母也要了解

自己的壓力，可能是擔心孩子功課差

會影響前途。經過放鬆、反省與轉念，

然後對孩子說：「孩子，你會難過嗎？」

「你遇到挫折真讓人心疼，但我知道

你已經很努力了。」這樣的話語就像

春天的陽光和雨露，滋潤著小草。當

孩子抬起頭來繼續問：「我是不是很

笨？」「不，我覺得你很聰明，因為今

天你把腳踏車修理好了。」這樣的互

動所帶出的，是何等美好的親子關係

啊！ 

其三，要學會傾聽。傾聽有心理

治療的功效。聽見（hearing）是個被

動的生理過程，而傾聽（listening）則

涉及深層的心理因素。說話時包含語

言與非語言的訊息，所以我們需要「第

三只耳朵」，聆聽言語表達的真正含

意，尤其在衝突時，能用體諒的態度

傾聽孩子的話語，不因被指責而惱羞

成怒，並試著冷靜調整自己的思緒，

將孩子所說的負面話語，理解正面的

語意（Thompson,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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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幫父母做身心靈減壓 

許多父母的親職壓力很大，並轉

嫁到孩子身上。有時候，乖孩子所承

受的壓力可能更大；致使不少學業成

就高的成年子女，在進入青春期之

後，爆發精神疾病。 

臺灣兒童暨家庭扶助基金（2015）

公布「親職狀況調查」，發現 6 歲以下

幼兒照顧者中，七成三會因親職壓力

或情緒狀況而對孩子有直接不利影

響，其中包括八成三幼兒照顧者會在

遇到難以照顧的孩子時出現大聲斥責

的行為，五成七會對幼兒打手心或屁

股，只有三成五會在碰到照顧問題時

向家人或專業人員求助。該報告並指

出，近 70%實務工作者表示，照顧者

會將負面情緒發洩在孩子身上，76.3%

會對孩子管教過當，其中 83.66%會大

聲斥責兒童，57.19%會打手心或屁

股，31.76%會拉扯幼兒。86.9%實務工

作者表示，現今生活環境和條件會讓

照顧者有壓力和負擔，93%認為照顧者

需加強親職知能，34.87%認為照顧者

無法意識到獨留孩子的嚴重性。因

此，學習如何釋放親職壓力，乃是親

職教育的重要功課。 

處在當今社會，忙碌變成一種普

遍現象。一般人平常很少有機會可以

和平的、靜靜的跟自己在一起。人類

本是一種「能量體」（energy being）

（Taylor, 2008）。身體只是個布偶。舞

臺上走跳的布偶是由於有人用手的力

量支撐它。相似的情況，人的身體需

要內在能量支撐。有些人神采飛揚，

享受生命中的豐盛、喜悅和滿足。有

些人意志消沉，思想灰暗，情緒低落。

這都取決於內在能量。因此，有智慧

的人，會保持精神力的振奮。一個人

若是生命的振動頻率低，那就需要做

一些修練，例如「向內觀看」的功夫

（Peirce, 2009）。父母本身需有這般體

驗，然後才有可能將正向情緒與生命

品質分享給孩子。 

二、親職教育的實施過程 

學校教育需要家長參與，而親職

教育具有關鍵地位，尤其針對弱勢家

庭。根據國語日報資訊導航網站的報

導（張彩鳳，2015）指出，「學校普

遍面臨家長參與低落、補助經費設限

等難題。親職教育的作法有待提升與

鬆綁，才能讓學校盡情施展。」該文

訪談學校主辦人員，可以發現，當前

學校的親職教育方式，似乎著重由上

對下的演講方式。某國小的輔導室主

任表示： 

開始舉辦親職講座時，心中很

矛盾，明明知道純粹的講座很難吸

引人，甚至有時孩子坐不住而吵

鬧，但為了教育家長，只好想出一

些吸引家長的妙方，例如送米粉、

小禮物或是生活上的實用小禮

品，果然奏效（張彩鳳，2015）。 

如何實施親職教育？Miller 和

Seller（1990）提出三種方案設計的觀

點：（1）傳遞（Transmission）：主要為

辦理講座，提供家長關於親職的理性

信念與知識。（2）互動（Transaction）：

夥伴透過討論等互動式活動，將知識

應 用 於 問 題 解 決 。（ 3 ） 轉 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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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formation）：親職教育是要催化

個人的變遷，獲得反省、澄清、改變、

成長。根據筆者的經驗，這三種過程

可以兼容並蓄。 

(一) 提供父母理性的教養知識 

大部分家長的教養態度與方法，

多半沿襲上一代。親職教育之所以必

要，是因為社會變遷，家長不宜故步

自封。知識是一種力量，親職教育有

啟蒙的作用，讓家長知道父母的教養

行為有更多的選擇。例如，認識兒童

及少年的心理；明辨親子之間的角色

分際；了解溝通技巧；有效紀律訓練

的方法等。 

就這方面而言，演講是一個有效

的方式。此外，透過定期發行的「通

訊」文件，以及在學校開闢「家長諮

詢室」，事先預約時間，可以提供家長

個別親職議題的諮詢。 

(二) 讓家長互動、討論，拓展經驗 

親職教育的專家透過催化技巧，

讓父母成原有足夠充分的時間進行開

放式的、以成員為主體的討論。成功

的方案應該具有充分的經驗內涵。討

論活動提供父母檢討舊信念的機會。

這 是 一 種 「 團 隊 學 習 」（ team 

learning），或是一種「討論團體」（study 

circle），透過對話來學習。在討論團體

中，所有成員的觀念都被考慮，並都

有機會傾聽、對話或提出不同意見。

因此，成員可以學習表達與聆聽，建

立自信，建構知識。 

團體談話是一個愉快、沒有壓力

的體驗，每人的意見都有機會被別人

聽見，同時他也能認真聽見個人的聲

音。此外，也可以進一步採取批判思

考的親職教育活動，諸如個案探討、

角色扮演、風險情境模擬、藝術活動

等，協助父母反思過去的親職經驗，

以及察覺新的、更深入的親職行為。

在此高度的支持網絡中，可以緩衝父

母的負向教養行為（Landry, et al., 

2001）。 

(三) 提供家長意識拓展與紓壓的機會 

Fonagy, Gergely, Jurist, 與 Target

（ 2002）提出家長的「反映功能」

（reflective functioning）此一概念，認

為，若是家長能夠了解自己與孩子的

心理狀態，就可促進有效溝通。筆者

發現帶領「靜心」活動，對於紓解壓

力，反省信念，深具效果，因而能發

揮反映功能。 

「靜心」活動是一種深層次的練

習，深入意識的核心。當頭腦的邏輯

思辯停止時，將進入純意識（pure 

consciousness）狀態。純意識，是一種

內部覺醒的寧靜狀態，一種放空的境

界。純意識不被文化或智慧條件所制

約，是一種單純的跨文化的普世的基

本精神心理狀態（Alexander, 1988）。

這種內在經驗，深入意識的核心，是

內心靈明的狀態，諸如放鬆、寧靜、

清醒、警覺、覺知。 

筆者採用「靜心法」引導夥伴深

入意識核心。其方法是：邀請夥伴閉

上眼睛，透過音樂的催化，引導夥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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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內我世界，清理信念與情緒。茲

舉例說明（下述引導語可以隨著課程

目標的需要而做調整）： 

「（音樂）……請舒服的坐

著（或躺下）……靜下心來……

閉起眼睛……深呼吸數次……

把注意力放在鼻尖……然後慢

慢往上移動……注意力觀照頭

髮……觀照全身……感覺身體

很放鬆……感覺身體很重…感

覺很舒服…感覺身體往下

沈……往下沈……很放鬆……

很舒服……感覺手很重……像

棒子掛著……感覺腳很重……

像木頭一般……感覺全身放

鬆……很舒服……往下沈……

太陽下山了……夜幕低垂……

四面寂靜…聽到小蟲的叫

聲 …… 滿 天 星 星 …… 很 寧

靜……很舒服…（放鬆五分鐘，

只流音樂，沒有指導語）……現

在，請慢慢的把注意力放在身體

上。來，深呼吸兩次， .…..吸

氣 ...…吐氣 ...…注意力放在手

上，輕輕的動一動手...準備要張

開眼睛了...…」 

當我們張開眼睛時，看到「被觀

看者」，閉上眼睛，我們看到那「觀看

者」自己。所以，閉起眼睛，跟自己

和平相處，是最基本的反省修練功

夫。若剛開始閉起眼睛的時候，成員

的思緒很難平靜，雜念很多，或是情

緒持續波動，帶領者可以引導夥伴以

「超然的旁觀者」姿態，以放鬆、不

努力的態度，用內在的眼睛「觀看」

內外環境的任何訊息，即可慢慢地平

靜下來。 

總之，親職教育需要是「人際的」

（inter-personal），也就是成員的互動

與討論；同時也需要是「內我的」

（ intra-personal），也就是跟自己獨

處，深入內在，整理自己的情緒與信

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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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推動親職教育之省思 
簡淑玲 

嘉義縣立溪口國民中校長 

 

一、前言 

家庭是個體成長接觸的第一處

所，父母親是成長過程的最重要關鍵

人物，其影響力是眾所皆知與認同

的。然而，成為「生親父母」乃生物

事件，但盡責於親職的能力，卻需要

不斷的學習。長久以來，親職教育是

學校與社會教育所重視的課題，各式

各樣的親職教育課程、推廣活動與出

版品等，已成為官方與民間機構投入

資源之所在。然而，在大力推廣親職

教育之際，其辦理成效與引發的問

題，同時也為成為大眾所關注的議

題。在環境大變遷的年代，歷經全球

化、科技化的變遷，家庭樣貌急速改

變，全世界的人都在重新學習做父

母，家庭親職教育儼然成為全球啟動

未來新引擎。 

然而，藉由學校推動親職教育，

幫助父母提高親職功能、有效溝通、

促使家長參與，進而增進學生學習成

效。換言之，學校教育要成功，教師

必須得到家長的支持方能發揮最大效

能，所以學校必須與家庭建立良好密

切的夥伴關係，故全面推行親職教育

是非常重要的。 

二、學校親職教育推行之法源基

礎 

從七十年代之後，親職教育成了

一門「顯學」，教育部有感於社會轉型

與家庭發展之需要，民國 75 年起，陸

續編列預算，輔助一些縣市成立「親

職教育諮詢中心」（民國 77 年更名為

「家庭教育服務中心」），積極宣導推

行家庭教育，強化親職教育功能。民

國 79 年，臺北市、高雄市及二十一縣

市均設立「家庭教育服務中心」（民國

88 年更名為「家庭教育中心」），推動

家庭教育相關業務，專責辦理有關親

職教育、子職教育、兩性教育、婚姻

教育、倫理教育等諮詢輔導與理念宣

導，以及各類家庭教育推廣活動與課

程，有助國人家庭教育觀念的普及。 

民國 92 年 2 月 6 日「家庭教育法」

的公佈與實施，成為學校推行親職教

育，最重要的法源依據，主要目的為

增進國民家庭生活知能，健全國民身

心發展，營造幸福家庭，以建立祥和

社會，特制定本法；本法未規定者，

適用其他有關法律之規定。其中與親

職教育有關的是第 12 條：高級中等以

下學校每學年應在正式課程外實施 4

小時以上家庭教育課程及活動，並應

會同家長會辦理親職教育。各級主管

機關應積極鼓勵師資培育機構，將家

庭教育相關課程列為必修科目或通識

教育課程。第 15 條：各級學校於學生

有重大違規事件或特殊行為時，應即

通知其家長或監護人；並提供相關家

庭教育諮商或輔導之課程，其辦法由

該管主管機關定之。法源中第 8 條更

清楚的規定推展家庭教育之機構、團

體如下：1、家庭教育中心。2、各級

社會教育機構。3、各級學校。4、各

類型大眾傳播機構。5、其他與家庭教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15，4（12），頁 30-33 

 

親職教育問題  主題評論 

 

第 31 頁 

育有關之公私立機構或團體。如此更

說明了學校被賦予推展親職教育之重

責大任。 

三、學校推行親職教育現況與困

境 

(一) 學校推行親職教育現況 

家庭教育法把學校列入推展家庭

教育的機構，並規定學校要實施正式

課程，甚至列入學校行事曆，再再顯

示此法有關規定對學校具有強制力，

因此，學校必須針對規定做出正確的

回應。 

目前中等學校規劃親職教育依相

關法源規定主要措施如下敘述之： 

1. 每學期開學一個月內各校辦理親

師座談。 

2. 編印家長輔導手冊、親職教育月刊

必要教材及相關教養資訊，提供家

長參考、學校教師運用。 

3. 定期與不定期辦理親職教育講

座，提升父母教養知能及親師溝通

技巧的運用。 

(二) 學校推行親職教育困境 

教育上我們講究因材施教、面對

不同教育程度、不同社經地位、不同

家庭狀況的家長，如何提供切合其需

的親職教育活動是學校推展親職教育

時亟待努力的課題。學校實施親職教

育有些問題是值得我們思考的： 

1. 經費與人力上的限制 

經費不足是辦理親職教育首要的

困境，學校辦理親職教育活動主要仰

賴政府相關部門的補助，當政府減少

或取消相關補助方案時，則造成學校

辦理親職教育面臨停擺的困境。教師

人力不足：教師除教學工作之外，仍

需兼任幾項行政業務，編制內無專業

專職人員辦理，其成效相當有限。 

2. 未有強制法令規定父母親參加親

職 教育（家長參與意願） 

實施親職教育活動家長參與決定

親職教育的成效，然而，家長參與不

踴躍與意願不高之情況，嚴重影響辦

理成效。依法源學校有必要辦理家庭

親職教育，卻無法令規定父母親參加

親職教育，因此學校辦理相關活動時

面臨家長參加意願不高，各級學校及

承辦業務人員均絞盡腦汁鼓勵家長參

與。此一成為辦理親職教育活動一大

阻撓。 

3. 學校以行政便利為主，不注重個人

特殊需要與適用性（無專責人員） 

    起因於「親職教育」輔導人員的

素質與訓練不足。缺乏完整有系統的

親職教育內容。國中小階段親職教育

常配合開學或相關活動來設計，如：

專題演講、班親會、親子活動、親師

座談（吳宗立，1998）。高中則以升學

座談的演講方式取代（許鶯珠、黃玲

蘭、丁介陶，2004），雖然活動盛大、

熱鬧，但欠缺完整規劃，使得親職教

育的實質教育內涵不足，也無法滿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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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益複雜的家庭需求，因此常流於形

式，久之，自然無法吸引家長的興趣。 

4. 評鑑機制—缺乏檢核回饋機制 

    每年辦理親職教育活動，是乎流

於形式，無整合機制評鑑與檢核，尋

求改善與精進，年復一年依規定辦

理，導致親職教育目標無法達到預期

效果而流於形式。 

四、建議 

    對於學校推行親職教育面臨許多

困境，提出建議： 

(一) 了解家庭教育法規及其精神 

詳讀法規以瞭解法規事項、範圍、權

限、任務、機構、規定、資源等，並

能依法行事，確實發揮家教法立法精

神。以達學校辦理親職相關活動之目

的。 

(二) 整合學校人力資源，提升教師親

職教育專業知能 

透過專業知能研習有系統規劃合

適的課程及教材，滿足家長對親職教

育的需求。讓家長更能把握的重點去

執行。營造良善的親子關係、發揮親

職效能；達到親師合作，提升學生學

習效能。 

(三) 詳細規劃並落實執行 

    學校必須執行的事項，能透過學

校行政會議或校務會議討論，並由各

處室負責安排活動時間與時程，並按

項目輕重緩急逐年實施。 

(四) 積極招募家長志工 

家庭教育法施行細則第 4 條所稱志願

工作人員是由推展家庭教育機構、團

體，依志願服務法規規定招募、訓練

及實習，並經過考核者。學校可依規

定辦理招募志工以增加必要的人力資

源。 

(五) 適時檢討改進 

學校面對新法規推行可能較為生

疏，因而必須不斷的學習與實踐，必

透過深度會談，定期檢討與精進，逐

步建立學校特色的家庭親職教育。並

能發揮家庭教育功能，達到親職教育

目標。 

五、結語 

每個人終其一生都與家庭息息相

關，家庭教育應該是每個人終身都需

要學習的課題。透過各種策略確實執

行，營造學校健全而有助於學校發展

的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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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級中等學校「親師關係」之衝突產生歷程與化解之道 
賴薏茹 

新北市鶯歌高級工商職業學校教師 

 

一、導論 

《教育基本法》第八條及《國民

教育階段家長參與學校教育事務辦

法》第三條的編修，使得參與學校教

育事務成為家長的權利與權力，在此

風氣之下，各種親職教養團體、家長

協會如雨後春筍般紛紛成立，在親職

教育的理論百花齊放下，家長對孩子

教育的想法與期望也各有不同。而教

師在同時面對眾多價值觀及期望不同

的家長，往往需要優異的溝通技巧與

智慧，方能兼顧教育理念與家長需

求，稍有不慎，便會產生親師衝突。 

而若教師對親師衝突的因應不

當，除了造成雙方關係緊張，影響孩

子在學校與家庭的學習氣氛外，更可

能因為潛在教育的影響，無形中讓孩

子習得不適切的溝通模式以及因應衝

突的方式，更甚者會消耗教師的教學

熱誠以及打破家長與學校的合作關

係，如此嚴重的後果，是親師生三輸

的局面。因此，如何預防「親師衝突」、

「化解衝突」、「化危機為轉機」，是現

代教師非常重要的議題。 

二、主論 

(一) 衝突產生歷程 

1. 衝突成因 

親師衝突成因錯綜複雜，大多時

候都無法以單一成因解釋，以下筆者

簡略整理出國內外相關文獻對親師衝

突成因的看法： 

提 出 者

（年代） 

親師衝突成因 

Carol 

Gestwicki 

（1995） 

1.因人性引起的障礙： 

（1）批評的恐懼。 

（2）隱藏在「專業」面具之下的

恐懼。 

（3）失敗的恐懼。 

（4）差異的恐懼。 

2.因溝通過程引起的障礙： 

（1）對角色的反應。 

（2）其他的情感反應。 

（3）個人的因素。 

3.因外在因素引起的障礙： 

（1）時間。 

（2）忙碌。 

（3）父母參與的舊式觀念。 

（4）管理政策。 

（5）個人問題。 

顏銘志

（1997） 
1.教育的不確定性。 

2.教育理念的不合。 

3.教育行政方面的限制。 

4.家長消極被動的心態和人云亦

云的錯誤認知。 

5.教師保守封閉的心態。 

6.家長會的不當運作。 

7.教師專業權威的不足。 

8.開放社會的迷思。 

鄭淑文

（2000） 
1.親師彼此理念不同。 

2.親師溝通互動不良。 

3.親師彼此不尊重對方。 

4.親師彼此要求不合理。 

5.親師責任歸屬不清。 

6.家長對教師沒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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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育琦

（2001） 
1.親師教育理念不合。 

2.親師溝通障礙。 

3.親師責任爭議。 

4.家長要求特殊待遇。 

5.家長過度參與。 

蔡瓊婷

（2003） 
1.教師教學自主權被侵犯。 

2.親師彼此管教態度不同。 

3.親師彼此教育理念不同。 

4.親師間的互動溝通不良。 

就筆者個人在教學現場經驗，最

常見的衝突成因可歸納為以下三大

類，並舉例言之： 

(1)親師間的互動不良—家長對教

師沒信心，教師心態保守封閉 

    此種類型衝突通常起因於溝通不

良的雙方產生誤解，又因誤解而啟動

防衛機轉，因此惡化彼此的衝突，往

往讓衝突「無中生有，化小為大」。     

   例如：最常出現的溝通不良來自雙

方背景經驗不同，筆者就曾經接到家

長反應因為不識字，所以看不懂學校

及聯絡簿的任何通知事項；在做學生

的鑑定安置與家長溝通時，也往往需

要將專業術語進行一番解釋。 

    而除了外顯的溝通方式外，隱藏

的內在因素也很常見，如：包含筆者

經驗在內，許多年輕的初任教師，對

於家長質疑自己的教育專業會受到教

學經驗不足、沒有教養小孩的經驗...

而影響或有誤時，容易產生情緒反

應。而以往與教師互動經驗不佳的家

長，也常對教師產生防衛的心理，易

將教師的行為表現負面解讀。 

(2)教育理念不合—管教態度不一

致，親師責任歸屬不清 

    此種類型衝突最常見也最經典的

莫過於「回家作業」，從家長希望老

師出的回家作業份量及類型（如：傳

統型的家長希望老師能多出一些反覆

精熟的作業；新世代的家長希望孩子

能多一點課外活動時間或能引發孩子

創造思考的作業），到孩子作業沒寫

到底是誰要負起督促之責（如：教師

認為「回家」作業便是父母要督促；

家長卻認為「作業」應該是老師負責，

甚至認為作業不該帶回家增加父母負

擔） 

    此外也有些家長非常用心於孩子

學業，但卻剝奪教師更希望學生能學

習自己負責與記事的機會如：（希望

教師將每日上課進度寫在聯絡簿上回

去幫孩子複習、段考前請教師寫下各

科段考範圍），...等，可見一斑。 

(3)家長要求與學校行政衝突 

    在教學現場偶爾也會遇到一些家

長不符校規、又不合理的要求，例如：

有家長因為孩子的皮膚不好，嫌學校

制服材質不佳，要求讓孩子穿便服到

學校；或因為孩子抗壓性差、情緒反

應大，希望學校不要給孩子任何要求

和壓力，不能有作業和考試，讓孩子

每天能快快樂樂的上學。 

2. 衝突發展的階段 

相較於錯縱複雜的衝突成因，衝

突發展的階段歷年國內外學者所提出

的理論大同小異，其中，以 Pon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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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和 Thomas（1976）的理論最

廣為人知。 

Pondy（1967）衝突模式的論點：

他 認 為 衝 突 是 一 個 動 態 的 過 程

（dynamic process），是由一連串相互

聯結的衝突事件（conflict episode）組

合而成，他將衝突分為五個階段： 

(1)潛在衝突：指產生衝突的各項

先天條件，如競爭稀少的資

源、目標不同、責任劃分不清

楚。 

(2)知覺衝突：雙方知覺到衝突的

存在。 

(3)感覺衝突：因衡突而產生敵

意、緊張、憂鬱等情感反應。 

(4)外顯衝突：即衝突行為，一方

有意阻撓對方達成目標的行

為。 

(5)衝突結果：每個衝突事件都是

一整串衝突事件中的一節，衝

突如獲圓滿解決則可改善雙方

關係，如果只是壓制衝突而未

妥善解決，則衝突將以更嚴重

形式爆發出來並為下次衝突留

下伏筆，此即衝突的結果。 

Thomas（1976）認為每個衝突「情

節」（episode），是在前一個情節結束

之後才產生的，而其本身結束時所產

生的「餘波」，又導致下一個衝突情節

的開始。依 Thomas 的看法，每一個衝

突情節可以分成四個階段： 

(1)潛在階段：衝突發生之前可能

已有引發衝突的因子，也就是

有一些對立或不相容的現象，

只是還未被發覺，這是引發衝

突的前奏。 

(2)認知階段：彼此可能察覺到衝

突的存在，然後會根據主觀意

識，界定衝突的性質，此時期

如果雙方都以負面想法來解釋

對方的行為，則會加速衝突的

發生；如果個人或第三者的仲

裁予以淡化，衝突及不會發

生。也就是，用負向歸因會導

致敵意上升，用正向歸因則可

能淡化敵意。 

(3)行為階段：一但衝突公開化，

雙方會選擇及執行衝突的解決

方式，以期穩定局面或滿足彼

此雙方的需求。個人的因應方

式，可能化解衝突，也可能將

衝突擴大。 

(4)結果階段：雙方開始採取一些

實際行動，一方的行動都會刺

激另一方產生一些回應，如此

一來一往下，可能會化解衝

突，也可能加劇衝突升高。換

言之，雙方需求的滿意程度

高，可以加強彼此信任和合

作；而某一方的滿意程度低，

則可能埋下日後更大衝突的根

源。 

(二) 衝突化解之道 

1. 衝突的因應方式 

根據陳士玉（2008）的整理，可

以看出歷年國內外學者所提出的衝突

因應的方式之異同： 

   因應 

學者 

（年代） 

退避 

withdrawal 

安撫 

smoothing 

Blake & Mouton

（1964） 

● ●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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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應 

學者 

（年代 

脅迫 

forcing 

妥協 

compr

omise 

問題解決 

problem 

solving 

Blake & 

Mouton

（1964） 

● ● ● 

Thomas

（1976） 

競爭 

competiti

ng 

● 合作 

collaborati

ve 

Musser

（1982） 

抗爭 

competin

g 

談判 

bargain

ing 

● 

Rahim

（1983） 

支配 

dominati

ng 

● 統合 

integrating 

註：●與主標題相同名稱 

就筆者個人在教學現場經驗，不

同的衝突因應方式的案例及後果彙整

於下表： 

 

 

 

衝突因

應方式 

案例 後果 

退避 最常見的方式為

家長或教師拒絕

面對衝突及溝通

(如：不接電話、

不簽聯絡簿、簡

訊、Line 已讀不

回 、 避 不 見

面…)，或仍有聯

繫但面對衝突的

部分避而不談或

顧左右而言他。 

衝突雖然表面消

停了，但問題毫

無解決，且積極

希望解決衝突的

一方因為苦無溝

通管道，往往加

劇不滿的情緒與

增加衝突的因

子，可能為未來

更大的衝突埋下

伏筆。 

安 撫 /

迎合 

大多具有親師合

作概念的教師，

面對抱持情緒而

來的家長都能做

到第一步的安撫

與傾聽，但等到

家 長 提 出 需 求

後，若面臨一些

與教師的教學理

念 不 合 的 需 求

(如：要求不要出

作業給小孩、不

參 與 實 習 課

程…)，部分教師

秉持自身的教育

專業及理念，可

能難以迎合家長

的需求。 

誤會類型的衝突

若一開始能安撫

對方的情緒，往

往接下來的誤會

化解就比較容易

進行，可以有效

解決誤會型的衝

突。但涉及教師

的教育專業及理

念時，往往容易

僵持不下，尤以

年經教師最為常

見。 

  （續下頁） 

   

   因應 

學者 

（年代） 

退避 

withdrawal 

安撫 

smoothing 

Thomas

（1976） 

逃避 

avoiding 

順應 

accommodating 

Musser

（1982） 

● 迎合 

ingratiation 

Rahim

（1983） 

逃避 

avoiding 

忍讓 

oblig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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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表可得知，能真正解決問

題，創造雙贏局面的，只有最後一個

問題解決（或稱之合作/統整）方式，

也是眾人所希望的結果。 

2. 解決衝突的步驟與方法 

解決衝突難以有既定的流程或步

驟，筆者以為 Devito（1995）以動態

循環的方式所提出解決衝突的步驟，

較能符合一般的真實情境： 

(1) 找出紛爭的所在：每一次的衝突均

有個起點，在討論如何解決衝突之

前，我們須先了解究竟彼此的紛爭

在哪裡，才能對症下藥。 

(2) 檢視可能解決問題的方式：大部分

的衝突都有許多可能的解決方

法，在衝突發生時，我們可以透過

各種不同的解決方案，找出解決衝

突最有幫助的方法。 

(3) 測試方案的可行性：當我們檢視解

決衝突的可行方案後，接著就是來

測試方案的可行性，必須先明白解

決衝突的方法是否可行，才能解決

問題的癥結。 

(4) 驗證方案：當你測試方案的可行性

後，須驗證方案是否可以解決衝

突？情況是否會在你所決定的方

法後，變得更糟？ 

(5) 接受或拒絕：如果接受此方案，紛

爭即告結束，如果拒絕則必須重新

回到其他的步驟，以找回彼此可以

認同之處，在進行磋商，直到解決

的方法獲得成效為止。 

衝突因

應方式 

案例 後果 

脅迫 當今社會對自我

權益的重視，造

常現今家長常把

要告去教育局、

找立委…掛在嘴

邊；而教師掌握

學生的成績、學

分或其他福利服

務，對家長也是

一個威脅。 

這種方式雖然可

能讓弱勢的一方

屈於種種壓力而

暫時妥協，但容

易將親師關係打

上死結，開啟親

師雙方的意氣之

爭。 

妥協 雙方各退一步，

以常見的回家作

業為例，可能將

作業減少到一個

雙方都能接受的

量；或在學生懲

處上，同時提供

學生服務學習消

過機會給對被記

警告一事反彈很

大家長。 

雖然結果不盡如

人意，但初步還

是達成衝突處理

的目標，暫時能

滿足雙方的需

求。 

問題解

決 

透過許多的努力

與溝通，甚至引

進其他資源，找

出能滿足雙方需

求的問題解決方

案，困難點在於

孤掌難鳴，往往

要雙方願意朝此

目標努力才有機

會達成，此外所

花費的大量時間

與精力，在現今

忙碌社會也是一

個難題。 

雙贏結果，完全

滿足雙方的需

求，提高親師溝

通的正向經驗，

對於未來的溝通

或衝突情境有正

面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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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事前預防與事後處理 

1. 事前預防 

有時衝突雖然落幕，但雙方的裂

痕卻已然存在，難以復原，因此，事

前預防重於事發解決。而大多的衝突

都起源於雙方的不了解及誤會，因此

建立並保持良好的溝通橋樑，增進雙

方的瞭解並建立正向親師關係是十分

重要的，良好的親師關係往往能讓衝

突大事化小、小事化無。提升親師關

係的方式有很多，如：鼓勵家長參與

親職教育、暢通親師溝通管道（從早

期的聯絡簿到現代的 FB、line，利用

家長慣用的溝通方式可以讓家長更樂

意與教師溝通）、教育理念的溝通（給

家長的一封信、邀請家長出席家長

日）...…等，其實已眾所皆知，但如何

加以實踐並善用，就要看教師的智慧

了。 

2. 事後處理 

衝突過後，有時衝突所引發的漣

漪效應遠比衝突本身影響更甚，可能

會影響其他同學及家長對教師的態度

及想法，例如：教師破例答應滿足家

長個別需求，可能讓其他學生或家長

也興起提出個別需求的念頭，若不能

達成則可能會心生不滿，認為教師處

事偏頗；或因同情衝突的對象，而對

教師產生莫名的防衛或敵意...。因此衝

突的事後處理更顯重要，除了要一再

自我提醒「公平、公正、公開」的處

理學生與家長問題外，也要注意衝突

對象以外，其他同學、家長、甚至學

校同事及行政人員的反應也需要納入

考量，必要時進行溝通。 

三、結論 

縱然親職教育的推動十分重要，

但我們仍無法預知將來可能會遇到怎

樣的家長？身為教師最實際有效的作

為只能反求諸己，提升自己的溝通能

力以及 EQ，最後分享 Galinsky（1988）

提出提升親師有效合作的建議，共勉

之！ 

以下幾點建議供教師與家長更有

效的合作： 

1. 暸解你自己的期望：當教師與家長

關係產生衝突時，教師應該捫心自

問：自己的期望為何？這些期望是

否可行？ 

2. 了解家長的觀點：當教師不了解家

長行為時，他們應該問自己：如果

這個發生在我身上，我會有什麼感

覺？ 

3. 了解家長的發展：就如同兒童一

樣，家長也會成長、發展，而教師

必須了解這種成長。 

4. 思考自己的態度：教師需要評估自

己對家長的感覺，並且嘗試將觸角

延伸到最難溝通的家長身上。 

5. 接受對立性：家長因為文化不同，

可能在某些事情上和教師不同的

意見。教師必須找到接納不同家長

的方法。 

6. 獲取支持：在遇到衝突時，教師必

須有可以傾訴的對象。他們必須尋

求自己的支持來源，例如：在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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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的教師或其他的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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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為自己的角色設定合宜的限制：在

和家長合作時，教師必須確立自己

的角色，如：（1）養育兒童的資訊

及建議（2）情感上的支持（3）供

模仿傚法的角色（4）最重要的是：

接受委託。 

8. 思考自己所用的語彙：語言代表了

訊息，教師必須確定他們運用合宜

的語言來傳達正確的訊息。 

9. 提供不同的專門知識：教師必須建

立增強家長專門知識的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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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職教師如何建立良好親師關係 
劉紋坊 

臺北市士林高商教師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工業教育學系技職教育行政碩士在職專班研究生 

 

一、前言 

青春期素有「狂飆期」的稱號，

高職的學生正好處於此狂暴的階段。

而在過去著名的婚姻滿意度 U-curve

曲線中，夫妻的婚姻關係隨著孩子出

生後，婚姻滿意度便逐漸下滑，至低

點亦為孩子步入青少年時期。羅國英

（1999）認為青少年階段經常是親子

衝突變化較明顯的一個階段，伴隨著

這樣的親子關係變化，青少年的父母

也變得備受壓力。以 Galinsky（1987）

提出親職六階段的劃分來看，子女步

入青少年時期的親職內涵，權威與溝

通為此階段的重點。隨著孩子的成長

及青春期的風暴來臨，父母可能面臨

新的挑戰。此時父母通常亟欲瞭解正

在歷經蛻變的孩子，然而父母愈急於

了解愈覺得不得其門而入，孩子通常

先入為主地認為父母會運用權威來限

制自己的行動，或認為父母觀念保守

而降低與父母溝通的意願，尤其是在

交友、學業等此階段的新問題上，雙

方常很難達成共識。所以此時不僅青

少年在追求自我認同，為成為一個獨

立個體而努力；父母也不斷地在充實

自我、反省自我，小心檢視是否達成

了自己設定的各種目標，青少年與父

母本身都面臨人生的重大轉變，極需

要一個中介的橋樑來維繫彼此的關

係，高職學生一天至少要待八個小時

以上的學校就擔任此重要角色。 

 

俗話說：「人生如戲」，而在「學

習」這齣戲中，有三個主要的合作夥

伴：孩子、學校和父母。班級人際關

係除了師生關係與同儕關係，近年來

由於家長的角色轉變，由原本的教育

旁觀者轉為參與協助的合夥人，使得

親師關係的合作也是班級人際經營的

重要工作。因此，教師如何運用智慧

與策略建立融洽的親、師、生關係，

創造優質的教學品質，將是一大考

驗。教育必須由家庭、學生及學校三

者密切合作才能舞出亮眼的表現，良

好的親師關係，將是教育不可或缺的

一環。本文針對「高職教師如何建立

良好親師關係」提出看法，茲詳述於

後。 

二、良好親師關係的觀念與做法 

家長參與學校教育是不可逆的教

育趨勢（顏火龍、李新民、蔡明富，

1998）。張德銳（1996）也認為家長是

學生生活中最重要且最具影響力的

人，其對學校教育的支持與否，會明

顯地影響學生在校的學習行為和表

現。是故有效能的老師應秉持著「家

長是教育合夥人」的理念，體認到家

長參與學生學習活動的重要性。一方

面增強與家長的聯繫建立良好親師關

係；另一方面善用家長資源，納為教

學資源，親師攜手投入學生的教育而

努力。欲建立可行性高的親師關係，

教師可由觀念及做法兩方面省思自

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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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觀念方面 

現在教師必須有「教師專業自主

權」和「家長參與權」兩種權力概念，

並適度維持兩種權利之間的動態平

衡；教師專業自主權太強時，可能會

走向專業偏執與獨斷，而家長參與權

太強時，可能會走向干預或妨礙專業

（詹志禹，2001）。教師不能拒絕家長

參與教育事務，讓兩種權利並存，相

輔相成，是維持其動態平衡的最佳方

法。Galinsky(1988)提出以下幾點建議

提供教師與家長能更有效地合作： 

1. 瞭解你自己的期望 

當教師與家長關係產生衝突時，

教師應該捫心自問：自己的期望為

何？這些期望是否可行？ 

例如：高職起初設立目標為「培

育實用性技術人力」，但現在國內多數

的高職生都已升學為目標，家長在乎

的是能考上國立的科技大學，要求實

習課程減少，增加統測考科時間。教

師應思考自己原先期望技職教育的本

質到底是什麼？和家長的期望之間是

否有落差。 

2. 瞭解家長的觀點 

當教師不了解家長的行為時，應

該問自己：如果這件事發生在我身

上，我會有什麼感覺？ 

所謂「事不關己，關己則亂」，即

使是念過許多書的教授面對自己的孩

子也可能失去平常的邏輯思考。筆者

曾經遇過一位家長，家族成員幾乎都

是名醫，生了兩個男孩，哥哥是建中，

弟弟數學怎麼都學不好，基測失利進

了公立高職，入學不久後媽媽就跑來

特教組要求申請特教鑑定，她篤定的

認為自己的孩子是「學習障礙」，因為

他微積分請了家教進行補救教學也學

不會，連最基本的三角函數都搞不

懂，他們家族大家都是國中就超前學

校進度，這個孩子肯定是有學習上的

障礙，而且是數學障礙。當時接案的

資源班老師啼笑皆非，照這位媽媽的

邏輯，我們這些特教老師也都是數學

學障了！筆者高中聯考時，數學連二

十分也不到呢！但後來深入去了解媽

媽在家族光環底下所承受的壓力，也

漸漸能同理為什麼身為精算師應該很

理智的她，會有這麼令人不解的解讀

了。 

3. 瞭解家長的發展 

就如同學生一樣，家長也會成

長、發展，而教師必須瞭解這種成長。 

我們可能當了很久的教師，接觸

過成千甚至可能上萬的的學生，但別

忘了家長是第一次當爸媽，這次他們

扮演「高職學生家長」的初次登臺演

出，演得恰如其份當然是彼此有幸，

演得荒腔走板也是情有可原，多多瞭

解家庭生態和家長心態，相信可以幫

助老師在建立親師關係時，知己知彼

百戰百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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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思考自己的態度 

教師需要評估自己對家長的感

覺，並且嘗試將觸角延伸到最難溝通

的家長身上。 

對照於過去擁有的福利、尊嚴與

社會地位，現在的老師處於隨時被社

會大眾檢視、被檢討，甚至被敵視的

處境中。許多老師不知不覺就產生了

受害者情節，嚴重的則變成防衛過度

的刺蝟老師，隨時都築起防線，防範

家長來襲。有些老師只要家長一表達

意見，就覺得他是要來質疑老師，結

果變成每個家長都成為怪獸家長。老

師不妨打開心胸，將家長的力量納為

最有力的羽翼。 

5. 接受對立性 

家長因為文化不同，可能在某些

事情上和教師有不同的意見。教師必

須找到接納不同家長的方法。 

筆者任教時也曾遇過某位家長平

時自顧不暇，根本不關心小孩學校生

活；但只要孩子離開家門，舉凡翹家、

晚歸、打架受傷等，卻一概都要學校

與導師負責。今年跨年夜適逢星期

三，該位導師看著孩子們一一離開校

園，才和友人一起參加跨年活動，隔

天就接到警察電話，表示孩子一夜沒

有回家，家長要求導師協助尋人，整

個連假就在尋找孩子的煎熬中泡湯

了，後來終於找到孩子，原來是跟網

友相約出去過夜。家庭失能讓孩子有

家不想歸，面對這樣的家長，導師也

只能盡力發揮教師的約束力與教化功

能，教導孩子如何保護自身的安全，

減少家長的擔心。 

6. 獲取支持 

在遇到衝突時，教師必須有可以

傾訴的對象，尋求自己的支持來源，

例如同一課程中的協同教師或是學校

其他教師。 

筆者初任教師時，學校便很貼心

的為每位新手老師安排一位輔導教

師，當時我的輔導教師同為特教老

師，也恰好是我師大特教系的學姐，

在我面對與學生和家長之間的挫折

時，她身為過來人的經驗便給予我極

大的支持力量。現在教育部如火如荼

推行的教師社群也有類似功能，可提

供教師尋找志同道合的夥伴，一起精

進教育專業。 

7. 思考自己所用的語彙 

語言代表了訊息，教師必須確定

他們選擇合宜的語言來傳達正確的訊

息。 

筆者在校擔任特教教師，每個學

期初與期末都要邀請家長和導師一同

召開 IEP 會議，共同討論學生在校情

況。曾經也遇過某位導師，每次開會

總是不斷數落學生這項作業沒交、那

個工作沒做，家長每次開會總是不停

低頭向導師道歉，到了這個孩子高二

後半段，家長就常常到了開會當天甚

至前一刻，才打電話來說工作臨時有

狀況不能來。但若是導師不會參加的

會議、親職講座等，該家長的參與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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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很高，令筆者不禁猜想是否家長也

害怕面對導師每次的數落。如果導師

的初衷是希望能讓孩子進步，這樣的

負面語言恐怕無法達到她想要的目

的。 

(二) 作法方面 

根據筆者整理前人經驗及個人在

校經驗，列出目前在高職校園中常見

的親師關係經營方式如下： 

1. 主動出擊，贏得親心 

之前筆者參加校內的初任教師也

有班經分享，分享的導師表示通常一

接到新班，她會先瀏覽學生的書面資

料，初步了解學生的家庭狀況，並掌

握時機在開學前先電訪家長，談話內

容包含自我介紹、詢問孩子的身心特

質，例如氣喘、心臟病、怕生等，繼

而將查詢到的資料列張表格 (如下

表)。如此一來既能預先想好輔導策

略，也能在開學後迅速因應學校要導

師填報的各項表格。許多家長接到電

話都會非常開心，尤其是新生或轉學

生家長，對他們而言孩子來學校是頭

一回，家長們可能也有滿腹疑問想諮

詢，此時老師的主動關心會給家長許

多協助與安心。 

表 1   

新生電訪資料表 

座
號 

姓
名 

學
號 

生
日 

ID
 

單
親 

外
籍 

中
低

收 身
體

狀
況 電

話 

          

 

2. 鼓勵家長參與班級事務 

學期初召開班親會時，可鼓勵熱

心的家長擔任班級會幹部協助推行班

務，例如「會長」需代表班級家長去

開家長會、活動組長可以在假日安排

班級校外教學或在士商每年固定舉辦

的「實習商店」活動中，組織並發揮

家長的力量，協助活動進行。如果多

數家長都很忙碌，也一定要選出「總

務」，負責管理班費，使班費支出透明

化，就筆者的經驗，導師兼任總務並

不很恰當，因為瑣事纏身容易使帳目

凌亂，而時常帶錢在身上也會有失竊

的風險，以前也能發生同仁在升旗時

把包包放在教室遭竊，損失慘重！此

外，也曾有同仁被家長質疑班費使用

不當，因此建議至少要選出會長和總

務引領班上家長。 

3. 期末評語不馬虎 

對許多老師而言，期末最大的作

業就是寫評語，相信最近期末到了，

很多導師要填成績單評語時也傷了不

少腦筋。早期的老師常以四字箴言形

容孩子，例如品學兼優、活潑合群、

善解人意等等，來形容孩子一整個學

期的成長，現在的成績系統甚至還貼

心的列出制式評語，導師可以勾選評

語，由系統自動代入，但這種格式限

制較多且較不親切，因此建議老師盡

量用口語式的表達，讓家長瞭解孩子

的優缺點。例如：小翔字體工整也有

美術天份，經常有令人驚艷的作品，

每次自習課畫的圖都讓辦公室其他老

師讚嘆不已。原本學期初各科成績良

好 期中過後開始懶散，因此數學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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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下滑了 希望你做事能有始有終，才

會有穩定的成綴表現。要升上三年級

了，應該培養自動自發的學習態度，

才不用讓師長傷腦筋喔（何雪儒，

2011）！ 

此外，寫評語時要盡量放大孩子

的優點，縮小其缺點以收「自我應驗」

之效應 例如小漢常說粗話，也常嘲笑

同學，但是在期末已有改善，導師給

他的評語如下：「這學期個性比較穩

重，做事有耐心 和同學相處紛爭減

少。無論成績還是言行都有明顯的成

長，看得出家長相當用心，老師也覺

得你很棒！」孩子到了下學期各方面

果然有大幅成長，而且家長配合度也

提升了，和導師當初的評語內容幾乎

一樣（何雪儒，2011）。 

4. 善用工具 

(1) 電子通訊軟體 

現代的家長非常忙碌，不見得有

空來學校，所以老師要善用各類工具

來增強親師互動頻率。而國中小常用

的「聯絡簿」，在高職大多因為要培養

孩子獨立的緣由而不見其身影。許多

家長都紛紛向學校反應，沒有聯絡簿

怎麼知道孩子明天要考什麼？功課要

寫哪裡？目前已經很多老師利用臉書

（facebook）或 LINE，將全班家長連

線成班級群組，以便迅速傳遞消息，

LINE 群組的好處可見下圖。但是使用

時應注意，這是公開談論的環境，發

表意見或分享資訊前要再三思考，避

免造成誤會或侵犯他人隱私。而且使

用這兩種群組時，若有不了解狀況的

人隨意加一句話，很有可能產生誤

解；或當有人開玩笑、不清不楚的寫

下負面意見時，容易讓群組好友自行

對號入座、心理受創，所以老師使用

時一定要特別謹慎。 

圖 1 親師 LINE群組方便性。(引自聯合報) 

(2) 親師通訊刊物 

網路固然有其便利性，但班上必

定有部分家長不擅長使用通訊軟體，

因此紙本的親師通訊仍有其必要性。

不定期發行通訊公告班級各項訊息，

例如老師的評量及評分方式、班級活

動預告、需要家長協助及配合的事

項，以及班級活動報導等等。讓不克

參與校內活動或不擅長使用網路的家

長也能藉著書面的親師通訊來瞭解班

務。 

三、結論 

「親師合作」的課題之所以受到

重視，實因藉由父母積極參與子女的

學習可以達到許多意想不到的效果，

而且這些效果的層面是廣泛的，包括

對學生、家庭以及學校都有所助益。 

親師合作是結合家長各項資源與

教師教學專業的基本原則，提供學生

javascript:blockUICustomSetting(function()%7bKeyWordSearch(null,null,'%E4%BD%95%E9%9B%AA%E5%84%92',null,false,false,false,false);%7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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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優勢的學習環境，在物質、精神等

學習方法上，讓學生擁有最佳的學習

狀態，進而創造交師、學生、家長三

贏局面：家長關心、老師用心、學生

開心。由於家長的關心而重新認識自

己的子女、瞭解子女成長學習的過

程；因老師的用心，而有了開闊的心

胸、創新的思維來構思自己的教學方

法；進而能讓學生在開心的環境中成

長、高動機的環境中學習，培養良好、

健全的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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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轉幼兒園新世代父母親職教育成效之策略 
孫扶志 

朝陽科技大學幼兒保育系助理教授 

 

一、前言 

一般人很少有機會在學齡階段，

從學校中學習如何做父母的知識技

能，就算是大學的通識教育課程，也

僅止於講授兩性愛情與婚姻關係的家

庭教育居多，難怪廣告詞說得好：「我

是有了孩子之後，才開始學習當父

母」，甚至非得等到教養或管教子女出

了問題的時候，才會想到接受親職教

育。 

在受邀親職教育講座經驗裡，幼

兒階段到國小最常被要求講授的議

題，我稱之為「二十一世紀孩子應具

備的能力-談新時代父母的教養觀」。從

一般父母教養上的迷思與偏見談起，

依循傳統華人養兒育女價值觀的基

礎，探究包括過去流行的「三歲看大，

六歲看一輩子」、「望子成龍望女成

鳳」、「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士

大夫唯尊心態；延續現今「嬰幼兒潛

能開發」、「直升機父母」、「怪獸父母」

的少子女與獨子化偏頗教養；到「行

行出狀元」、「賞識教育」、「適性多元

智慧」的育兒新思維，感受到現場父

母積極聆聽亟欲思變，企盼從中引領

出一盞教養明燈的渴望。然而聽講三

分鐘的熱度，不足以抗衡無律期與強

烈自我中心幼兒期的挑釁，也耐不住

所有外在現實「不要輸在起跑點」教

養的壓力，因此新手父母內心的教養

衝擊與無助，更需要幼兒園從中伸出

一把援手，增強新手父母的教養策略

與信心。 

然而，近年在少子化的影響下，

因為「金孫寶貝獨一無二」使得不少

新世代父母對於孩子的一切總是以溺

愛的態度來對待，為了滿足孩子的一

切要求，甚至對教師頤指氣使，讓教

師在繁重的教學與行政事務下，還得

承擔遇上「怪獸家長」的額外壓力。

商業週刊第 997 期便曾提到，目前全

球的孩子們正遭受「溺愛病毒」的攻

擊！他們擁有的物質比上一代多 5

倍，受到前所未有的關注，然而，他

們卻不滿足，還出現負許多向行為。

因為這個病毒帶來的症狀，名叫「被

溺愛兒童症候群」（Pampered Child 

Syndrome），感染源不在空氣之中，只

附著在父母身上，被感染也不會發

燒、嘔吐，但日子一久，孩子可能出

現七大負面人格特徵：驕傲、憤怒、

妒嫉、懶散、暴食厭食、陷溺、貪婪，

從而影響一輩子的競爭力。 

「被溺愛兒童症候群」患者背後

的「怪獸家長」們，除了踐踏教師的

尊嚴外，在「我的孩子永遠是對的」

高傲心態下，更甚者會要求教師遵行

其意、或是以冗煩的法律途徑威逼,諸

如此類的惡習，許多教師都在敢怒不

敢言的情況下默默承受，也因此從

2009 年到 2013 年這 5 年間，公立中小

學教師退休人數激增，從 3767 人突增

到 2012 年達到最高峰的 5306 人（中

時電子報，2014），其中主因就是教育

現場的親師衝突日增，導致教師對此

份百年大計的工作心灰意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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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幼兒園親職教育推動困境 

「親職教育」（parent education）

在定義上，是成人教育的一部分，以

父母為對象，在增進父母管教子女的

知識能力，和改善親子關係為目標，

以正式或非正式的學校人員或親職專

家所開設的終身學習課程稱之（林家

興，2007）。審視《家庭教育法》（教

育部，2004）第 12 條（家庭教育課程

及活動之實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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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應會同家

長會辦理親職教育。」；及學前階段之

《幼兒教育及照顧法》（教育部，2012）

第 40 條：「父母或監護人應履行下列

義務：三、參加幼兒園所舉辦之親職

活動。」；《幼兒園教保服務實施準則》

（教育部，2012）第 18 條：「幼兒園

應提供舉辦親職活動，並提供幼兒之

法定代理人教養相關資訊。」從上述

三項法令明文，均提及親職教育在學

前教育階段對幼兒父母成長促進之重

要性，除強調相關主管教育機關及主

辦之教育機構，務須針對幼兒家長提

供適切之親職教育服務外，也明訂幼

兒家長參與親職教育活動之義務。 

因此教育部近年為推動幼兒園親

職教育，每年補助經費予公私立幼兒

園及社區或部落教保服務中心辦理親

職教育相關活動，強調「一般地區」

及「原住民山地鄉幼兒園（含中心）

親職教育」以親職講座形式為之，其

內容以適齡適性的教養觀念為原則；

「新住民家庭親職教育」應以強化家

長教養知能、增進親子互動技巧、認

識社區及善用社區資源等為原則。期

待（一）透過專題演講，提供家長自

我充實與子女一起成長的學習平臺，

增進親子情感。（二）提供家長正向管

教孩子的思維與方式，增進良好的親

子溝通及互動關係，促進家庭的幸

福。（三）加強親師間之溝通，增進對

孩子教育教養觀念之共識。（四）藉由

親職教育的推展，加強家長親職教育

知能。（五）結合園所與學區資源，推

展學區家庭教育，發揮家庭教育功

能，以建立美好家庭。 

見諸目前一般幼兒園常見之親職

教育策略，多屬直接以接送面談或電

話方式的親師溝通為主，階段性的親

師座談、教學成果發表會，及靜態的

親職教養文章、聯絡簿互動與園務行

政公告資訊為輔。此外，在教育部落

實家庭教育政策推動下，親職教育講

座在臺灣不論城市偏鄉，每年數以千

計的場次，似乎也正逐步進行一場寧

靜革命，但其影響與成效仍有限，原

因何在？親職教育既然是父母必備的

成人教育，理應具備以下幾個特點：

自願性、實用性、即時性，以及連續

性（林家興，2007），以目前幼兒園最

常辦理之親職教育型態，其實施成效

現況與困境如何？以下就此四項特性

加以剖析深究： 

(一) 自願性 

一般公私立幼兒園之親職教育型

態，從親師聯絡到教養資訊交流，對

一般家長而言，仍多屬教師份內工作

要求，而家長若非必要不須回應的非

自願性取向。對於每學期必辦理之親

師座談會，兼具親師溝通與親職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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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效，期待透過教師與全體家長面對

面的雙向互動，解決彼此對教育觀點

的歧異，增進親師對孩子教育的共

識；至於偶爾會辦理的專家學者親職

講座，目的也在增進家長之親職教育

職能，期待藉由專家陳述的建議，樹

立說服親師合作的權威性。然而俗話

說「該來的都不來，不用來的卻一大

堆」，座談與講座也因採自願參加，總

難以約束或擴及家長的全面參與，效

果便因此受限。 

(二) 實用性 

在與家長面對面的接送面談與電

話溝通上，較能直接針對個別的幼兒

事件，增進家長實用性的親子教養職

能；而靜態的親職教養文章則往往流

於說教，而難以讓家長立即吸收接

受。上述親師座談與親職講座，許多

園所雖戮力尋求優秀的講師以吸引家

長參與，然而部分家長也許礙於過去

不愉快的聽講經驗，總認為到了學校

也只是聽園長和老師交代些例行事

務，或聽場幾乎要讓人睡著的「專」

門騙人「家」的演講,因此在教養策略

的實用性上往往為家長所詬病，對於

參加此類型之親職教育活動之意願也

就意興闌珊。 

(三) 即時性 

各園所之親師座談與親職講座的

辦理，礙於園所行事安排、政府經費

申請與講師邀約問題，總有其辦理時

間的限制性。當家長面臨與孩子當下

的教養問題或溝通衝突時，特定的親

職教育活動並無法滿足家長即時尋求

支援的管道，也因此大部分家長更希

望能有即時性的溝通與聯繫的管道，

包括與幼兒園班級導師及相關行政人

員面對面或電話的溝通與協助，抑或

以目前盛行的網路即時通訊「臉書 fb」

或「line」來增進其面對親職教育問題

解決的速效性。 

(四) 連續性 

親職教育的連續性，在於期待藉

由持續且完整的親職教育活動規劃，

促進父母育兒職能隨孩子成長能有所

提升。排除親師之間每日的接送面談

溝通有其連續性，較能配合幼兒成長

階段，透過老師給予父母更多的育兒

指導與親職角色之協助外，其餘親職

講座類型的點狀活動與課程，包括學

期前後定期舉行的親師座談會、專家

學者的親職講座，甚至是每週提供的

教養資訊、部分園所曾辦理過的親子

共讀讀書會、父母成長課程等，受限

於次數、經費及參與成員的配合程

度，均難以持之以恆克竟其功。 

三、翻轉親職教育成效之實施策

略與方式-代結語 

誠如上述，幼兒園辦理的親職教

育活動，應具備自願性、實用性、即

時性，以及連續性。然而，許多新手

或雙薪的幼兒父母，因不懂教養或忙

碌無法參與親職活動，踐行其親職教

育職能，導致目前許多幼托機構與教

保服務人員，面臨親師間的教養衝突

與溝通問題，而深感無奈與憂心。為

因應少子女化趨勢及 Z 世代父母較為

自我中心的教養思維，順應社會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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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變及數位化時代的影響，親職教育

型態與內涵應有更為多元化與精緻化

的轉變。如何翻轉親職教育活動在幼

兒園之成效，參酌親職教育相關文獻

（何華國，2013；劉金蘭，2005；張

玉林，2014），個人認為親職教育型態

與推動，針對不同類型的家長應有更

為多元及彈性的實施策略與方式，包

括： 

1. 直接個別型態的親職教育：強調與

個別家長面對面的進行，重視家庭

對幼兒一般行為與特定問題影響

的了解與溝通，包括平日的接送面

談、定期的個別家長訪談、學期前

後階段的親師懇談會議、特殊需求

幼兒的 IEP（個別化教育方案）會

議，及因時因地制宜的家庭訪問需

求等。 

2. 直接團體型態的親職教育：由幼兒

園主動或配合社區資源與政府計

畫經費，主動提供一群有類似興趣

與需求的家長，透過團體動力與共

識凝聚，共同學習與活動參與，包

括期初的親師座談會、特定節慶的

班級同樂會、親子共讀或親師讀書

會、家長成長團體、專題演講/研

習、園遊會、親子戶外教學與參訪

等全園性活動。 

3. 間接個別型態的親職教育：採非面

對面的方式，透過書面或網路型

態，提供家長在教養職能資訊上可

以更為深入的協助，以瞭解孩子的

學習與成長，包括平日的電話聯

繫、孩子個別的學習單與作品呈

現、聯絡簿互動與回饋、簡訊、信

件（e-mail）、通訊軟體之個別即時

聯絡訊息等。 

 

4、間接團體型態的親職教育：同時針

對所有家長進行分享或建立共識

的方式，以便讓家長更為理解其子

女所接受之教保活動課程內涵，了

解教保模式、幼兒學習成效評量及

認同教師專業展現，包括以雙週、

月份為期的園所或班級刊物（愛的

報報）、配合主題或單元活動的學

習單、推薦或提供雜誌圖書中的親

職教養文章、數位影音圖片資料、

可上傳分享園所教學現況與班級

活動照片之 fb（臉書）紛絲專頁或

line 群組的即時訊息等。 

 

近代社會的遷變帶來了家庭結構

和人際互動方式的改變，使得傳統的

親職角色與教養觀念遭遇越來越多的

衝擊，親子與親師關係再不像往昔般

單純。面對來自不同原生家庭背景的

新世代幼兒父母，每一個新手父母的

育兒觀念和他們所處的情境也各不相

同，期待翻轉親職教育新策略的落

實，讓幼兒園能透過適切且多元方式

的「親職教育」活動介入，讓每一個

幼兒父母在陪伴與規範雙重策略下，

在自己的期待和孩子的需求上取得平

衡，遵循幼兒發展的階段性與價值

性，並配合現實的情境做彈性的調

適，使親師間的溝通與親子間的教

養，都能以正向積極的方式看待。 

參考文獻 

 何華國（2013）。特殊兒童親職教

育（二版）。臺北：五南。 

 林家興（2007）。親職教育的原理

與實務（二版）。臺北：心理。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15，4（12），頁 47-51 

 

親職教育問題  主題評論 

 

第 51 頁 

 張玉林（2014）。幼兒園實施親職

教育之探討。家政群科中心學校電子

報，77。  

 教育部（2013）。幼兒教育及照顧

法 。 全 國 法 規 資 料 庫 。 取 自     

http://law.moj.gov.tw/ 

 

 教育部（2013）。家庭教育法。全

國 法 規 資 料 庫 。 取 自

http://law.moj.gov.tw/ 

 劉金蘭（2005）。臺中市托兒所幼

生父母教養取向、參與親職教育與親

職教育安排期望相關性之研究（未出

版之碩士論文）。中國文化大學青少年

兒童福利研究所。 

 

http://law.moj.gov.tw/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15，4（12），頁 52-53 

 

親職教育問題  主題評論 

 

第 52 頁 

親、師，怎麼互動好 
林以凱 

朝陽科技大學師資培育中心助理教授 

 

在最近一份刊物的文章標題，讓

筆者印象非常深刻：「疲憊的父母、崩

潰的老師、被壓榨的孩子，我在補習

班看到的三種過勞族」。讓筆者深思的

不僅是標題文字以及文章內容，更多

是隱含在此現象背後的社會文化、教

育意識以及不得不然的社會變遷。筆

者從事幼兒教師培育工作多年，從剛

進入職場的學生、到研習場合遇到的

資深教師，多對於現今幼兒教育工作

以及與家長的互動感到巨大的壓力。

許多幼兒在家長的期許之下學習過多

知識性的東西，許多家長也在明顯的

社會競爭氛圍之下被迫改變教育觀

念，從家長、幼兒、再到幼兒園，無

不被整個社會環境的變化所影響，美

國 學 者 布 朗 菲 布 列 納 （ U. 

Bronfenbrenner）所提出之「生態系統

理論」在現今社會親職教育實現得淋

漓盡致，幼兒教師也在這樣的社會文

化之下對於「親師互動」感到惶恐。 

對於親師互動，師資培育機構以

及幼兒園都是非常重視的。在師資培

育階段，大學教師會在課堂上說明親

師互動的重要性以及應該具備的互動

技巧，也會邀請現場幼兒教師至課堂

分享實務經驗，期許學生在進入職場

之前對於親師互動有初步的了解、並

也具備正確的觀念。在幼兒園，從主

管、教師到行政人員，無不對親師互

動也投入非常多的心力。從辦理各項

活動、幼兒接送過程的溝通對談、突

發狀況的聯繫處理、以及每天幼兒學

習表現的紀錄撰寫，都占去教師許多

時間，但卻也不一定能和家長建立良

好的互動關係。 

親師互動對幼兒教師的壓力，起

於太多的因素，從家長的個別差異到

整體社會文化，都是可以關注及分析

的面向。從筆者的觀察以及過往與幼

兒教師互動的經驗，親師互動可以先

從下列兩個面向思考調整，以協助幼

兒教師能夠投注更多心力在教學工作

上： 

1. 給幼兒教師的建議：建立正向的態

度是首要之趨，幼兒教師必須將親

師互動所面對的多元現象視為正

常、也必須把互動過程中所遭遇的

問題視為挑戰、而非困擾。在社會

快速變遷之下，人類的生活環境與

思想也一直變動，因此在親師互動

過程中所面臨種種無法預期的現

象，其實都是自然的。此外，每一

位家長都有其個別差異，從家庭文

化到個人特質，都存在著多元性，

因此教師也必須將家長視為班級

裡的幼兒一般，從觀察、了解個別

差異開始，才能在與家長互動時採

用正確的方式。 

2. 給師資培育機構的建議：在幼兒教

師師資培育過程中強調親師互動

的重要性以及適切的技巧，確實重

要，但這僅重視親師互動後端的技

巧和實務經驗，卻可能忽略對於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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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過程所產生問題的理解和分

析。師資培育機構必須培養學生對

於家長教育觀點和行為的分析能

力，如此才能逐漸覺察到何種互動

方式是正確的，也才不會讓學生進

入職場之後，屢屢困擾於找尋正確

的親師互動技巧，且對於幼兒家長

抱持著惶恐與壓力。 

良好的親師互動取決於教師與家

長對於幼兒學習及發展上的關注是否

一致，而這跟幼兒園親職教育的規畫

有密切的相關。現今絕大部分幼兒園

在親職教育方面多是點狀式的活動安

排，例如固定舉辦的教養經驗談、依

據節慶文化習俗進行的親子活動、或

是主題結束時的成果展示等，都沒有

辦法給予家長具有架構的教養觀念。

系統性的親職教育規劃，幼兒園可以

參考美國學者戴明（W. E. Deming）所

提出以 PDCA 為主軸的品質管理循環

觀點，進行下列工作： 

1. P（Plan、計畫）：幼兒園必須依據

本身的教育理念、家長的特質、以

及幼兒園所擁有的內外部資源，擬

定親職教育的整體目標，並據以規

劃不同型態的活動，促使所辦理的

各項活動能更聚焦，並在成效考核

方面更有根據。 

2. D（Do、執行）：幼兒園規劃的各

項親職教育活動除了必須依據目

標擬定之外，也必須在執行過程中

落實計畫的內容。此外，活動執行

過程中若家長提出不同的建議，幼

兒園也可以視情況進行彈性調

整，除了能使活動更符合多元性質

之外，也能貼近不同背景家長的需

求。 

3. C（Check、檢核）：幼兒園必須重

視各項活動的執行狀況以及成

果，且透過不同方式之檢核機制，

例如質量兼併的活動評量、或是正

式與非正式的會議討論，確實了解

所辦理活動的成效。 

4. A（Action、行動）：幼兒園完成各

項活動之後，必須從檢核的結果思

考原先親職教育的目標以及活動

規劃是否需要調整修正。期使幼兒

園的親職教育能在自我檢核、以及

能在隨著社會變遷的脈絡下更為

精進。 

親師互動原本就不是件容易的

事，尤其是在這一個多元及快速變遷

的社會環境之下。除了上述建議之

外，幼兒教師也必須把家長視為「夥

伴」關係，以正向的態度與客觀的觀

點面對不同特質的家長，如此才能在

與家長順暢的互動、合作之下，真正

協力促進幼兒的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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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跳背後的意義-談幼兒園親職教育 
李瑋蓁 

桃園市笨港國小附設幼兒園教師 

 

一、親職教育的重要 

臺灣面臨嚴重的少子化問題，每

個孩子都是寶，都是需要好好教育的

瑰寶，而目前家庭功能面臨政治、經

濟的衝擊，公私立幼兒園因應家長而

非幼兒需求考量也陸續辦理課後照

顧，而部分縣市從免費早餐、免費午

餐到延長課後照顧到晚間七點，幾乎

從睜開眼，學校已經可以包辦一切照

顧工作，家長只需從學校接回家睡覺

了，逐漸地，家長與孩子不再聊天談

心，長時間上班上課，回家已經沒有

時間沒有心力聽孩子說話，大家從小

被教育成要養成負責的態度，但似乎

只為工作負責，認為賺錢養家就是負

責，在接受教育的過程中不會有機會

學習如何當父母，所以並無意識自己

的親職角色是何等重要，一旦親子之

間出現問題，此時就需要付出更大的

心力及社會成本了。所以也讓筆者不

禁回想自身成長過程，教育孩子的價

值觀乃從自身的成長經驗中型塑，延

續上一代父母給我們的溫暖回憶予以

傳承，但現在，包山包海的學校教育

可說是方便了家長，但卻讓孩子連跟

父母親之間製造回憶的互動時間都方

便掉了，所以，為了讓孩子們的成長

過程不會少了家長陪伴，幼兒園/學校

的角色顯得十分關鍵，在孩子學習與

成長的過程中，需讓家長知道自己親

職角色的重要，才能讓孩子穩定、安

心的成長，推廣親職教育，也該是各

級學校應重視的使命。 

教育部於 2004 年公布之《家庭教

育法》第 12 條明訂「高級中等以下學

校每學年應在正式課程外實施四小時

以上家庭教育課程與活動，並應會同

家長會辦理親職教育。」目前幼照法

第 14 條幼兒園得提供作為社區教保資

源中心，發揮社區資源中心之功能，

協助推展社區活動及社區親職教育，

第 40 條也規定家長參與幼兒園親職教

育為其需履行的義務，雖無罰則，但

也明確的指出學校在推廣與辦理親職

教育活動之必要性，讓家長知道並感

受到學校是能夠提供親職教育的管道

之一，但如何提高忙碌不堪的家長來

學校接受親職教育的意願，也是學校

應該要做功課的地方，因親職教育為

成人教育的一部份，以下將針對成人

教育的特性來思考，找出有效辦理親

職教育的方向。 

二、成人教育之特性 

『親職教育』（parent education）

是成人教育的一部分，是以為人父母

者為施教對象，以增進父母教養子女

的能力，以改善親子關係為目標，由

正式或非正式的學校的親職專家所開

設的終身學習課程。親職教育既然是

成人教育，所以，以成人學習的特性

來思考，茲將成人學習的特性整理如

下（黃富順，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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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成人學習是插曲式，非連續性 

通常都是到了孩子生下之後，或

者等到教養上出了問題的時候才會去

參加或是進行學習活動，但只要問題

解決，其學習活動便宣告停止，當下

一個問題或困難再度產生，才又學

習，學習活動是插曲式、間斷的、不

連續的。 

(二) 成人學習以問題為中心 

成人學習活動的發生常是在日常

生活中發生問題或產生困難為求解決

問題或排除困難而參與學習活動，學

習不朝向學術情境，教材越與生活結

合，成人越感興趣，參與動機越強。 

(三) 成人學習講求立即運用 

立即運用是成人學習的特色之

一，希望透過學習而獲得的知能能馬

上運用於日常生活情境中，「學以致

用」與「即學即用」為規劃成人學習

的重要原則。 

(四) 成人學習要有明確學習效果 

成人有許多工作與責任待完成，

扮演多重角色，常深感時間與精力的

不足，在這樣的心理架構之下，則會

希望每一次學習都有所收穫，對學習

活動的期待是具體而明確的。 

(五) 成人學習是一種終身的歷程 

在漫長的成年期當中，每一個發

展階段都有新的發展任務要完成，成

人為完成發展任務將激發較強的參與

學習的動機，新的事物不斷發生，成

人皆需要新的知能，因此，成人學習

活動沒有結束的一天。 

三、幼兒園辦理親職教育之建議 

承上，相信所有的公私立幼兒園

每年一定會有所謂的幼兒學習成果發

表會，而且因為孩子上臺表演，家長

往往都會出席參與；為了彰顯學校的

辦學成果以及對學生的關注，往往也

有許多資訊的提供，如園訊、教養文

章、連絡本…所以，與家長間有許多

書面及面對面的互動，所以，如何有

效結合學校現有作法達到推廣親職教

育的目的，以下有幾點建議： 

(一) 辦理親職教育前 

1. 教師需先充實親職教育之知能 

教師應先充實對親職教育的專業認

知，並正視到自身角色對傳遞親職教

育的重要，了解家長參育親職教育的

學習特性，用已規劃有效之親職教育

活動，其目的不外乎是希望孩子能在

愛的環境下受教育，不僅僅在校，在

家亦如是。教師也是在校與孩子接觸

最密切的人，也具教育專業，面對許

多問題能第一時間予以反映，故需充

實知能才能及時滿足家長親職教育的

需求，能體貼家長接受親職教育的困

境，乃是推廣親職教育的靈魂人物與

溝通橋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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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了解家長親職教育之需求 

以成人學習的特性-插曲式來思考，可

以設計問卷形式讓家長先對自己親子

教養態度以及教養問題進行分析並作

出多個排序，讓學校得以依據家長需

求規畫提供親職教育，藉由排序獲得

多個問題，成為學校辦理親職教育的

內容，在孩子就讀期間，能提供有層

次、多次且有主題的親職教育內容，

來降低家長因自身目的達到而中斷參

育親職教育的問題。 

3. 以問題解決為導向提供相關資訊 

成人學習的特性-以問題為中心、講求

立即運用來思考親職教育的規劃，就

教育的內容而言，親職教育主要培養

教養子女的正確態度，增進有效教養

的知識技能，改善親子關係，若要達

到良好的親職教育品質，過於說教式

的父母教養子女的理論則應該避免，

例如：「如何成為一個高效能父母？」

來替代傳統課程的「父職/母職角色的

困境與影響」，依據家長反應的教養問

題，提供具體、回家可立即運用的解

決策略，若是多數家長的需求，則可

由學校邀請相關專家來進行講座分享，

若是少數家長則可由書面文章提供或

是教師即時溝通，而隨著子女年齡不

同，教養問題的種類不同，親職教育

的內容也應有所調整。 

(二) 辦理親職教育中 

成人學習的特性-講求立即運用、有明

確學習結果，相關的設計應與日常生

活結合，並隨手可得，隨時可作，講

求家長運用上的方便，提高生活運用

的便利性，讓家長願意做，而且能容

易看見成果，不論是書面資訊的提供

或是學校辦理活動之規劃，應客從此

向思考。例如：為提高親子互動品質，

提供親子互動可以一起玩的活動，學

校常會舉辦 DIY 的親子動手做活動，

但若以蝶谷巴特為主題，雖提供了具

有美感的作品以及難得的體驗，但是

類推到日常生活上就顯得困難，因為

很多的工具及材料非唾手可得，反倒

不若親子廚房來得生活化，認識促進

孩子健康成長的食材，並學習運用巧

思調整孩子偏食問題，學習擺盤技巧

來組合餐點，讓餐點美觀又可口，而

且只要吃飯時間就可以做，除了提高

父母製作餐點的美感與知識，製造親

子互動機會，也延續了學校親職教育

的話題。 

(三) 辦理親職教育後 

成人學習的特性-自動自發、終身

的歷程，當幼兒園能主動且積極的給

與家長接受親職教育的機會與習慣，

讓家長真切體認到自己的進步或是親

子關係的良性改變，將近一步帶給家

長信心，讓家長意識到成為一位有效

能的父母，是終身要學習的課程，隨

著孩子年齡的增長，管教問題的改

變，家長仍是面對了諸多將養問題的

挑戰，幼兒園盡可能得常提供學校之

外的親職教育資訊，讓家長知道即便

從學校畢業了，仍能夠知道從哪些管

道可以獲得相關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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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語 

以成人學習觀點來檢視幼兒園辦

理親職教育的盲點，幼兒唱唱跳跳的

可愛表演或許只是吸引家長來校參育

的動機，但不能視為親職教育的全

部，幼兒園每一個與家長溝通互動的

管道皆應具有親職教育的意涵，增加

家長獲得親職教育的機會，也讓園方

隨時檢視所提供之親職教育的品質，

若能深入家長心，家長則能透過親職

教育獲得教養子女之知能，營造出良

好的家庭環境及親子關係，可使孩子

獲得最完善之照顧，且幼兒園透過有

效的親職教育與家長之間建立了良好

的合作關係，更可提高家長對子女教

育的參與度。在此深切的期待，透過

正確有效的親職教育，希望讓家長孩

子能擁有共同歡笑的時光、優質的教

養品質，能一起營造溫馨快樂的回

憶，並將這一份愛能一直傳遞下去，

家庭功能愈加健全，相信也會減少很

多的社會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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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園實施親職教育十個困境 
黃惠芳 

財團法人嘉義市私立榮光幼兒園園長 

國立嘉義大學幼兒教育學系碩專班研究生 

 

一、前言 

幼兒園與家長間的關係至為密

切，可以像家人、像朋友，也可能一

夕間變調，端看幼兒園如何去經營這

一段比愛情更脆弱的關係。筆者於私

立幼兒園服務二十餘年來，雖然了解

親職教育的重要性，但它卻一直被排

在所有須執行園務的最末位。 

二、幼兒園常見的親職教育問題 

筆者認為幼兒園常見的親職教育

問題有以下 10 種： 

1. 家長沒有親職教育需求：最危  險

的病人其實是沒有病識感的病

人，家長也是如此，需要特別溝通

的家長，通常不會參加班親會，因

為他不覺得自己需要任何人的建

議。 

2. 缺乏有能力帶領家長進行親職教

育的專業人才：通常幼兒園會請專

家或學者前來指導，但若講者不瞭

解家長需求，或無法引起家長共

鳴，就達不到預期效果。 

3. 親職教育內容過於零散，無法提升

家長親職教育知能：較少安排連續

性且深入的課程，提供家長實作練

習，並在之後的活動進檢討及分

享。任何的學習都需要精熟，親職

教育知能更是如此，否則家長可能

繼續使用舊時代的思維帶領新時

代的孩子。 

4. 親職教育參加者大多是父或母其

中一方：因為須輪流照顧幼兒，鮮

少能父母一同出席，故可能會有課

上愈多，彼此教養態度愈分歧的狀

況，造成親職教育效果大打折扣。 

5. 未能針對家長個別親職教育需求

提供服務：親職教育大多不是談閱

讀就是談教養，但家長可能有更迫

切的問題需要協助，如：隔代教

養、情緒管理、家庭經濟學等。 

6. 親職教育活動的形式單一：其實舉

凡通知單、校刊、聯絡簿、電子通

訊媒體等，只要能靈活運用都能成

為親職教育的利器，且能節省人力

物力和時間。 

7. 親職教育實施對象不夠明確：親職

教育的實施對象應該是幼兒的主

要照顧者本身，不是幼兒，只有家

長自己的親職能力提升了，才有能

力帶領幼兒走當行的路。 

8. 家長無法長期、持續性的參與親職

教育：若能給予托育服務或其他必

要性的支持，將有利於親職教育推

展，讓家長能有足夠的機會提升自

己的親職教育知能。 

9. 親職教育成效不明顯，不符合園方

預期效益：辦一場幼兒走秀活動所

獲得的回饋遠比家長讀書會來得

多，廣告效益也較大，故幼兒園喜

歡辦各式各樣娛樂大人小孩的活

動，而不願辦理親職教育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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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沒有強制力規定家長必須接受親

職教育訓練：除非是家暴案例，否

則不會有社工督促家長去上親職

教育；但其實你我都是沒拿到親職

教育執照，卻都已經上路了，危險

駕駛的結果，就是讓幼兒的教養問

題愈來愈棘手。 

三、建議與結論具體建議 

筆者針對幼兒園親職教育，提出

以下建議： 

(一) 以多元方式推行親職教育 

可以是輕鬆的閒聊，也可以是正

式的家長增能講座；對於參與度低的

家長，面對面簡短的溝通及敘述想

法，應該是最有效的方式，對於較積

極參與的家長，可安排一系列的講

座，培養其親職教育知能，讓其成為

園所最佳的親職教育典範。 

(二) 提供親職教育宣傳單張及雜       

誌、圖書等 

聯絡簿可定期夾帶文章或宣導資

料，或直接繕打瑜聯絡事項內；另外，

園所接待區可陳設相關書籍、繪本、

雜誌，或張貼在公布欄，讓家長在放 

學等候幼兒時可以瀏覽翻閱。 

(三) 舉辦集點鼓勵活動 

凡參與園方舉辦之親職教育活

動，每次均可集點，期末再依點數讓

家長兌換禮物或園所備品（運動服、

餐具、水壺），以鼓勵家長參與親職教

育活動。 

(四) 提升教保服務人員親職教育相關

知能，包括：溝通技巧、熱門話

題、教育新知等 

教保服務人員與家長關係最密

切，也是最能及時提供親職問題解決

策和資源的好，其親職教育能力的提

升，亦能增進家長對園所的信賴。 

雖然有可能是做憨工，也可能是

白忙一場，但親職教育成功了，幼兒

的教育才會完整，學校教育這個圓若

欠缺了家庭教育的那一角，將需要花

更多的時間去磨合、滾動，然後只能

成為愈來愈小的圓，或者是不成圓的

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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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有「正確」的身心障礙兒童家長親職教育？ 
施怡廷 

佛光大學社會系助理教授 

 

一、前言與背景 

在近代，為人父母也是需要學習

的概念，已逐漸獲得認同。2014 年頒

布的家庭教育法便將親職教育正式納

入家庭教育之範疇。親職教育最簡單

的定義為，教導父母如何扮演父母的

角色（王鍾和，2009）。從教育的觀點

而言，親職教育被視為成人教育的一

部分，希望增進父母管教子女的知識

與能力，改善親子關係（林家興，

1997）。邱珍琬（2005）認為，親職教

育可分為兩部份，一是預防性的，主

要對象為準父母或為人父母者，使其

擔任親職時更為勝任愉快。二則以補

救或治療為目的，以孩子有問題或困

擾的家庭為對象，使之瞭解如何補救

或治療。 

因假定身心障礙兒童，會造成父

母的照顧困難或家庭壓力，故身心障

礙兒童的家長，通常被歸為第二類服

務對象（張耐，2003）。林美雪（2010）

整理近年文獻指出，特殊兒童親職教

育目的包括：指導父母扮演適當地角

色；建立積極正確特教觀念；提供教

養子女正確態度、有效方法；幫助父

母協助孩子發揮潛能，自我實現，及

獨立生活；加強與外界組織聯繫及尋

求資源能力；強化家庭功能疏導父母

情緒；提昇自我認知與成長，及自我

管理能力。亦即，親職教育被視為問

題解決的策略之一，希望透過親職教

育的施行，促進障礙兒童的家長增進

知能，瞭解為人父母之角色，協助障

礙兒童發展（何華國，2009）。 

在實務上，對身心障礙兒童之家

庭而言，親職教育並未狹義地侷限於

教育課程。相對的，各種領域之專業

所提供之說明與建議，亦是家長非常

重要的資訊來源，並與親職教育分享

上述的功能與角色。本文將以各領域

專業所提供的建議與資訊，作為討論

之親職教育範圍。 

雖然，不論理論或實務研究，通

常都肯定親職教育對於家長的正面功

能（王鍾和，2009）。然而，專業提供

的親職教育僅只有協助嗎？專業希望

傳遞的是什麼「正確」的特教/障礙的

觀念？何為家長應當擔負的「適當」

角色？雖然障礙兒童家長親職教育的

議題並非筆者博士論文之焦點（Shih, 

2012），但是，在討論上述問題時，受

訪者接受與施行專業建議的經驗，將

可提供服務使用者的觀點。 

二、研究方法 

筆者之博士論文之主題為身心障

礙孩子的母親之心路歷程—在社會位

置間與跨社會位置的轉換。該論文以

英格蘭東北為田野，選用質性方法，

運用半結構式之深度訪問，探究十六

位英籍身心障礙兒童之母親教養的經

驗與反思。 

該論文透過英格蘭東北的身心障

礙機構散播研究資訊，以招募受訪

者。潛在受訪者閱讀研究計畫資訊

後，經由電話或電子郵件與研究者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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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確認研究的目的與進行的細節，再

由潛在受訪者自行決定是否參與研

究，以及訪談之時間與地點。 

資料分析部份，首先將受訪者之

訪談內容逐字過錄。在熟讀訪談資料

之後，將每個訪談依據主題編碼。編

碼後的資料依照主題、次主題、相關

議題等主軸繼續發展主題與概念之間

的關係，並依此做細部分析。除了受

訪者本身，及受訪者間之相互對照與

比較外，也將資料與既有文獻與理論

比照。 

三、研究發現與討論 

本文所指之親職教育，並非透過

正式教育系統進行之親職教育，而是

泛指專業提供的資訊與建議。雖然並

非以課堂形式進行，專業提供資訊與

建議的主要目的，亦是使身心障礙兒

童之家長得以增進專業知能，進而更

為適當扮演父母角色，善盡親職，故

其目標與親職教育並無明顯差別。本

節將以受訪者之經驗，討論專業所提

供的建議/親職教育是否都是有效且正

面的？專業/親職教育提供的是什麼認

識障礙的取向？以及專業建議如何影

響母職的任務與責任等議題。 

（一）增進父母的專業知能？ 

許多針對身心障礙兒童家長之研

究，皆發現專業是身心障礙兒童母親

角色和母職的重要影響者（Carpenter 

& Austin, 2007; Clavering, 2007; Rehm 

& Bradley, 2005）。對於本研究受訪者

而言，尤其在初獲診斷期間，專業提

供的知識與建議，的確是主要且重要

的資訊來源。透過這些知識與建議，

母親們認識了孩子的障礙，並且更瞭

解應該如何照顧孩子。然而，專業的

影響並不止於此。 

1. 專業提供的資訊跟建議，未必全      

是支持與協助，而是限制跟沒有

希望。 

自 1970 年代之後，英國身心障礙

研究逐漸發展出兩種分析身心障礙的

架構，其一通常稱為「醫療模式」，意

指將身心障礙視為單純因為生理缺陷

造成的結果。另一則稱為「社會模

式」，簡單來說，是因為不良的社會安

排與設計，造成身心障礙者的「障

礙」，例如造成肢體障礙者無法參與社

會的阻礙，並非是其肢體障礙，而是

樓梯。 

將上述兩者區分命名的學者

Oliver（1996）指出，多數的專業都僅

將焦點集中於障礙者的生理缺陷，認

為缺陷/障礙是負面的，是造成問題

的。如果專業傾向以這樣的取向來看

待缺陷/障礙的話，那麼孩子有缺陷/

障礙等於壞消息的設定，將經由「有

權威」的專業，在說明孩子的診斷及

未來展望時，傳遞給家長。在這樣的

負面設定下提供的資訊和圖像，對家

長是打擊，還是鼓勵與支持（Kearney & 

Griffin, 2001; McLaughlin, 2005）？  

眾多針對身心障礙兒童家長的研

究皆發現，家長們獲得診斷時感受到

否認、悲傷、震驚等情緒（Green, 2001; 

Oliver, 1983）。但是並沒有很多研究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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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這個震驚跟悲傷從何而來。這個

議題未獲關注的一個可能原因恐怕

是，許多研究者本身也認為障礙必定

是負面的，所以導致家長悲傷。然而

也有研究質疑，家長對於障礙的負面

認知與情緒，是被專業對障礙的消極

負向的觀點所影響（ Green, 2001; 

Kearney & Griffin, 2001）。McLaughlin 

（2006）受訪者質疑，若當初說明診

斷時，醫生使用另外一種方式解釋，

或許他們就不需要花那麼長的時間才

有辦法欣賞孩子的優點。Mary 比較自

己的兩個孩子是如何被不同框架看

待： 

當 Phi 出生的時候，沒有人

扶我坐下來，跟我說，「喔，

我的天，是個小男孩，你知

道，他在八歲的時候，會因

為四處玩耍導致腳骨折，也

許，未來還會變成藥物濫用

者。」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但是 Siobhan 就像是這樣，

「她將無法做這個，她將無

法做那個，還有那個，以及

那個」。  

如同 Siobhan 從出生就被以負面

的框架期待，其他母親亦不斷被專業

預告孩子的「無法」與「侷限」。Angel

發現自己總是聽到「不行」，「醫生們

總是說，他沒辦法做這個，放棄吧。

我認為，至少應該給他們一個機會。

你會跟一個正常的孩子說，你不行，

你辦不到嗎？我認為，這非常不公

平。只因為你有障礙，你就不能做這

個，不能嘗試那個」。兩位母親所要挑

戰的是，為何身心障礙孩子的未來，

好 像 已 經 被 決 定 了 （ Landsman, 

2005），一個沒有未來的未來？ 

也有受訪者在初期真的遵照醫

囑，跟隨專業的觀點跟建議過生活，

Wendy 回想起以前完全聽從專業的經

歷： 

我真的將焦點完全只放在他

的障礙，真的全心全力在做

一個身心障礙兒童的家長，

並且，也許可以這樣說，朝

著非常慘淡的未來前進，因

為專業給出的他的未來展

望；因為他的障礙將嚴重影

響我們的生活；因為他的障

礙跟需要，我們將會有多疲

累。我們無法成為一個正常

的家庭，而是所有的事情都

應該要圍繞在他的需求。 

吳佩穎（2011）及曾淑賢（2015）

都發現，對障礙兒童及其家庭非常重

要的早期療育方案，雖然經常提及「以

家庭為中心」的取向，但多數服務僅

關注在兒童障礙的療育。這樣的服務

取向，引出一個問題：身心障礙兒童

家庭的親職教育的目標，是希望他們

能如同其他家庭一般的運作，還是希

望他們只專注在孩子的障礙，成為

Wendy 所說的，需要「所有的事情都

應該要圍繞在他的需求」，以至於「無

法成為一個正常的家庭」？ 這個問題

恐怕在專業人員間亦有相當歧異的看

法，那麼，各專業依其不同的價值所

支撐的親職教育會相同嗎？哪一個比

較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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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專業建議，有時候反而是困惑

跟困擾。 

得到確診之後，母親們開始跟各

種專業互動。多數受訪者認為，這段

初獲診斷的期間，專業提供的協助，

的確相當有幫助。然而，受訪者卻也

逐漸發現一些問題。 

對未曾與專業人員接觸的家長來

說，光是弄清楚各個不同機構的功

能，瞭解各種專業人員各自的權責與

功能，便要花上不少時間，例如，在

基因異常導致多重障礙的女兒身邊，

Mary 總共需要跟 28 種不同的專業互

動。專業又經常都只專注在自己的專

精領域，極少提供其他的協助。於是，

在分工複雜精細的服務體系中，家長

們面對的是片斷的，零散的拼圖式的

服務。 

此外，障礙兒童的母親，通常被

期待要遵從專業提供的建議，但這些

建議要付諸執行並非容易。其中一個

原因如同 Mary 所指出的，這些從各種

專業而來的建議經常是很硬性，無法

動搖的作法，但是有時卻是相互衝突

的。對母親們來說，並不容易判斷到

底應該聽誰的。 

亦即，雖然各種不同領域專業的

建議跟資訊，的確增進了身心障礙兒

童家長的知能，但卻未必如主流論述

所呈現的，都是正向的支持，而可能

導致對障礙的負面理解，或施行專業

建議的困擾。 

 

（二）提供教養子女正確態度，建立

積極正確觀念，以適切照護孩

子？ 

親職教育中，有一項功能是讓身

心障礙兒童的父母不會有「不切實際

的期望」（王鍾和，2009），而是對障

礙有正確的認知，對教養有正確的理

念，方能是適切照顧孩子（鄭雅薇、

馮鎮城，2010）。Maggie 便曾被專業認

為有不實期待：「他們（專業）說她完

全看不到。我說，如果我把巧克力排

在地板上，她就會走去將巧克力撿起

來吃掉，他們說，不可能，這只是你

的想像，是你希望她看得到」。一直到

女兒示範給專業看，他們才終於承認

女兒看得到。 

在一段時間的教養經驗之後，專

業建議雖然仍是母親的重要參考，但

多數的母親開始拒絕將專業推估的預

後與展望，當成他們孩子的未來。母

親們堅持保有「不被專業認可的希

望」，並盡力提供孩子各種嘗試的機

會，讓孩子的潛能得以發展。事實上，

研究中的幾位孩子，已證明當時專業

負面與悲觀的預估是錯的：孩子可以

走，可以說話，可以唱歌，從事了醫

生認為絕對不可能辦到活動，還交了

女朋友。孩子沒有在兩歲死亡，現在

已經十七歲了。 

若專業單純以不實際、過份樂

觀、仍處在否認階段等框架看家長，

並以破除不實際期待為目標與之互

動，是否真的對孩子跟家長比較好？

當專業用普同的，既有的知識來推估

孩子的發展時，是否提供了孩子個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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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異存在的空間與機會？若母親真的

以專業的假定，沒有用「不實際的期

待」來教養孩子，沒有不遵醫囑地提

供孩子嘗試與學習的機會，孩子們還

有機會證明專業的推估是不準確的

嗎？那麼，究竟何為教養子女的正確

態度跟觀念呢？ 

（三）正確與適當的親職角色？ 

逐漸的，母親們發現專業不只幫

他們定義障礙的意義，增進他們對障

礙的瞭解，也範定了他們的母職角色

跟任務。如同前述，各種專業提供了

不同建議的同時，亦代表著母親被期

待執行各種專業指派的任務，扮演各

種不同的角色，例如治療師、護士、

教師等等（Leiter, Krauss, Anderson, & 

Wells, 2004）。Jackie 說：「得把所有的

專業角色融入一個角色，就是母親」。 

在每天的日常生活裡，母親們被

期待要維持與監控孩子的健康，要給

藥，要確認孩子發展的進步程度，要

協助從事各項專業交待的活動。

McKeever & Miller（2004）對此提出

質疑：母親根本就不只是後勤預備軍

‘reserve army’，而是各種高度複雜任

務，包括醫療照護的實際執行者。當

兒童照顧與醫療照顧的邊界變得模

糊，Leiter（2004） 認為施行醫療照護

成為母職的延伸。Kirk（2000）則認為

這是將照護的責任從專業移轉至母親

身上。 

Kirk（2000）質疑這樣的分工與責

任移轉的合理性。Kirk 認為，專業與

母親的分工，經常不是雙方協商的結

果，也不是被放在「邀請家長參與」

的原則下施行，而是將母親的投入跟

付出視為理所當然。即使有協商的空

間，仍可能因為專業與母親間不平衡

的權力關係，使母親無力拒絕加諸於

他們身上的責任跟任務。 

隨著時間流逝，母親因為接受與

學習了專業的建議/親職教育，使得其

照護能力有所增強。若按照一般親職

教育的假設，那便能減輕家長的親職

壓力，能更有效解決問題。但是，對

於身心障礙兒童的家庭來說，那恐怕

是另外一個故事。當母親的專業知能

增強，母親的責任與照顧工作益發擴

張增重，專業提供的支持卻可能因為

相同的理由降低。專業的支持或許變

少，但是期待卻沒有減低。Angel 說，

「你總是非常努力，希望專業認為你

已經盡力了。但是你卻也必須承認，

你這裡沒做好，那裡做不夠。專業人

員總是讓我覺得，我不是一個好媽

媽」。Angel 的感受呼應了 Leiter’s 

（2004）的發現，母親們的專業知能

或許已有增長，但並沒有足夠的知識

去評估那些治療師要求母親在家施行

的運動之效果，也未能瞭解這些運動

未能有效之原因。然而，孩子的發展

如有不盡人意的狀況，卻成為母親失

職的證據，母親成為被指責怪罪的對

象（許靖敏，2002）。 

Angel 跟 Debbie 進一步指出，專

業都只有關注在孩子的進展，卻很少

注意母親們為了施行這些任務，需要

什麼樣的協助。如同其他研究之發

現，母親們發現他們的個別情況，以

及在生活裡的其他責任與角色，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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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顧另外一個孩子等，都沒有被專業

一併考量，而是狹隘地依據障礙兒童

的需求，要求母親盡責（Gottlieb, 2002; 

Leiter, 2004）。Angel 提出疑問，「你可

以告訴我，我到底要去哪裡找時間做

這個嗎？到底要如何才能將所有的事

情擠進來一起做」？ 

這些額外的期待跟責任，造成母

親們減少了「當母親」的時間。Angel

發現她的生活被各式各樣的專業期待

給綁架，「如果她（女兒）在水裡，我

就會協助她鍛鍊腳力…你持續地思考

著，這（件事情/活動）對她來說有沒

有任何助益。其實你心裡知道，如果

孩子沒有障礙，你會做的事是，享受

地看著他們快樂地玩水」。甚至於，

Angel 後來發現，「有時候，他們只是

想要坐在你的腳上，希望你給她一個

擁抱。但是，我心裡計算的卻是，這

樣是不是浪費了時間」？當發現了自

己母職已經變質之後，研究中有四位

母親強調她們開始抗拒醫療專業的期

待，決定要當「媽媽」，而不是治療師。

同時，五位受訪者亦認為將治療場所

跟家庭生活做區隔是有必要的，如同

Read（2000）所建議的，讓家庭保有

其隱私的空間，而不是醫院的延伸。 

親職教育的重要功能是讓家長知

道如何扮演適當地父母角色，但是何

為適當的家長角色？專業透過將專業

知能與技術轉移給家長，的確增長了

家長的專業知能，然而，希望家長可

以相當程度的扮演半專業的角色的這

個期待，究竟是使之「適當」扮演父

母角色，還是因此而侵蝕排擠了「父

母」的角色呢？依據受訪者的經驗，

正是因為拒絕了專業加諸於他們身上

的「適當的父母角色」，她們才得以回

到「孩子需要」的「母親」角色。 

四、結論 

本文並不認為專業建議/親職教育

沒有貢獻，而是希望透過服務使用者

－母親們的經驗，提供一些思考身心

障礙兒童家庭親職教育的觀點。 

在閱讀相關的碩士論文時，相當

常見的假設是，家長對於障礙、專業

知能是無知的，以至於親職教育是重

要且有成效的。然而，與障礙兒童的

家長有更多的接觸之後，卻越來越讓

我不再像年輕時，可以那麼輕易接受

這樣的假定，或者那麼理所當然，理

直氣壯的揮舞著，要協助家長有「正

確」知能、「正確」教養態度、使之能

實踐「適當」的親職的大旗。 

我深信，所有的專業都是基於其

專業知能與理念，盡可能的提供家長

最新，或最適合的資訊與建議。但是，

放下專業的驕傲，面對身心障礙的歧

異性與複雜性，我反省著，真的有「正

確的」親職教育嗎？一個單一的，追

求普同的親職教育，真的能回應孩子

與家長們的個別需求嗎？若繼續使用

醫療模式地，將問題單純視為生理缺

陷的影響，只關注障礙的不足與限

制，僅將努力跟資源放在「協助孩子

趨向正常」的治療取向的親職教育，

對孩子及其家庭來說是最佳福祉嗎？

或者，除了壓力、困難、問題等負面

框架之外，我們可以進一步與身心障

礙者與其家庭，共同探究身心障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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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涵，進而發展不同取向的親職教育

與服務？ 

母親們的經驗已呈現了「適切的

親職角色」的矛盾之處，究竟是要教

育家長成可以替代專業的親職角色，

還是我們可以允許家長只選「母親」

或「父親」的角色，並且不會因此將

非自願家長，不積極協助孩子發展等

標籤貼在這些母親與父親身上？此

外，照護障礙孩子並非母親們的唯一

角色，以「家長可以適切執行身心障

礙兒童親職」為唯一檢測標準是否足

夠？可以進一步追問的是，造成母親

壓力的，是孩子的生理障礙，還是因

為專業建議／親職教育所造成的多專

業角色的，任務複雜繁瑣的「親職角

色」？ 

在思考身心障礙家庭的親職教育

時，仍有許多值得繼續探究的空間。

也許第一步是承認親職教育並非全然

的正向，並且放棄專業必然是「正確」

的執念，或者有「正確」的親職教育，

才有可能給親職教育多元發展的機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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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地區非主流家庭親職教育實施的挑戰與策略 
胡秀妁 

樹德科技大學兒童與家庭服務系助理教授 

 

一、前言 

家庭是組成國家社會最基本的組

織，我國於民國 92 年 2 月通過家庭教

育法的修訂，其中第一條為「增進國

民家庭生活知能，健全國民身心發

展，營造幸福家庭，以建立祥和社

會」，可見社會的穩定祥和在於健全的

家庭。健全家庭的關鍵在於一對夫妻

結婚，進而生育、養育、教育兒女，

善盡父母親的職責，發揮家庭功能，

因此親職角色是所有家庭角色中最被

重視且最重要的。103 年 8 月份的家庭

教育法實施細則中對親職教育的定義

是指「增進父母職能之教育活動」，並

且指示教育團體和機構應該依教育對

象及階段的需求以「多元、彈性、符

合終身學習為原則」竭力推動家庭教

育。由於親職教育在我國的正式學制

中並沒有明確的定位，因此在推動上

面臨許多挑戰，儘管家庭教育法第十

二條第一項規定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在

正式課程外實施之家庭教育課程及活

動，應依學生身心發展、家庭狀況、

學校人力、物力，結合社區資源為之，

載明於學校行事曆中。各級學校配合

法令推動親職教育的現況，誠如卓紋

君（2001）指出目前國小推動親職教

育大多以集體「大拜拜式」的講座或

大型座談會為主，未區分家長屬性，

且內容不出「點」的層次，難以顧及

相關主題的延續性和深入性，往往成

效不彰。 

 

根據民國 101 年內政部的統計，

家庭暴力通報案件逐年增加，按類型

別分又以兒少保護案件增加 5613 件最

多。從 2006 年到 2014 年，平均每年

有 15469 個兒童及少年生活在受虐待

的陰影之下。家扶基金會（2015）也

指出，近 5 年平均每年有 16000 個受

不當對待的孩子被轉介，2 萬多戶高風

險家庭，且進一步分析造成兒少死亡

案件中，受害兒童近五成是未滿 3 歲

的嬰幼兒。這些數據顯示社會上有某

些家庭的父母親在親職教養知能上，

及對父母親的職責認識不清，以致於

讓孩子成為受害者。 

學者專家探討家庭相關議題時會

把家庭作不同的分類，本文以實施親

職教育的場域經驗，將家庭的類型分

為：主流家庭和非主流家庭。非主流

家庭泛指經濟、文化、教養弱勢的家

庭，如：單親、新住民、祖父母隔代

教養、有身心障礙（特殊需求）者的

家庭、失親家庭、未成年生子的家庭

等。筆者以多年受邀到各學校、政府

或民間社福機構擔任親職教育講師及

專業相關督導的經驗，發現學校舉辦

親職教育時，來參加的以中、高社經

地位的家庭居多，讓主責的老師常感

嘆：「該來的不來！」而他們所謂「該

來的家庭」是哪些家庭呢？歸納之後

不難發現這些「無法」或「不願」來

參加親職教育的家庭大部分是屬於社

會上非主流的家庭居多。因此本文將

探討非主流家庭參與親職教育所面臨

的挑戰及解決策略。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15，4（12），頁 68-72 

 

親職教育問題  主題評論 

 

第 69 頁 

二、親職教育的意涵與功能 

(一) 親職教育的意涵 

親職教育（parent education）是提

供為人父母或主要照顧者學習如何教

養子女的教育。父母親的角色包括照

顧、養育、教育、關懷、陪伴、輔導、

示範、管教、溝通等多面向的內容。

嚴格來說，父母也要學習小孩在不同

成長階段的身體、認知、社會心理、

和道德發展的需求，才能稱職扮演好

父母的角色，知道如何因應孩子的需

求，培養身心健全的孩子。因此，親

職教育是一門教導父母如何瞭解與滿

足子女身心發展的需求，有效協助子

女 成 長 、 適 應 和 發 展 的 學 問

（Bruder,1993）。黃迺毓 （1994）進

一步指出親職教育就是幫助家長成為

更稱職的父母的教育，是成人教育之

一，是一門綜合心理學、發展學、家

政學、社會工作學、輔導學等專業的

教育。可見要成為稱職的父母需要具

備許多知能，才能讓子女順利成長，

而華人以親子縱軸的家庭觀念裡，在

教養子女的過程中維持良好父母與子

女的關係是一大挑戰，華人父母常以

「父母是天、子女是地」的尊卑思維

處理親子之間的衝突，導致許多憾事

發生，所以親職教育的內涵不僅是教

養知能而已，也強調親子關係的經營。 

林家興（2010）對親職教育的看

法是終身學習的課程，成人教育的一

部分，以父母為對象，以增進父母管

教子女的知識能力，和改善親子關係

為目標。此外，透過親職教育的參與，

以多元的方式協助家長善盡父母的職

責（蔡春美、翁麗芳、洪福財，2011），

提升父母的照顧能量與自信（Carter, 

1996），進而涵養健全父母與子女的人

格與發揮家庭功能（林家興，1998; 

Alvy, 1994）。綜合上述學者的看法，

親職教育的意涵是教導父母或主要照

顧者能覺察親職角色的重要，建構良

好的家庭環境，瞭解子女發展的需

求，妥善因應子女的行為議題，利用

社會資源及支持系統，增加為人父母

的能力與信心，培育健全的下一代。 

(二) 親職教育的功能 

親職教育主張從父母發現懷孕那

一刻就該即時覺察親職角色的重要，

隨著家庭生命週期，親職角色也依照

孩子的成長而調整以符合實際所需，

而其課程內容又整合全人─身、心、靈

觀點，建立正確教養態度，增強父母

教養子女技巧與能力。換言之，親職

教育因具備自願性、實用性、即時性、

整合性等特點，可以使父母親成為有

效能父母（effective parents）。親職教

育透過嚴謹的規劃有「事前預防」

（ prevention ） 和 事 後 介 入

（intervention）的功能，消極方面達成

改善或避免親子關係的問題；積極方

面則是預防親子問題發生，增進更好

的親子關係，提升父母和子女對自己

情緒的覺知，協助父母提供子女成長

與發展的最佳家庭環境。 

郭靜晃指出親職教育的功能在

於：預防兒童被虐待與疏忽，青少年

濫用藥物、犯罪及心理偏差行為等產

生，以及子女學習挫敗，進一步教導

家有特殊兒童、失功能之家庭或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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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文化弱勢家庭，提供兒童及青少年

發展和教養子女知識以提升家庭功

能，達到父母能獨立教養子女和健全

家庭生活（郭靜晃，2010）。此論點一

語道破非主流家庭參與親職教育的重

要性，根據內政部兒童局全球資訊網

（2012），受虐兒童的施虐者往往是孩

童的親人，如照顧者、親戚或其父母

的同居者，其中父母或養父母更是佔

絕大多數。此外，研究上也發現家庭

結構、家庭氣氛、父母關係和手足偏

差對青少年偏差行為有中度的影響 

（洪雪雅，2003）。總之，如何鼓勵非

主流家庭的家長參加親職教育應該是

現代社會當務之急。 

三、非主流家庭參與親職教育的

挑戰與策略 

(一)  非主流家庭的樣貌 

非主流家庭的樣貌多元，如父母

非自願性失業或重複失業、失婚、一

方家長重病、過世或入獄服刑、家中

有成人罹患精神疾病或吸毒、非自願

的隔代教養等，因而造成父母或主要

照顧者教育、經濟、文化、語言的弱

勢，在這些不利因素之下，父母或主

要照顧者自我情緒管理、親子互動技

巧、教養態度與行為等方面常無法妥

善選擇合適的方式，導致親職失能，

孩子的成長與發展受挫，間接造成社

會成本的增加。 

(二) 非主流家庭參與親職教育的挑戰 

政府或民間機構推動親職教育希

望父母或主要照顧者能積極參與，然

而非主流家庭因個人或環境因素導致

參與率偏低。國內研究發現社會經濟

地位、工作性質和時間是家長無法參

與親職教育的主因（呂惠敏，2012；

邱華鑫，2008；張志鴻，2004）；Dunst 

（1999）指出除了社會經地位之外，

父母的心理健康狀態在教養子女方面

扮演重要地位。非主流家庭的父母或

主要照顧者平時忙於生計、處理婚姻

不穩定的危機、照顧特殊需求的家庭

成員等就已自顧不暇，遑論參加教養

相關的親職活動，茲以人、事、時、

地、物等因素，剖析非主流家庭參加

親職教育的挑戰： 

1. 人的因素：家中無人照顧幼兒或特

殊需求者、親職課程帶領者只能講

主流語言（華語）或缺乏有效的教

學方式、害怕在團體的討論中需要

自我陳述、怕被標籤化、缺乏團體

認同感。 

2. 事：家長的工作性質、生活作息、

家中偶發或危機事件缺乏支持系

統。 

3. 時：上課的時間不恰當（假日、晚

上）或時間太長。 

4. 地：住家到上課地點的交通問題。 

5. 物：親職教育課程以靜態居多，課

程無法滿足父母家長的需求或引

起其興趣，付費課程無法負擔。 

(三) 非主流家庭參與親職教育的策略 

落實非主流家庭的親職教育，在

策略方面要因應人、事、時、地、物，

以「彈性而多元化的親職模式」來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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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與推動，期許能為這些家庭增能。

鄭淑玲（2005）將學校實施親職教育

的方式區分為團體方式與個別方式兩

種。團體方式有：1.親師座談會 2.親職

教育講座（演講）3.新生家長說明會

4.親職成長團體 5.讀書會 6.聯誼性活

動（如:親子運動會、園遊會、烤肉等）

7.家長參觀教學日。而個別方式有：1.

家庭聯絡簿 2.家庭訪視 3.電話訪問 4.

設置親職諮詢電話專線 5.提供親職教

育刊物 6.利用電子網路提供親職教育

資訊。因應前面所提的挑戰，這些多

元的方式實施時策略時的細節分述如

下： 

1. 人：主辦單位可以提供托育照顧服

務，課程帶領人要有文化素養，要

顧及不同特質家庭的需求，或以同

質性的家長為團體，營造共榮輕鬆

的氣氛，讓參與的父母感受到被接

納的感覺。 

2. 事：橫向連結家長工作的主管，准

予因參加子女親職教育課程或活

動而請假，連結志工資源在必要時

成為支持系統。 

3. 時：先調查家長可參與的時間，再

以大多數能參加的時間為主，並全

程錄影、錄音，讓少數無法參加者

可以在家觀賞或以廣播媒體製作

親職教養相關的訊息。 

4. 地：適時提供交通接送，並考量小

孩一起參加時可以活動的空間。 

5. 物：以累積點數贈送禮券、文具、

課外讀物、午餐免費等方式，積極

鼓勵家長參加，若有付費課程，政

府應該補助；家長參加親職教育相

關活動，在子女的德行成績可以加

分，讓子女以「文化反哺」的方式

影響父母。 

四、結論 

親職教育的目的在協助與支持父

母親能認知親職角色的重要，妥善因

應孩子不同階段的需求，教養健全的

孩子。而非主流家庭在經濟、教育、

語言、文化方面處於弱勢的情況下，

對於弱勢的情況下，對於子女的教養

有時難免力不從心，因此推動親職教

育的主辦單位應該先瞭解參加對象的

特質，再審慎規劃合適的課程或活

動，確實建構家庭、學校、社區的資

源網絡，解決非主流家庭參與親職教

育的障礙，在「一個都不能少」的前

提下，讓所有的孩子都能健全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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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勢」家長親職教育之積極作為 
黃玉幸 

正修科技大學師資培育中心副教授 

 

一、前言 

中等以下學校辦理親職教育，項

目與內容多樣且豐富，舉凡召開班親

會、家長成長團體、家長志工培訓、

親子讀書會、親職教育講座等，主題

因應家庭結構改變及教育政策，包含

十二年國教政策說明會、補救教學、

新移民火炬計畫、推廣閱讀等，可謂

包羅萬象、多元參與。 

教育為實踐社會正義，對「弱勢」

學生投入相當多教育資源，如單親、

低收入、新住民、原住民、隔代教養

等「經濟」弱勢家庭之子女或「學習」

弱勢之學生等。「弱勢」學生可能來自

經濟弱勢或突遭變故之家庭子女，也

可能來偏鄉地區文化資源稀少，或是

父母教育程度等複雜因素缺乏教養，

政府與民間團體挹注物質或關愛資

源，協助學生適應成長，縮短世代落

差。 

「弱勢」家長，可能因子女為獲

政府經費補助之「弱勢學生」；可能因

子女在校行為偏差，經常接通知要求

到校加強輔導；可能是個人因素，無

法出現校園參加學校親職或親子活

動，其相對於一般家長，值得探究親

職教育之個別關懷與作為。 

本文以作者曾參與校園性平事件

調查之案例，凸顯個案（三者皆為化

名）其「弱勢」家長之困境，省思學

校辦理親職教育可行之積極作為。 

二、家長之「弱勢」處境 

(一) 「強勢」導師主導之班親會 

襄承為小二學生，從小在鄉下由

祖父母照顧，因父母謀生轉學至都會

地區學校，班級比以前讀一年級時的

同學多了近三十名。他上課抓同學髮

辮、推倒教室文具櫃、打同學、拉同

學裙子等小錯不斷，同學告訴老師，

導師通知家長到校，向其他同學家長

道歉已是家常便飯。惹禍次數多了，

同學不願意與他交往，襄承媽媽漸感

「教子無方」，羞愧地不敢到校面對導

師指責。之後，由學校主任通知爸爸

到校，處理導師申訴襄承疑似行為人

之性平調查事件。 

申訴事由為某天上課交作業回座

時，襄承摸了某位女生的下體部位，

該名女生家長在性平調查小組說明，

孩子乖巧，突然被「碰」肚子，「不舒

服」。襄承爸爸聲淚俱下，知道孩子在

學校受到排擠，導師一再暗示轉班或

轉學，藉著這疑似性騷擾動作，擴大

襄承惡行。性平調查事件結果「性騷

擾」不成立，建議學校協助導師精進

班級經營技巧，及實施符合家長個別

需求之親職教育。 

 襄承父母在班級家長之「弱

勢」，相對於導師在班親會之「強勢」，

因導師情緒或壓力等因素，學校行政

依規定組成性平調查，確定導師申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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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由不成立。之後，襄承父母依然在

社區或校園受到排擠，進而逃避到校

或與其他家長見面。學校完成行政程

序，但，支持襄承父母之親職教育，

如轉學生活適應，家長多教導孩子社

交技巧或人際相處能力，與班親會家

長互動之信心等，卻缺少在「關鍵時

刻」之個別協助。 

(二) 「強勢」隱藏著家長情緒困擾 

宥翔就讀國小五年級，經鑑輔會

以「學習障礙」融入普通班就讀，媽

媽經常到校陪讀，順便觀察班上同學

與孩子相處情形。輔導老師、班級導

師或班上家長大多接納宥翔，且耐心

指導。但，宥翔媽媽「過度」關注自

己的孩子，認為其他同學可能做出對

宥翔不利行為，質疑導師怠忽輔導，

更到處投訴學校未盡職責。 

輔導老師之輔導記錄、導師詳盡

填寫之家庭聯絡事實，仍不能安撫宥

翔媽媽之情緒。班上其他家長多次接

到宥翔媽媽無由指控，不堪其擾後申

訴宥翔「摸女生屁股」、「抓女生上身

胸部」性騷擾同學。 

學校啟動性平事件調查，宥翔媽

媽強烈反擊，爸爸冷漠無語。提申訴

之家長雖曾諒解寬容，但此次堅持不

撤案。學校行政人員依法完備程序，

期待性平調查結果能終結宥翔媽媽之

不當檢舉學校。此次性平調查小組說

服其他家長撤銷申訴，建議宥翔爸爸

帶著媽媽接受心理輔導，期望學校、

導師、輔導教師及宥翔媽媽、其他家

長等各方尋找新出發點，歸於平靜之

學習生活。 

(三) 「強勢」網路之外的新住民媽媽 

美心為國中二年級女生，媽媽是

新住民且單親扶養，平日忙於謀生，

盡心盡力讓孩子接受教育。導師從同

學口中得知美心在網路認識大學生，

多次見面且發生性交行為，通報後成

立跨校性平調查。 

此性平事件調查結果，因美心未

滿 16 歲，而行為人年滿 18 歲，不僅

校園性平調查結果性侵害成立，且觸

犯刑法第 227 條(非告訴乃論)。美心媽

媽表達無力約束孩子行為，一昧自責

無力教導小孩，縮衣節食給孩子買手

機、也不曾缺零用錢給孩子，沒想到

發生這種事，不知如何是好。她對於

行為人不期望道歉或賠償，只希望美

心別再做錯事，她覺得到學校實在很

丟臉。 

學校除指導學生性知識，推廣性

別平等教育外，較少以性別平等教育

或網路交友之安全為主題，而以美心

媽媽為個案需求之親職教育，學校人

員更是鞭長莫及。 

三、推動親職教育之積極作為 

學校辦理親職教育，大抵以全校

或年段或班級或團體之家長為實施對

象，又以大多數家長參與為實施內容

考量，顧及「面」、「線」，忽略少數或

個別需求「點」之親職教育。 

「強勢」導師排擠疑似行為過動

學生，「弱勢」家長需要學校「個別關

懷」之親職教育，協助如何與導師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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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良性互動，尋找教育資源，認識孩

子不同階段身心發展，鼓勵參與學校

親子活動，增進扮演稱職父母角色。 

全校學生來自不同家庭，每名學

生家庭教育各有殊異，過於望子女成

龍、成鳳的家長；經常表現特殊權力

的家長；怠忽親職角色的家長；或是

身心俱疲的家長。學校推動親職教

育，能走出學校，結合各種社區機構，

或公共衛生之心理輔導資源。「強勢」

防衛卻隱藏無助之家長，需提供適切

親職教育，協助家長調適心理困擾，

不僅解決家庭危機，也幫助學生處於

較佳成長環境。 

新住民親職教育之挑戰，除新住

民父母本身社會適應外，還包括子女

在校各項學習。政府教育經費明定以

新住民為對象之親職教育，然學校以

上課時間邀請新住民到校參加研習或

活動，無法協助父母關照青少年子女

熟悉之網路世界。 

    親職教育以父母親對子女之

教育為主，如能「翻轉」，學校老師指

導在校接受青少年子女，協助「弱勢」

家長認識網路科技，從陪伴理解單親

媽媽之辛勞，促進親子互動。當新住

民媽媽不再視到校為畏途，參與班親

會，有機會認識來自不同或相同國家

之家長，彼此交流親職角色經驗，自

然成為親職教育之動人事蹟。 

 

 

四、結語 

親職教育實施對象，無論是一般

家庭或少數、特殊、個別需求之家長，

均期待結合家庭教育與學校教育，協

助家長扮演適切父母角色，強化親師

生三者之良性互動，以發揮教育力量。 

學校辦理親職教育，困境常是「該

來的家長沒來」、「家長沒空到校」、「家

長參加意願低落」、「家長需求落差太

大」、「辦理方式單一，流於聽講」、「實

施成效有限，止於活動辦完，交出成

果報告」。流於形式、墨守成規、敷衍

了事，皆非教育工作者之作為。困境

須突破，慣性須創新。 

本文試從小案例說明親職教育積

極可為之處。親職教育隨社會變遷，

實施對象日趨多元；實施方式漸進個

別小眾；實施內涵亟待實質成效。「弱

勢」學生需要「強勢」親職教育；「弱

勢」家長需要「精緻」親職教育。 

「有教無類」、「因材施教」之教

育意旨，須以親職教育為圓心，向外

連成家庭教育、學校教育與社會教育

之鐵三角，培育適性發展之健全國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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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職親職壓力面面觀 
張本文 

高雄市阿蓮國民小學校長 

國立屏東大學教育學博士 

 

家庭本應是為人父母者追尋的幸

福美滿之安居地方，但是有時候，家

庭甚至會產生更多的壓力，而變成人

們百般想逃避的煉獄。許多的家庭責

任在孩子出生後才會顯著，使得夫妻

角色重組，影響彼此關係，並可能發

現 養 育 上 更 多 的 壓 力 與 困 難

（Bronte-Tinkew, Scott, Horowitz, & 

Lilja, 2009）。壓力太多或壓力太少，都

可能是家庭問題的根源；不是所有問

題都可以在家庭中解決，也不是所有

問題產生的原因都來自於家庭因素，

事實上，是處在折衷的情況（周月清、

李文玲、林碧惠譯，2001）。 

從小就對家族裡重男輕女的情

況，時有所聞，生活在傳統「大家族」

的環境下，使我對女生、男生被形塑

的社會價值、家庭地位之差異特別有

感受。受到父權意識型態，或傳統父

系社會所衍生的一整套特別文化體系

或制度的影響，「男主外，女主內」，

父親扮演工具性角色，資源提供者（張

瑞芬，2010），使得某些家庭的互動關

係，以及父親角色的扮演深受箝制。

我回憶中與父親的互動模式，除了受

到他的工作性質影響外，大多是他既

傳統又內斂的個性所致；他不善於表

達情感，選擇默默的關心我們，使得

親子關係缺乏父親的主動性與親密

感。此外，我也觀察到有些父親會因

為工作繁忙，漸漸忽略與子女的互動

關係，有些則不會。故而，藉由對社

會現象的觀察，以及女性主義思潮的

衝擊，促使筆者開始對於父親所知覺

之親職壓力產生興趣。 

一、父職角色 

「父職」（fatherhood）在社會科學

中的研究取向，一是生育狀態（fertility 

status），繁衍後代對其生命之影響等

（Pleck, 2007）；近來此指稱範圍亦擴

大到與孩子沒有血緣關係，但在法律

或社會意義上為父親者（Jayakody & 

Kalil, 2004）。二是行為與角色認同，

它關注男人身為父親角色做的事情與

身為父親角色的經驗（Pleck, 2007）。

國內的父職定義比較強調的是認知與

行為（黃庭偉，2006），凃妙如（2007）

對於父職亦有比較廣泛的定義：「父職

是為父之道，是指在社會地位中有關

於父職角色的典範、價值和信念，包

含認知（父職信念）、行為（父職實

踐）、情感以及關係等因素。」 

隨著社會結構變遷，父母的親職

分工模式已有大幅度的改變（莊璧

瑞，2006），父親愈漸扮演著複雜且多

層面的角色。許多相關研究皆同意父

職是社會建構的概念，會隨時間、脈

絡 及 家 庭 結 構 有 所 改 變 （ Matta, 

2006）。然而，國內有關父職參與的研

究原本就不多見（杜宜展，2004），其

原因在於傳統上常將母親視為兒童的

主要照顧者，父親只扮演負擔家計者

的角色，因而忽略了對於父親的親職

壓力做深入的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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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女性受教育及參與勞動的比率

增多下，促使某些男性被迫或更樂於

投入父親角色的扮演。莫藜藜（1997）

也指出，女性進入就業市場，造成許

多雙生涯的夫妻，如此的轉變，帶給

女性擴展她們的角色至有薪工作，同

時男性也擴展他們的角色至家庭的職

務方面。此外，坊間的書店，陳列關

於父親、父職等的書籍雖然越來越

多，但大多還是以提供準爸爸們在為

人父親時，如何做好調適心理，或者

是教導父親們如何與年幼子女相處，

並且做一個稱職父親等主題，乃反映

出社會開始重視父親親職的角色扮

演。 

二、親職壓力 

Abidin 指出許多父母在適應親職

角色及親子互動時，會產生焦慮和緊

張，稱為親職壓力﹙parenting stress﹚，

親職壓力和父母親個人的人格特質，

親子關係互動、子女特質及家庭情境

因素等有關（引自吳明玨，2005）。父

母的角色是大多數成年人都會經驗到

的，在養育子女的過程中，雖可以帶

給父母極大滿足感與成就感，但相對

地，它所伴隨而來的體力、心力，乃

至於財務上的消耗、焦慮與緊張等壓

力也是相當驚人的（翁毓秀，1998）。

親職壓力此一現實狀況雖是個普遍的

共通經驗，但卻不會減低此主題之重

要性。更甚，親職壓力的普遍共通性

低估了瞭解親職的多樣性，因為這會

影響父母親的功能（鄭維瑄、楊康臨、

黃郁婷譯，2004）。 

 

從 1980 年代開始，有關於影響親

職壓力的相關因素、親職壓力所涉及

的親子互動，以及隨之而來與兒童發

展有關的研究逐漸發展。由於親職壓

力所造成的兒童虐待及疏於被照顧的

兒童人數增加，更廣泛引發一般學

界、家庭研究與實務工作者對於父母

照顧子女品質的熱烈討論（Esdaile & 

Greenwood, 2003）。研究中發現，虐待

兒童的父母，其親職壓力顯著高於一

般的父母（尹業珍，1994）。此外，親

職壓力也被視為是影響親職行為的因

素 及 親 職 失 能 的 關 鍵 因 素 之 一

（Abidin, 1992）。親職壓力是親子衝突

的重要指標（羅國英，2000），有時或

因孩子的某些行為或特質、或父母自

身的特質，乃至於家庭生活瑣事或重

大事件等都可能會影響父母對孩子有

效能的回應（任文香，1995）。 

三、父職之親職壓力源 

父職的親職壓力係指父親在履行

父親角色及親子互動歷程中，受到其

個人的人格特質、親子互動關係、子

女特質及家庭情境因素之影響，而感

受到的壓迫感。產生父職親職壓力可

能的因素極為龐雜，幾乎囊括了所有

的家庭層面，其內涵與構面茲分述如

下（張本文，2008）： 

(一) 社交孤離：父親角色的限制、社

會支持與生活瑣事之感受。 

(二) 父職角色挫折：父親教養子女的

無力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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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親子互動：父親與子女在親子互

動時的壓力感。 

(四) 子女生活表現：父親對孩子的學

習適應能力與期望之感受。 

Reuben Hill 所提出之家庭壓力理

論架構，焦點於三個變項（周月清、

李文玲、林碧惠譯，2001）：（1）令人

生氣的事件或壓力源（A 因素）。（2）

家庭用以因應壓力的資源或力量（B

因素）。（3）家庭對事件或壓力源所賦

予的意義或解釋（C 因素）。至今，這

三個變項仍是家庭壓力理論的基礎。 

現代的家庭在形式上更多元，自

主性更大，生活也更有彈性，誠然面

對著社會與價值觀變遷的巨大挑戰與

衝擊。因此，家庭常常在有限的資源

及迫切需求的狀況下發展出它的韌

性，不斷地調整與適應，來因應整個

人類未來的潮流趨勢；導致為人父母

在履行父母角色時，往往充滿了許多

潛在的壓力（許鶯珠、黃玲蘭、丁介

陶，2004）。具有較佳調適能力的優勢

家庭，面對家庭壓力問題時，多半會

朝以下幾個方向努力，包括：（1）同

心協力：與家人同心協力共同設法處

理；（2）尋求協助：遇到個人心理困

境或婚姻、家庭問題、青少年子女問

題時，會尋求諮商中心或社會機構協

助，以解決困境；（3）使用心靈資源：

與教堂牧師、鄰居親友們洽談，以找

尋更多克服困境的可能方式；（4）勇

於嘗試新生活方式：改變舊有的生活

框架，尋求新的模式；（5）以問題為

中心：面對問題時能以問題為中心，

利用腦力激盪，尋求解決方式。換言

之，經濟能力、健康、智力、工作技

能、心理支持的接近、家庭合作的精

神、人際關係技能和網絡與社會支持

等都是家庭中因應壓力源事件所憑藉

的可用資源。 

四、減低父職親職壓力的積極作

為 

鑒於增進父職職能的發揮與減低

父職親職壓力，以下列舉三種觀點，

作為本文結語，茲分述如下： 

(一) 培養豐富的終身學習 

應鼓勵父親藉由社群增能，來強

化自我成長，提升自我覺察能力、人

際關係能力、情緒管理能力等，減輕

父親的親職壓力。 

1. 參加相關的讀書會：參與社區、企

業及學校舉辦的親職教育相關讀

書會，經由團體成長的經驗分享，

豐沛父職之親職知能。 

2. 投入社區服務：透過社區服務，增

加個人的生活歷練，以藉由體驗人

際互動與自我實現，擴展父職人際

網絡資源。 

3. 利用網路資訊的學習：父親應利用

e 世代電腦網路的發達，透過網路

資訊的學習，經常到一些教育與新

知型的網站，去多多吸收與學習，

活化父職職能內容。 

4. 安排多元的親子共學內容：利用機

會安排全家一起的親子共同學習

活動，除了知性內容以外，亦可進

行人文參觀、戶外體能與休閒活動

等，調劑個人身心與情緒管理，以

增進家人的溫馨情感及父職情緒

管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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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形塑良好的家庭資源 

就像流行的廣告詞：「當了爸爸才

知道怎麼當爸爸。」因此，家人與親

朋好友的溫馨關懷，正是支持父親最

大的力量。林惠雅（2010）指出，社

會支持是親職壓力來源中相當穩定的

預測變項，是相當重要的因素之一，

而社會支持可以由配偶、親人、朋友

或社區提供。除了夫妻要能共同負起

教養子女的責任外，我們也應努力形

塑良好的家庭資源體系，不以異樣或

嫌惡的眼光，冷笑遭遇挫折的父親；

而以接納、同理心、關懷互助的方式，

使父親能受到親職感受情緒方面的支

持與協助，則必能輔助親職倍益之效。 

此外，研究顯示家庭的收入與消

費取得平衡，可減輕父親的親職壓

力。所以，建立家庭初期應藉由儲蓄

與投資，平衡家庭發展中高收入與低

收入時期的差距，以減低家庭的經濟

壓力，改善父親的親職壓力感受。 

(三) 共創企業與家庭的雙贏 

企業應鼓勵具父親身分之員工關

注家庭成員的生活。根據研究發現，

「工作－家庭衝突」的情形愈嚴重，

雙親家庭父親的親職壓力愈重，顯示

父親對於因為工作而佔據了用在家庭

生活上的時間，形成了兩難的局面甚

感困擾（張本文，2008）。Winslow

（2005）指出父親對「父職」定義認

知產生的改變，可能會使之知覺到較

大的家庭要求，也會增加男性工作－

家庭衝突。Nomaguchi（2009）研究發

現從 1977 到 1997 年間，雙薪家庭中

的父親所感受到的工作－家庭衝突有

明顯增加的趨勢。父職的參與會受到

父親工作時數與工作類型特質的影

響，工作時間的高佔據性和少彈性均

會使父親花在子女身上的時間相對減

少（陳思璇，2008）。所以，企業應珍

惜員工資產，體恤男性員工從事親職

互動的需求，施予彈性工時、或以縮

短每週的工作天數作為獎勵工作績效

等福利措施，並舉辦「家庭日」或「員

工親子聯誼」等活動，輔助其建立幸

福美滿的家庭生活，才能為企業及其

家庭創造出雙贏的實質價值。 

在家庭中，父母所營造的幸福感

是孩子生活中安定的力量，唯有健康

快樂的父母才能教養出健全的孩子。

希望父親們能順利的轉化履行父職角

色的情境資源因素、兒童特質的刺激

因素、父母主觀的感受，以及親子互

動歷程中所產生的父職壓力。讓教養

孩子能成為父母親甜蜜的負擔，也是

共組家庭的幸福感來源，如此才能感

受為人父母的喜悅與滿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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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新時代父親的角色與職責 
邱嘉品 

臺南市立大灣高中主任輔導教師 

楊力鈞 

臺南市立大灣高中校長 

國立嘉義大學教育學系暨研究所博士班博士候選人 

 

一、前言 

隨著時代的變遷，社會文化的轉

變，在雙薪家庭佔多數的現今，母親

白天需外出工作，下班後還要忙著照

顧孩子。父親的角色定位，已經不是

傳統的「男主外，女主內」的時代，

不是只需賺錢回家、站在旁觀者的角

色即可，而是需分擔養育子女並陪伴

他們的責任。加上近年來生育率下

降，每個家庭只生育一至兩個孩子，

子女的教養問題更顯得重要，父親能

否在母親工作忙碌時，替補其空缺，

負起教養、陪伴子女的責任，攸關子

女能否順利發展。故新時代父親的角

色與職責變得更加受重視。 

二、父親的角色與職責 

隨著子女的各個成長階段，父親

所扮演的角色也隨之調整。 

(一) 父親的角色 

史都華（Stoop, D.）（1995）表示，

稱職的父親會隨著孩子的年齡而扮演

不同的角色，這些角色包含： 

1. 在孩子幼兒時期，扮演守護者的角

色，灌輸孩子信心、力量，並充份

與孩子情感交流，使他們覺得有安

全感。 

2. 在孩子學齡時期，扮演約束者的角

色，成為子女道德規範的理想，並

以身作責，協助子女判斷是非及對

錯。 

3. 在孩子青少年時期，成為其勇者與

保護者，和孩子並肩面對變化與挑

戰，並引導孩子走向獨立、自主負

責的階段。 

4. 在孩子青少年之後的時期，扮演子

女的精神導師，協助子女規劃未

來，祝福､鼓舞他們追求夢想。 

(二) 父親的職責 

Hetherington 與 Parke（1993）認

為父親的職責除包括對子女照顧教養

的責任外，更將良好夫妻關係的維繫

亦涵蓋在內。包含： 

1. 良好的夫妻關係。 

2. 與妻子共同分擔對子女生理、心

理、經濟及社會方面的照顧。 

3. 經營親子關係並建立良好的親子

溝通管道。 

4. 成為新好男人（兼具父親與母親特

質），並提供子女適切的性別角色

楷模。 

Dollahite 等（1997）根據 Erikson 

的發展理論，建構出「傳承父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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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erative fathering）的概念架構。

基於此架構，主張父親應視子女不同

階段的發展需求，擔負不同的職責及

能力，說明如下： 

1. 善盡人倫的職責（ethical work）：

教導孩子建立價值觀並協助他們

以道德的方式與他人建立關係 

(1) 承諾（commit）：承諾給予孩

子福祉。 

(2) 持續（continue）：持續參與

孩子的生活。 

2. 踐 履 創 新 的 職 責 （ stewardship 

work）：提供孩子生理需求及安全

感 

(1) 奉獻（consecrate）：奉獻物質

資源給孩子。 

(2) 創新（create）：提供孩子獲得

的機會。 

3. 順應發展的職責（ development 

work）：回應孩子不同成長階段的

需求並自我調整親職角色 

(1) 關懷（care）：回應孩子的需

求與必需品。 

(2) 改變（change）：在回應孩子

需求中調適。 

4. 寓 教 於 樂 的 職 責 （ recreation 

work）：幫助孩子放鬆心情及擁有

生活樂趣 

 

(1) 合作（cooperate）：站在孩子

的層次，與孩子一起遊戲和休

息。 

(2) 挑戰（challenge）：擴展孩子

的技能與適應能力。 

5. 滋長心靈的職責（spiritual work）：

幫助孩子達成目的並享受其成果 

(1) 安定（confirm）：肯定孩子的

想法，對孩子有信心。 

(2) 諮商（counsel）-引導、教導、

忠告、傳授意義。 

6. 增 進 親 情 的 職 責 （ relationship 

work）：創造一個健康的親子關係 

(1) 交心（commune）：與孩子一

起分享愛、想法與情感。 

(2) 慰藉（comfort）：對孩子表達

同情心、同理心。 

7. 人 生 導 師 的 職 責 （ mentoring 

work）：幫助年長子女學習成為成

功父母的技巧 

(1) 諮詢（consult）：當孩子提問

時，引導洞察並給予建議。 

(2) 貢獻（contribute）：持續照顧

下一代的職責。 

綜上所述，父親是家庭經濟提供

者，也是子女性別角色的楷模，理想

的父親也同時具備多重的父職能力，

且隨子女發展階段及個別需要，扮演

各種不同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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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父親參與育兒工作之困境 

在父親投入於家庭之育兒任務

時，也可能被傳統的男主外女主內的

觀念、配偶的理念、現實的考量或其

他因素所阻礙。 

(一) 上一代的傳統觀念影響 

在傳統的阿嬤帶孫子習慣下，奶

奶可能負責帶養孫子女減少了父親的

育兒工作，也可能相對地減少了父親

的育兒參與度。 

而祖母在成為婆婆之後，在傳統

觀念下，不鼓勵或反對自己的兒子參

與親職工作，視親職為媳婦之職責。

也會影響父職參與（張再明，2006）。 

(二) 母職守門 

張再明（2006）指出母親會扮演

「守門員」的角色，不鼓勵甚至不願

意父親參與育兒工作。教育程度越高

的母親較少限制父親參與親職工作，

且家庭主婦限制父親參與親職工作的

想法多於職業婦女（杜宜展，2011）。    

由此可見，越固著於傳統的性別

分工觀念之母親，會認為配偶無法勝

任照顧孩子的任務或是希望另一半將

心思放在工作上，而不鼓勵、甚至拒

絕另一半的育兒工作。 

(三) 父親的現實考量 

包含筆者在內及周遭的親友中，

也有許多現實因素影響了父親參與育

兒的工作，分述如下： 

1. 父親的工作時間較長、於夜間或假

日工作，下班後與孩子相處的時間

相對減少，就算想陪伴孩子讀書、

休閒也沒有時間。 

2. 父親的年紀較大，對於陪伴孩子運

動休閒等需大量消耗體力的活

動，心有餘而力不足，只能讓孩子

自己去運動。 

3. 父親的親職教育觀念不足，不知如

何與孩子相處、如何照顧孩子或教

育子女。父親需主動參與親職教育

活動或多涉獵相關知能來學習和

孩子做良好的親子互動。 

四、結語 

  在父母親皆忙於工作的現今社

會，雙方如能不分彼此地分擔家庭工

作及育兒任務。能夠在另一半忙碌無

法抽身時接替角色，陪伴、鼓勵孩子，

關心他們的情緒及學校狀況，才能為

孩子認知情感與社會發展的能力奠定

良好的基礎。和諧而美滿的家庭也能

增進與子女互動能力，打破性別角色

固有的迷思，建構多元性別特質圖像。 

做為新時代的父親，讓我們一起

快樂的參與家庭事務、陪伴孩子成

長，讓孩子能多元全能發展，並給下

一代做個好榜樣，建構一個和諧、溫

馨與美滿的幸福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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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頭族問題之解決-由親子共同努力談起 
李珮瑜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僑生先修部人文社會學科 

國立空中大學社會科學系兼任助理教授 

 

一、前言 

現今，智慧型手機成為目前人們

仰賴的重要電子媒介，擁有的比例相

當高，這轉變人們的生活，帶來許多

便利性及增加速度，但是，卻也發生

一些令人憂心的事，誠如姜得勝

（2015）提及，智慧型手機的使用代

表科技發展的進步，使用者可以善用

科技做更多的事，成為科技的主宰

者，卻有可能因為過度的仰賴該媒

介，而成為科技的奴隸。近年來，越

來越多人過度的使用智慧型手機，無

時無刻的滑手機，成為低頭族。它不

但的影響人際、社會與個人的身心狀

況，對於家庭也有很大的影響。現在

的家庭共同談話、觀賞電視與出外旅

遊的時間比較少，有些家庭，人人都

有智慧型手機，若使用不當，把原本

親子與家庭成員共同談心及培養感情

的時間花在使用智慧型手機，影響彼

此的互動。 

根據過去筆者訪談 10 位大學生的

資料發現，所有的受訪者皆有使用智

慧型手機的習慣，在 10 位受訪者中，

大約有 7 位受訪者每天使用智慧型手

機時間上網超過 3 小時，約位受訪者

使用智慧型手機上網的時間在 1 小時

以下，1 位受訪者幾乎不曾使用智慧型

手機上網，大約有 3 位受訪者自覺有

網路成癮的問題。大部分的受訪者使

用智慧的動機為與他人交流以及上網

搜尋資料，亦有受訪者使用智慧型手

機玩線上遊戲、聊天。在訪談的過程，

有受訪者提到自己與身旁有些的親朋

好友有手機成癮的問題，也衝擊面對

面的人際情感。 

回顧過去的時代，人們的生活非

常不便利。現今社會有很大的轉變，

由早期的「農業社會」邁入「工業社

會」之時代，再至「資訊科技社會」，

人們使用網路的比例節節升高，傳達

知識更加的快速。知識藉網路快速地

傳播，越有能力掌握資訊來源者就越

能於此社會獲利，發言更加的便利。

因此，知識的生產力已成決定一國之

生產力、競爭力及經濟之關鍵。若資

訊能力較佳者，競爭力也更強。網路

發達的時代，人們接觸資訊的機會更

便利，許多人也開始使用智慧型手

機，透過它，可以即時上網及與他人

即時互動，隨時的傳遞訊息，但是，

這卻也造成正面及負面的效應，媒體

素養的概念也受到各級學校的重視。 

王詩齡（2010）、許育典（2010：

140）認為，許多人越來越喜愛使用網

路，Facebook 成為他們重要的社群管

道之一。媒體素養教育對公民而言重

要，其也須聯結網際網路，它可幫助

人們成為媒體訊息的主人。網際空間

公民宜學習資訊辨別的能力，其必須

了解資訊權利與義務，並關注隱私權

與財產權，成為優質的網際空間公民

（徐振雄， 2006 ： 6 ;Calvi& Jans,  

2010）。現今，應該培養公民有媒體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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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之能力，辨別訊息及使用資訊科技

的能力，目前亦應培養公民了解及善

加的使用智慧型手機。在此過程，若

單由學校教育著手的成效是有限的，

若可透過家庭的力量共同努力，將有

更大的成效。 

二、智慧型手機與低頭族 

由於網路的使用率越高，手機的

製造者擴展手機的使用功能，加入行

動上網的功能，吸引消費者。Zheng 及 

Ni（2005）指出，智慧型手機不再只

是傳統的打電話的功能，它除了具備

傳統的語音通話功能，也增加提供個

人資訊管理和無線上網功能，就像一

臺小型具有上網電腦形式的手機，使

用者可以隨時的蒐尋資訊及傳遞訊

息。現今，它的功能越來越進步，加

入了 Line、Facebook 及 GPS 等功能，

相信不久之後，又會加入其它新的功

能。 

智慧型手機帶來人類行為的轉

變，使用者可以透過遠端傳輸科技隨

時與他人進行社交活動，人們的互動

溝通由過度限於傳統的實體空間轉至

虛擬網路，人際關係也會發生變化。

臺灣的社會出現低頭族的現象，花許

多時間滑手機（黃士安、陳怡廷、陳

麗如，2015：63）。低頭族是指長時間

使用智慧型手機、平版電腦等，往往

機不離手，常常拿著手機無時無刻的

看訊息、玩手機、玩遊戲與聊天，已

被該科技制約。 

 

三、智慧型手機對使用者身心之

影響 

邱紹一（2014：25-2）指出，智慧

型手機的使用者有可能會透過手機上

網的功能，減少各種日常生活中緊張

而造成的負面情緒、經驗，它是消除

寂寞感的方法，但是，使用者卻有可

能因為不覺地過於仰賴，進而成癮卻

不自知已經手機成癮，進而伴隨著人

際關係及社會自我效能的問題，衝擊

使用者的身心狀況。 

因此，影響學習者在學習課程的

專注力，降低學習品質。工作者也有

可能影響他們工作的效率與效能，開

車族或是騎士在行車時，若滑手機也

會影響交通安全。更嚴重的是，此對

於生理，如視力、關節也會有影響。

人們不會對於手機及網路本身成癮，

往往是對於網路活動及網路社群的互

動成癮。因此，不是因會科技造成的

問題，而是使用者本身的問題。 

四、智慧型手機對人際與社會之

影響 

智慧型手機的使用率越高之下的

結果，製造者及廠商不斷地推出新的

產品，功能也越進步，現今常可以看

到人們Line及 Facebook即時的傳遞訊

息，教師們也可以善用該功能與學生

及家長進行課後的互動，親人們及朋

友們可以藉此即時的互動，拉近彼此

的距離，此是它為人們帶來的利基。 

然而，可以發現，有些人因為長

期的使用該媒介，變得比較不會及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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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歡面對面溝通。有時候就算對方的

距離非常近，依然習慣的用手機傳訊

息，卻不願意面對面溝通。許多人相

信科技產品可以紓解壓力及打發時

間，但是，由另一層面可以發現，卻

有可能造成人際關係的疏離與社會的

互動的冷漠（黃士安、陳怡廷、陳麗

如，2015：63）。質言之，智慧型手機

使用率高的結果，讓人們進一步的掌

握科技，利用該媒介做更多的事，但

是，原本帶來便利的媒介，卻有可能

變成帶來負面效益的媒介，除了前述

提及的問題外，有時候也有可能使人

們失去了自己的時間，因有可能會被

Line 及 Facebook 訊息的打擾，形成另

一種人際互動的困擾。 

五、由親子共同努力省思解決低

頭族之問題 

黃紹烈（2000）的親子互動關係

與電腦網路態度之相關研究中發現，

電腦網路使用過度會造成父母與孩子

之間的衝突，子女使用時間過長，會

令擔心子女過度沉溺於網路、接觸到

不良的網站內容。對於電腦網路上的

學習以及去情境化的特質愈無法認

同，非常有可能間接地影響到親子互

動關係。現今，智慧型手機的使用，

使人們可以無時無刻的上網，成癮的

問題更嚴重。除了學校教育教導學生

相關的素養外，親子之間共同努力也

是非常的重要，以下乃由親子間共同

努力角度論述： 

 

 

(一) 家長本身不要過度使用智慧型手

機，扮演好的楷模 

如前所述，隨著智慧型手機的功

能越來越進步及人們的使用不當之

後，許多人有手機成癮的問題，在車

上、餐桌上及路上，常可以看到人們

不斷的滑手機，不是只有孩子們才是

低頭族，有些父母也是低頭族的成員

之一。家庭往往是孩子最早社會化的

地方，也是陪伴他們成長最久與最多

的時間，扮演重要的角色。 

由此可知，父母本身應該克制自

己使用智慧型手機的時間，不要成為

低頭族。舉例而言，若與孩子搭車時，

不宜在車上一直滑手機，應和孩子們

共同對話或是欣賞風景。在吃飯的時

候，可以適時地關掉相關的 3C 產品，

不要讓它影響彼此的互動時間。 

(二) 家長與孩子共同討論與溝通如何

善用智慧型手機，培養手機使用

的素養 

何謂素養?其定義為何?現今，它不

只是包含讀寫文字，亦包含對於資訊

科技工具與解讀媒體訊息之能力（Ba, 

Tally & Tsikalas, 2002：2；Kress, 2003：

61）。隨傳播媒介之革新與進步，素養

觀念隨而轉變及擴大。素養指為了理

解及運用某種領域的知識、技能與態

度，達到自我設定的目標，並具有與

外界合理而有效的互動與溝通，以適

應未來社會生活之基本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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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憂心的是，現今的孩子從小

在 3C 環境下成長，有些孩子沉迷於手

機的使用，逐漸的失去深度的思考，

當他們有手機成癮或是視手機為重要

的娛樂或聊天工具時，父母可能採取

沒收、大聲責罵或是其它的強制手

段，該種方法往往是治標不治本，也

會破壞親子關係。當孩子若有手機成

癮或是手機的使用的素養不足時，父

母不宜只是苛責或是禁止他們使用手

機。長者應該深入地了解學童沉迷於

手機及有違價值觀之原因。透過和孩

子共同討論以導正其觀念，如討論使

用的時間、時間與使用的時間，這樣

比較不會引起孩子的反抗。 

質言之，給予參與者「情境練習」

非常重要，透過「實地參與」及「培

養正確的習慣」是方法之一。在使用

之際，長者之陪伴更為重要。一言以

蔽之，父母應該陪養孩子共同成長及

陪伴孩子共同學習。3C 產品對於孩子

童年將扮演不容小覷之角色，若孩子

對 3C 有好奇心之際，父母可以藉此進

行機會教育及培養孩子善用該媒介。 

(三) 親子共同參與家庭互動，多走出

戶外 

智慧型手機的使用使人們不但可

以透過電腦行動上網蒐集訊息，也可

利用它與同事即時的討論工作。智慧

型手機發明與功能的進步，人們的溝

通更加的便利。許多人透過 Line、

Facebook 和他人即時性的互動，遠距

的人若要互動時更加的便利，也節省

了許多的電話費。可是，有些人在過

度的使用它之後，花許多時間在電子

式的溝通，家庭成員回到家花在家庭

成員彼此談心的時間變少了。因此，

父母可以在孩子年幼的時候，就開始

設計親子互動的活動，讓孩子感受生

活的來源非常多元，不是只有 3C 產

品，更不是只有智慧型手機。 

父母每天可以花至少半小時的時

間與孩子共同談心，了解彼此的想法

與孩子遇到哪些問題。此外，也可以

花一些時間，親子共同閱讀，培養深

度思考的能力。更重要的是，父母應

該帶孩子走出戶外，接近人群與接觸

大自然，不要常常宅在家。 

六、結語 

資訊科技的時代，人們使用網路

的機率越來越高，許多人利用它蒐集

資料、與人交流及建置社群平臺等。

隨著人們的需求及技術的進步、手機

的設備與裝置也越來越進步，許多人

也開始使用智慧型手機，可以行動上

網，帶來了許多的便利，但是有些人

成為低頭族，對於「身、心、靈」造

成影響。本文並非指低頭族的原因是

完全來自於親子之間造成，或是單由

親子努力，而是省思藉由子共同努力

的層面可做哪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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幫幫我啦! ~ 淺談孩子的依賴行為 
錢炫珠 

中華新世代親子教育協會理事長  

 

媽媽準備帶孩子出門，媽媽請孩

子自已去穿鞋襪。 

場景一 

孩子懶洋洋地坐在椅子上，鞋襪

分別在椅子上及地上，孩子兩腳大辣

辣地張開且搖晃著。媽媽說：「快去穿

鞋子，襪子啊！」 

孩子沒有任何表示，媽媽便習慣

性地彎下身去幫孩子將鞋襪都穿好。 

場景二 

孩子：「媽媽，我不會穿，你幫我

穿啦！」 

媽媽：「不行，自已穿！」 

孩子大哭大叫：「媽媽，我不會

啦！妳幫我穿啦！」 

媽媽：「不行，你長大了，自已穿，

不會穿就不要出門。」 

媽媽態度及口氣都很堅定，孩子

一臉無奈，只好自已拿起鞋襪，自已

慢慢穿。 

場景三 

媽媽：「快穿鞋襪啊！怎麼呆呆的

坐著呢？」 

孩子：「媽媽，我不會，你幫我穿

啦！」 

媽媽：「可是我記得我的小寶貝很

厲害，會自已穿鞋襪，而且又快又好

喔！」 

孩子：「可是，我想要你幫我穿

嘛！」 

媽媽：「那我們來比賽吧!我幫你穿

左邊，你穿右邊，看誰穿得比較快

囉！」 

孩子雖然七手八腳，但開心地將

鞋襪穿好，開心地與媽媽手牽手一起

出門去。 

在日常生活中，我們經常會遇到

以上的事件，你會是那一種父母呢？ 

我們也常聽到或看過這樣的叮嚀

及提醒： 

(一) 培養孩子的獨立性，要減少孩子

對大人過度的依賴。 

(二) 讓孩子做自已的事，父母千萬不

要代勞或插手，不要剝奪孩子學

習的機會。 

這些叮嚀的話都沒錯，然而在執

行時，卻往往忽略了孩子情感上的需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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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的依賴行為，我們可從不同

角度來看： 

一、孩子依賴的原因  

現在家庭幾乎都是獨生子女，個

個是家中的「寶」, ，由於對孩子過份

寵愛，過份照顧，很容易使孩子在成

長過程中喪失獨立處理事務的能力，

變得較怯懦或依賴。尤其是獨生子

女，要比多子女家庭的孩子享受到更

多的「特權」。長輩們的嬌寵使孩子容

易養成飯來張口、衣來伸手的懶惰

性，這種懶惰性其實也就是過份依賴。 

二、孩子產生依賴的特徵  

(一) 因為受到嬌寵的孩子，養成懶惰

個性使然。 

(二) 生活經驗不足，不容易自已接受,

面對及解決問題。 

(三) 為討好父母，長輩或同儕,自我壓

抑或放棄，甚至勉強自已做自己

不想做的事。 

(四) 預期做不好會被責罵或處罰。 

三、克服孩子依賴的方式  

(一) 生活中，積極鼓勵「孩子動手，

大人放手」，以培養孩子的自理能

力。 

 

 

<小叮嚀> 

1. 別怕孩子累、別怕孩子做不好，別

怕可能最後還是需要自己重新再

做的麻煩。 

2. 生活中舉凡吃飯、穿脫衣服/襪子/

鞋子等技能，孩子都需要學習及不

斷練習。 

3. 相信孩子，讓孩子做自已能力所及

的事。 

4. 陪伴孩子，讓孩子知道及相信-父母

就在你身邊，放心去試探吧! 

(二) 需要配合兒童發展 

例如：一般嬰幼兒穿著能力的發展為 

1. 1-2 歲                            

一歲前的幼兒由於身體的平衡、

四肢的協調運用發展未臻成熟，所

以，大人在幫寶寶穿脫衣物時，幼兒

可以伸出手腳來配合穿脫動作，但沒

有自己穿脫的能力；一～二歲時，身

體的粗大動作已有良好的發展，有良

好的坐姿平衡，手眼協調及具備足夠

的抓握能力，此時孩子會脫下簡單的

衣物，如鞋子、襪子、短褲等。 

2. 2-5 歲 

兩歲後，隨著手指動作的精進，

開始會嘗試穿一些簡單的襪子、鞋

子，及有黏扣帶式的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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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5-6 歲                            

    雙手的運用及協調能力已發展相

當好，而且手部的精細動作發展也愈

見成熟，此時孩子多能獨立穿脫一般

衣物及解、扣釦子。 

4. 6 歲後                              

    此時幼兒已可自行綁鞋帶，辨別

衣物的前後、裡外的位置。 

(三) 尊重孩子探索的好奇心，培養孩

子獨立思考的能力。 

孩子天生具有好奇好問的天性，

對待他們所提出的問題，不需急著給

答案，讓孩子自己動腦筋嘗試各種解

決問題的方法，不必擔心失敗和批

評，可以大膽表達自己的意見及想法。 

(四) 創造機會，陪伴孩子感受及體驗

挫折，讓孩子學習自我面對、解

決問題的能力。 

任何人一生中都會經歷大小的挫

折。挫折本身並不可怕，但面對挫折

的態度、反應卻會因人而異。大家總

說，別讓孩子輸在起跑點上，但其實

孩子在成長的每個階段，就像參加一

場場人生的馬拉松，要永遠不跌倒根

本不可能；如果半路上跌倒摔跤了，

孩子懂得自己爬起來、願意繼續往前

跑，終究能夠自我突破、跨越一層層

的關卡。   

當然，生活中充滿各種類似的挑

戰，第一次自己吃飯，第一次自己穿

鞋……，陪著孩子，在他卡住的地方，

給一點幫助、一些建議，一些學習及

練習的時間，就像替孩子「搭鷹架」，

提升孩子的能力，讓孩子的每次挑戰

成功經驗，化做下一次的跨越勇氣。 

參考文獻 

 王憶菁。幼兒穿穿脫脫。PSN 專

刊，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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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大學合併─以清大和竹教大合併案為例 
黃政傑 

靜宜大學教育研究所終身講座教授 

臺灣教育評論學會常務理事 

中華民國課程與教學學會理事長 

 

一、前言 

為因應國內高教擴增面臨少子化

生源大幅縮減的危機，教育部一方面

執行大學退場政策，另方面則推動大

學合併政策，其中以大學合併素為媒

體所關注。二千年以來大專校院合併

以公立為主（簡稱公公併），已經完成

的有嘉義技術學院與嘉義師範學院合

併為嘉義大學；東華大學與花蓮教育

大學合併為東華大學；臺中技術學院

與臺中護專合併為臺中科技大學；臺

北市立體院與臺北市立教育大學合併

為臺北市立大學；屏東商業技術學院

與屏東教育大學合併為屏東大學。高

雄第一科大與高雄海洋科大即將合併

為高雄科大，明年招生。最近幾年又

開展私立校院合併（簡稱私私併），去

年(2014)有法鼓佛教學院與法鼓人文

社會學院合併為法鼓文理學院，今年

(2015)有康寧大學與康寧專校合併。討

論超過十年的清華大學（清大）與新

竹教育大學（竹教大）合併案，過程

中談談停停，最近一波談判又傳出清

大憂心併校會拖累清華聲譽，清大教

授發起連署反對，竹教大也有疑慮，

兩校的合併又生變數（聯合報，

2016.10.16a）。 

二、大專併校的背景 

清大和竹教大合併之事，只是高

教合併政策的一環。國內大學擴增以

來，大專校院校數曾高達一百六十多

所，然高教資源有限，校數增加意味

品質下降，又逢少子衝擊，高教學生

數減少，連收取學雜費挹注支出亦遭

削減。在招不足學生的壓力下，高教

品質愈來愈降，部分大學被列入退場

觀察名單，少數學校被迫退場，尚在

場內的大學憂慮生存危機，有識者一

直思考有何因應之道，其中大專校院

合併被視為解決問題的可行途徑。 

為此，教育部早在 2000 年開始就

不斷推動國立大專校院合併，而有一

些成效，只是大專校院合併真不容

易，因而合併的成效不很彰顯。眼看

少子化生源大幅減少的時日愈來愈迫

近，大學退場廣為媒體報導，大學合

併再度引發社會更大的關注。現任教

育部長初上任時，就喊出把 160 多所

大專校院減為一百所的口號。為具體

落實高教整併政策，紓解大學退場所

產生的問題，教育部於本年（2015）3

月發布高教創新整合方案，強調高等

教育資源重新整合規劃，提供大專校

院多元發展的經營型態，希望能達到

促進學校辦學特色、提升高教國際競

爭力、高階人力協助產業升級、退場

學校正向發展的目標，方案內容包含

「高階人才躍升」、「退場學校輔導」、

「學校典範重塑」及「大學合作與合

併」等四大執行策略（教育部，

2015.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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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大學合併而言，該方案指出，

高教校數規模要做合理調整，其原則

要公私立學校共負責任，並非單由私

立學校承擔校數調整，因而提出對

公、私立大專校院校數調整及縣市區

域分布的兩項推估。其一，審視公立

大學於地理位置內學校學科領域分

布、學校營運及辦學品質等項目進行

分析，就各校學科領域可互補或可合

作，且兩校合併後有利提升高等教育

競爭力的學校，進行規劃，預計公立

大學至 2013 學年推動合併 8-12 校。

其二，審視私立大專校院的辦學情形

及風險指標，尊重私立學校辦學意願

與轉型可能情形，推估至 2023 學年度

約減少 20-40 校。大專校院各區域校

數調整，配合各區域人口及入學人口

推估作規劃，但至少每縣市保留一所

公立大專校院。 

由於本方案受到各界重視，教育

部也向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全體

委員會議提出專案報告（教育部，

2015.3.30）。現階段教育部採取公公併

和私私併的方式，希望一方面提升高

教辦學的經濟規模和競爭力，二方面

期待資源整合後得以強化大學的生存

力和品質力。 

三、大學併校的疑慮 

(一) 清大和竹教大的考量 

大學合併遭遇的問題很多，清大

和竹教大併校可看出端倪。兩校認為

教育部要承諾經費和員額挹注，否則

整併後的學校難以向上發展，但教育

部卻未能承諾。其次是兩校的發展方

向不同，清大重研究，追求世界學術

排名，竹教大以教學卓越為導向，重

視師資培育和人文藝術，兩校都擔心

合併後會拖累原來清大的學術排名。

其三為辦學方向尚待磨合，清大教師

質疑行政單位在合併意向書所提「成

為師資培育及教育研究重鎮願景」，認

為不符清華以高教為己任的長期發展

特色。其四為併校需要利弊評估及具

體規劃，清大校方著眼於兩校合併後

教師員額可達九百多人，學生人數也

可提高到規模適中的綜合大學，學校

的教學研究能量都會提高，清大教師

則認為併校的利弊得失、願景和進

程，尚待深入評估，合併初期水準下

降的可能性及排除之道有待檢討。竹

教大教師憂慮併校後某些院系所要整

併，有的學院會消失，教師在合併後

的發言權未得確保，權益將被剝奪。 

(二) 教育部現階段的考量 

對於清大與竹教大的合併案，教

育部表示會進一步了解，但尊重兩校

由校務機制進行合併案，教部暫不涉

入。 

四、討論 

(一) 大專合併法規顯示併校的困難 

1. 大學法的規定 

高教合併政策的推動，自 2000 年

以來的高教整併一直是採行政模式，

但主導權是放在各大專校院，由教育

部提供整併誘因，鼓勵大專校院自行

溝通規劃，教育部介入但未必強力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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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以免引起校方反彈而讓合併的協

商破局。但這種由大專校院主導的模

式，費時甚久，成效有限。眼見大學

擴增所產生的問題愈來愈嚴重，社會

各界的批評紛至沓來，要求主管機關

要負起責任，化被動為主動，因而，

教育部乃修訂大學法，取得由教育部

主導大學合併的法源，以便一開始就

能立於不敗之地。 

現行大學法（2011.1.26）第 7 條

第一項規定：「大學得擬訂合併計畫，

國立大學經校務會議同意，直轄市

立、縣（市）立大學經所屬地方政府

同意，私立大學經董事會同意，報教

育部核定後執行。」同條第二項又規

定：「教育部得衡酌高等教育整體發

展、教育資源分布、學校地緣位置等

條件，並輔以經費補助及行政協助方

式，擬訂國立大學合併計畫報行政院

核定後，由各該國立大學執行。」同

條授權教育部訂定合併的條件、程

序、經費補助與行政協助方式，合併

計畫內容，合併國立大學之權利與義

務及其他相關事項的辦法。 

由大學法第 7 條的規定可見，大

學合併案包含公立和私立，得由各大

學自行溝通協調或由教育部擬訂計

畫；不過教育部只針對國立大學合併

主動規劃，送行政院核定後始由各該

國立大學執行，其它公立大學則需經

所屬地方政府同意。私立大學比較單

純，只要擬合併的大學董事會同意，

即可報教育部核定後執行之。該條文

規定的是大學合併事宜，但觀諸已合

併的學校，雖以大學為主，亦有大學

和專科學校合併的情形。大學法

（2011.1.26）第 4 條第 2 及第 4 項規

定，為均衡區域的專科學校教育，教

育部得就未設有專科部的縣 (市)，核

准大學附設專科部，授權教育部訂定

大學及其分校、分部、附設專科部設

立標準、變更或停辦的要件、核准程

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的辦法。 

2. 國立大學合併推動辦法 

教育部於 2012 年訂定並發布國立

大學合併推動辦法（2012.6.22），期望

藉以有效協助學校整合教育資源及提

升整體競爭力。該辦法第 3 條規定所

稱合併，指二所以上國立大學校院連

同其分校、分部、專科部或高職部的

合併。教育部為推動合併事項，得組

成合併推動審議會（簡稱審議會），訂

定審議基準為：合併後得以提升學校

經營績效及競爭力、有效整合教育資

源效益、提供學生多元學習環境、滿

足國家社經發展。依該辦法，教育得

考量學校的學術領域分布廣度、招生

規模及教職員數量、每位學生所獲教

育資源（校舍空間、土地面積、圖書

及經費等）、自籌經費能力、評鑑結

果、地理位置、與鄰近學校教學及研

究互補程度及跨校交流情形、學生實

際註冊率，及其他有助於整合教育資

源及提升學校競爭力的條件，擬訂合

併學校名單連同合併構想，提交審議

會審議。 

合併學校名單經審議會審議通過

後，會商合併學校及相關機關，擬訂

合併計畫，再依專科以上學校及其分

校分部專科部高職部設立變更停辦辦

法第五條所定程序審查通過後，由教

http://edu.law.moe.gov.tw/LawContent.aspx?id=GL000666
http://edu.law.moe.gov.tw/LawContent.aspx?id=GL000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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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部報行政院核定。合併計畫應載明

合併計畫的緣起、學校現況與問題分

析、學校合併規劃過程、合併期程及

應辦理事項、規劃內容（包括發展願

景、校區規劃、校舍空間配置與調整、

行政組織架構與員額配置、學術組織

與科系所配置及財務規劃）、合併學校

教職員員工及學生權益處理、政府經

費補助及行政協助、預期效益、其他

相關措施。 

學校於完成合併後，得向教育部

申請合併計畫所列的經費補助，項目

包含非具自償性的教學大樓新建工程

計畫、學生宿舍貸款利息、合併初期

往返不同校區的交通接駁費、其他有

助於合併的相關計畫，得依合併學校

的需求，以同等額度及分年方式，改

由外加基本需求經費補助替代之。除

了經費補助，教育部也提供行政協

助，包含派員出席參與合併學校的校

內說明會或公聽會等相關會議、處理

合併後的基本經費需求及學生招生人

數、其他有助於合併推動的相關事項。 

3. 專上學校設立變更停辦辦法 

 專科以上學校的合併早有明文

規定（教育部，2009.1.7），2015 年教

育部（2015.3.17）修正發布「專科以

上學校及其分校分部專科部技術型高

級中等學校部設立變更停辦辦法」。該

辦法第 25-26 條規定，專科以上學校得

考量自身資源條件及發展重點，選擇

合適的合併對象，進行合併規劃。教

育部得衡酌高等教育發展趨勢、專科

以上學校分布狀況及教育資源配置情

形，建議及協助專科以上學校進行合

併規劃。公立專科以上學校為規劃合

併，應擬訂合併計畫，國立專科以上

學校經校務會議通過，直轄市立、縣

（市）立專科以上學校經校務會議及

所屬地方政府同意後，報教育部核

定。私立專科以上學校的合併計畫經

校務會議及董事會同意後，報教育部

核定。專科以上學校的合併，教育部

得視國家整體資源情況優先補助經

費。 

由上述分析可見，大學校院合併

及專科以上學校合併，均已訂有相當

完備的法制，根據大學法及相關法

規，可給予合併學校經費補助。教育

部雖可由上而下地推動國立或公立大

專校院合併案，但是仍希望各種合併

案都是由大專校院由下而上主動提

出，原因除了基於尊重大學自主立場

外， 尚顧及合併意願的重要性，且學

校是否適合合併，當事人最為清楚，

合併規劃有許多需要校際溝通協商，

合併學校最能具體討論。再者，大學

合併涉及合併各方的利害關係，有必

要讓利害關係人好好評估，若利害關

係人不樂意，由教育部硬把學校送作

堆，引起的反彈很大，屆時不只是學

校受害，教育部也會成為箭靶。教育

部該做的是宣示政策，及提供各校配

合政策的經費補助和行政協助。 

(二) 深入了解大學合併當事人的思

維、困境並找到突破點十分重要 

由清大和竹教大的案例，發現兩

校需要經費及教師員額挹注，即兩校

若要合併，它們需要更多經費投入於

建築設備和也要有更多員額增聘教

http://edu.law.moe.gov.tw/LawContent.aspx?id=FL008653
http://edu.law.moe.gov.tw/LawContent.aspx?id=FL008653
http://edu.law.moe.gov.tw/LawContent.aspx?id=FL008653
http://edu.law.moe.gov.tw/LawContent.aspx?id=FL0086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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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不願只在現有學校經費和員額額

度 範 圍 內 去 談 整 併 （ 聯 合 報 ，

2015.10.16a, 2015.10.16b）。教育部推

動大學整併，早期確實承諾相關大學

較豐厚的條件，讓合併學校師生能聚

在同一校區，也讓原較弱勢學校向原

較強勢學校看齊，合併後的大學至少

維持原強勢學校的學術水準。現在大

學法及相關法規規定得提供合併學校

必要的經費補助和行政協助（但沒有

提到員額），也是基於這個道理。不過

近年來，受限於大學校數擴增，高教

經費有限，各校都嗷嗷待哺，且高教

生源減少，大學經營規模及競爭力有

待藉由合併來提升，這是想合併的大

學不論有無外援都要找尋的新出路。

在這種狀況下，高教政策不再延續以

往的作法，而要由想合併的大學在現

有條件下整合經營以發揮競爭力，即

使要給一些經費，不可能盡如擬合併

學校之意，至於給員額，恐怕更為困

難。由於清大是這次合併案的強勢學

校，對於吸納一個較弱勢的竹教大而

無其所需的外援，自然感到未來的學

術水準會往下拉低，因而對於合併會

感到失望而無以為續。 

其次，就擬合併的兩校而言，第

二個大問題是兩校的定位不同，一重

學術研究和國際聲望，另一重師資培

育和人文藝術教學，原來走的是不同

路線，現在要放作堆，學術上竹教大

要向清大看齊，難免耽心受怕；實際

上清大不單是要「容忍」竹教大，也

會憂心竹教大的學術發展是否拉得起

來。就竹教大現有特色及未來發展而

言，清大如何正向看待，視其為併校

後的重要資產和希望，同等重要；若

缺乏肯定，竹教大必不能接受。合併

後的學校要照顧師生權益法有明文，

但是否能相互尊重、互相肯定、彼此

信任，卻是法規規範不了的事。唯有

兩校師生彼此尊重和體諒，才有合併

的可能。 

    再次是院系所及師資的整合問

題，這就要碰觸到兩校教師最敏感的

神經。兩校有些院系所是相同或相近

的，如何整合出新的發展方向？招生

規模如何調整？教師如何依專長和意

願進行調配？學生如何認同彼此？不

同校區的院系所如何配置？如何便利

選課修課？學生活動如何整合及交

流？教育資源如何求取平衡？行政組

織如何重組？這些問題都是併校雙方

師生切身攸關，但可能還沒有深入地

談，就已出現耳語而成為併校的憂慮

和阻礙。 

五、結語 

    本文分析了大學合併的背景、清

大和竹教大合併案的變局，討論大專

校院合併的相關法規，以及清大、竹

教大合併遭遇的困難所在。本文認為

大學合併仍應以大學為主體，但教育

部在經費補助上必須明確且能符應大

學合併及轉型發展的需求。 

    清大及竹教大只是兩個大學的合

併，就已經談了十多年，迄今仍未有

成果；兩校在合併規劃的討論過程

中，可能更了解自己的學校，對於自

身的大學定位會有更深刻的反省。只

是大學合併在對象上可以是多元的，

兩校的焦著是否意味著多年來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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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暫停？若一定要藉由合併求發

展，似可環視周遭其它學校，也許會

有更適合的對象。兩校可檢視是否有

必要繼續進行整併的對談，是否發現

新的合併理由，或者既有的合併理由

如何分析得更清楚，是否確實得以建

立共識。展望未來，兩校可以終止併

校的討論，獨立發展各自的特色，或

者找出其它可合併以發揮競爭力的對

象。國人一向喜歡門當戶對，連建立

姐妹校都這麼想，現在要談合併，更

可能百般挑剔對方是否適配，這常是

大學合併的致命傷。若大學合併不能

突破此一心結，就會互相傷害，最後

不可能有好結果，也會把朋友變成敵

人。 

    大學合併常帶來擬合併雙方共同

構思未來發展的願景和目標，促成雙

方合併前的交流合作，互利互惠。不

過，規劃討論過程中，擬合併各方投

入許多心力在合併的討論上，其中風

風雨雨也會影響學校的正常運作，造

成校內外師生和行政人員之間的衝

突。比較大的問題在於併校研議時較

弱勢者被視為高攀，弱勢者也會耽心

被吃掉，而產生焦慮。 

    教育主管機關若要繼續推動大學

合併宜有公開公平的作法，提出經費

及員額挹注的遊戲規則，讓擬合併的

大學有規範可循，評估合併的利弊得

失，否則合併會被當事人視為騙局一

場，令大學退避三舍。大學合併被視

為解決大學擴增問題的良方，真相如

何。有待進一步檢視，一方面評估大

學合併政策確實能解決的高教問題為

何，二方面追蹤已經合併的學校到底

達成多少合併計畫的原訂目標，並整

體檢討大學合併提升了多少教育品質

和辦學競爭力。高教創新轉型方案所

訂大學合併的目標並不容易達成，若

然，更重要的是大部份不談合併的學

校如何變成優質的大學，健全發展的

大學如何協助危機中的大學，恐是當

前高教政策更值得重視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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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專校院在校工讀學生與兼任助理視為勞工衍生之問

題與影響 
葉建宏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工業教育學系研究生 

 

一、前言 

爭議多時的大專校院「在校工讀

生」與「兼任研究助理」問題，在民

國 104 年 6 月 17 日勞動部發布「專科

以上學校兼任助理勞動權益保障指導

原則」與教育部發布發布「專科以上

學校強化學生兼任助理學習與勞動權

益保障處理原則」後有了重大轉折，

而行政命令發布日即為生效日，也使

各校因無緩衝期而大量解雇工讀生與

兼任助理或制定因應辦法，引發學生

與勞團強烈不滿造成多起學生與勞團

抗爭活動。 

而各大專校院所擔心在《身心障

礙者權益保障法》規範下各校也面臨

進用身心障礙員工不足員工總人數

3%產生的違規問題，因而必須定期向

所在地直轄市、縣（市）勞工主管機

關之身心障礙者就業基金繳納差額補

助費；其金額，依差額人數乘以每月

基本工資計算；且如身心障礙員工之

月領薪資未達《勞動基準法》訂定按

月計酬之基本工資數額者，不計入進

用身心障礙者人數及員工總人數；原

身心障礙學生就為少數且學生數加總

也不足 3%，而有在校工讀或兼任助理

者更加少之，迫使學校強制違規面臨

龐大累計罰則問題，且罰則經費並不

在教育部編列之經費預算，一旦開罰

將使得學生的受教品質連帶受損的急

迫問題，勞動部也在 9 月 24 日發布解

釋令，「專科以上學校的學生兼任助

理，如月領薪資未達法定每月基本工

資半數者，可不計入應進用身心障礙

者員工總人數及身心障礙進用人

數」，使問題得到解套。 

二、問題之緣起 

校方與學生各持立場互不退讓，

校方則認為學校工讀不該視同職場，

係屬於「師生關係」，研究或工讀過程

為學習的一環，而學生方面大多希望

自己能獲得更多保障，如勞保年資累

積、職災理賠請領的保障等，秉持著

在連鎖餐飲業打工都能納入勞健保，

為什麼在校工讀或兼任助理卻無任何

法定保障，且不認為有哪一項工作或

在職場學習不到新知識。 

三、問題之發展 

勞動部與教育部將兼任助理分為

屬課程學習或服務學習等以學習為主

要目的及規範的兼任研究助理及教學

助理，且非屬對價之僱傭關係的稱為

「學習型助理」；而學生與學校間因勞

務而獲取報酬之工作事實，且具從屬

關係者的稱為「雇傭型助理」，因學習

型助理可不加保勞健保。 

在私立大專校院方面，人事費用

不屬於政府所補助經費，是由學生所

繳交的學雜費所支付，故各私校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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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調漲學雜費等方式增加人事經

費，亦或者是減少學校兼任助理與工

讀生等方式解決問題，但最終還是影

響學生權益。 

而俱最大爭議的就屬國立大專校

院，因經費來源來自於政府，如將兼

任助理與工讀生納入勞健保所加大幅

增加人事費用支出，所產生的經費缺

口也衍生出許多錯綜複雜的問題，迫

使校方必須訂定因應辦法，但也被外

界質疑無限上綱「學習型助理」的任

用。 

例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全面停止任

用教學助理，改為推行的「師徒制」

方式，讓學生參與教師開設課程，以

學習表現頒發獎學金，每學期分為兩

階段提供獎學金，最多一學期可獲 1

萬 8000 元。但此辦法一公布，即被高

等教育產業工會抨擊這是巧立名目，

迴避應有的責任，而該校學生也有反

對聲浪出現。 

國立中山大學於法規實施後的新

學期，在通識教育中心開設「一般工

作實習」課程、資訊工程學系開設「校

園綜合實習」課程，以及海洋環境及

工程學系開設「海工行政實習」課程，

其課程內容規劃包含報帳、接待禮

儀、文書處理、公文處理、協助教師

預備教材等行政庶務，被該校學生批

評課程內容是「假學習、真勞動」，且

因學生用詞過於命令語氣，也被師長

批評不尊師重道，造成師生關係對立

的緊張氣氛，這又何嘗是勞動部與教

育部發布行政命令為保障學生權益之

原意。 

四、結論與建議 

提供一定缺額之工讀機會本就不

是校方之義務，全面停聘工讀生，引

發學生痛批。但改任為學習型助理也

被學生批評，如何將學校回歸到單純

本質，又同時要保障學生權益，實屬

兩難。 

新聞連日來不斷報導相關新聞，

如「政大砍工讀生改募「志工」學生

憤怒抵制」、「工讀生修實習課中山大

挨批規避勞保」、百校長反學生助理納

保范雲痛批：集體霸凌學生「勞動權

益「掰」！大學生要求：限縮學習型

助理定義」等，如何從雙輸變成雙贏，

這是急需解決的問題，不應只期盼政

府部門增列預算來解決問題，而辦法

的擬定也不應只是政府部門與校方之

間的商議，應充分的納入學生意見，

互相磨合，找出中庸之道，才能確實

解決問題，故提供如下四點之建議： 

1. 勞動部、教育部、大專校院校方代

表以及學生代表多方會談，擬定行

政命令修正辦法，制定明確任用規

範，約束校方及教師勿濫用學習型

助理。 

2. 校方負擔學習型助理全額學生保

險或增保學生保險額度，使工讀生

或兼任助理擁有保障。 

3. 增加產學合作企業，創造更多工讀

機會給需要學生。 

4. 增聘全職助理，處理學校行政庶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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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我們看見「有效教學」的老師和學校 
張臺隆 

彰化縣螺陽國小退休校長 

靜宜大學師資培育中心兼任助理教授 

王金國 

靜宜大學師資培育中心教授 

 

「為什麼學校一直做特色，不加

強學生基本學力，因為做特色會被看

見！」國教院副院長曾世杰說。「長官

最常接見的是爬山學校、風浪板學

校、種稻學校、遊學學校～」（張靜文，

2015）。 

一、前言 

十二年國教乃在培養學生的基本

素養（蔡清田等，2012），其中國民小

學階段是基本、基礎教育，其目標之

一乃在培養學生讀寫算的基本能力。

筆者（第一位作者）在國小服務 35 年

一直秉持這樣的想法，當老師就要能

夠具備「有效教學」的能力且能予以

實踐、當主任、校長就要能夠安排各

種計畫和資源，讓老師能夠「有效教

學」，讓學生習得讀寫算的基本學力。

記得民國七、八十年代，教育局（處）

重視「正常教學」，重視教師教學與學

生的基本學力。所以督學、校長會拿

著課表，看老師是否按表授課。但是

近十幾年來，教育界流行「特色學

校」，外界要看的是學校有沒有「特

色」，於是學校拼命的要做出特色，拿

獎揚名。相對的，「學生的基本學力」

似乎有形無形地較少被提及。國外也

有類似現象，如，法國政府因為忽視

學生基本能力的現象受到批評，所以

新修訂的課綱，將重點放在「培養基

本能力」上（教育部，2015）。本文「有

效教學」係指能夠讓學生習得課程綱

要所規定之基本能力的教學。 

二、當前教育的現象---基本學力

低落、尋求外在支援與強調

補救教學 

這十多年，重視特色、亮點的經

營，忽略學生基本能力的培養，產生

了學生基本學力低落，且呈現兩極化

現象。政府制訂政策方向及學校經營

方面，偏向以外在支援及補救教學解

決這種現象。 

(一) 基測成績低落、學生學力兩極化 

筆者從全國國中基測的成績發

現，部分地區，因為忽視「學生基本

能力」的培養，所以學生的成績非常

低。且從 2012 年的 PISA 數學測驗成

績發現，臺灣地區呈現極大的差距（最

高跟最低的成績差距達 301 分，是世

界第一名）（張靜文，2015）。 

(二) 尋求外在的支援，解決基本學力

低落問題 

親子天下報導，永寧教育基金會

給五個學校，每校一百萬元的經費，

但是成效並不好（張靜文，2015）。筆

者參與某縣市的校務評鑑工作，學校

學生的語文能力不佳，詢問學校承辦

主任、組長，他/她們表示學校已安排

了早晨的故事媽媽協助，且說已增取

外加員額（閱讀教師）。言下之意，學

校已尋求外在的支援（資源），來解決

學生基本學力低落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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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推行補救教學，試圖解決學力低

落問題 

自 2014 年起，政府每年支出了十

五億的經費於補救教學上（中國電子

報， 2013 年 08 月 22 日），可以說明

政府的心態，是認為補救教學是解決

學生低學力的良方。其實學生學業表

現不好，包括學習態度、讀寫算的基

本學力不足（張新仁，無日期）。 

三、學校經營---特色經營與基礎

教學的拔河 

面對學生基本學力習得的需求與

特色學校（政府政策）可以得獎揚名

的誘惑，學校經營陷入於特色經營與

基礎教學之競合，不幸的是，特色容

易被看得見，經營學生基本能力教學

的老師、學校被忽略了。 

有的學校可以兩者兼顧，他們有

的以基礎教學為起點、有的以特色經

營為起點，然後將兩者串連起來，採

用融入式、取代式、彈性式的方式（陳

新平，2015）的方式提高學生的基本

素養。有的學校注重基礎教學，學校

的校長或是跟老師接力教學、或是親

自教學示範、或是排固定的時間上課

等。另外有的學校安排各種機制：如

注音符合的檢測與輔導、九九乘法的

檢測與輔導、推動閱讀運動形成校內

師生一股閱讀風氣。 

也有的學校極力發展特色，這類

型學校，學校創意點子很多，有時會

為了推展學校特色干擾到正常教學。

筆者訪談中，這類型的老師表示，學

校為了推特色的教學，讓他們該上的

課無法上完。雖然學校也得了獎，但

是他們總是覺得不踏實。 

四、看見「有效教學」老師和學

校的作法 

(一) 利用現有的評鑑機制，營造「有

效教學」的氛圍 

國中的基測機制，平均成績低於

全國平均分數。那麼找出該縣中平均

較高的學校和班級，給予獎勵，讓大

家看見他們有效教學的地方。又如補

救教學線上評量機制，在篩選出，學

習落後的學生進行補救教學的同時，

我們找出不用補救教學（或者數量極

少）的班級或學校，給予獎勵。讓大

家看到他們有效教學的地方。 

(二) 利用數位平臺和媒體，鼓勵大眾

撰寫「有效教學」的老師，介紹

他們的教法 

筆者試著建立臉書的粉絲團，讓

一般的民眾，來書寫「有效教學」的

老師，但有一個要求，寫的故事時要

有適當的佐證資料。 

(三) 政府各項評比競賽中，把「有效

教學」列為必要評比項目 

特色學校評比時；教學卓越獎評

比時；校長領導卓越獎評比時，把學

校、老師「有效教學」是不是做好了，

學生讀寫算的基本學力是否學到了，

列為必要的評比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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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省思與建議 

基於上述，我們發現教育政策的

訂定、校長的辦學有所不同，是基於

每個人的基本假定。例如，補救教學

的政策是基於「每個老師的教學都是

很棒的」；成績落後是「學生的問題（資

質、態度）」的假定，所以需要在花更

多的時間進行補救教學。事實上這種

基本假定是不存在的，老師教學是有

「有效」跟「無效」的區別，其中「有

效的教學」，才能讓學生習得基本學

力。因此建議，在教育政策制訂及推

動上，鼓勵、獎勵學校、老師們的有

效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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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化教學，不可忽略學習原理與教學倫理 
王金國 

靜宜大學師資培育中心教授 

 

一、前言 

2010 年以後，臺灣的中小學因活

化教學、翻轉教室、學思達教學法，

學習共同體、分組合作學習、行動學

習等等不同方案的推動，以及在 super

教師、power 教師、創意翻轉教師、亮

點教師的影響下，有愈來愈多的中小

學教師願意／嘗試改變教學型態：在

教學過程中，不再全由教師講述、學

生聆聽與抄寫。 

基本上，不同的老師在活化教學

或改變教學型態時，會因為他個人的

教學信念、專業知識、專長或偏好而

有所不同。例如：有些老師會借用網

路資源或自行錄製教學影片，讓學生

在課前觀看教學影片，然後在教室中

討論（翻轉教室）；也有老師在教學設

計上，重視學生的「自學」、「思考」、

「表達」（學思達教學法）；也有老師

使用行動載具，讓學生在學習中可以

有更豐富的資源與樣態（行動學習）；

另外，也有老師使用「世界咖啡館」、

「桌遊」、配對學習法，團體探究法、

「拼圖法」（Jigsaw）等方式。前述這

些教師之共同點，均是有別於單一的

講述教學，他們改變了教室裡的教學

型態，讓教學更活化，期待提升學生

之學習成效。 

拜網際網路、電腦與行動載具之

便，許多活化教學或創新教學的方案

與實例很快地被傳遞與擴散。加上媒

體報導、各地教師研習活動的影響

下，中小學教師很容易接觸到這些教

學理念或方法。許多教師在閱讀這類

的報導或參加相關研習後，會被這些

方案感動，而重新燃起教學熱情。部

分老師在感動後，也開始採取行動，

期待改變教室的風景。 

中小學教師活化教學或創新教學

是值得被肯定的。只不過，在活化教

學或創新教學過程中，不可只著重活

化，忽略了學習，出現「熱閙有餘而

內涵不足」的情形，更應避免有違反

教學倫理之活動。 

二、「活化教學」隱含教學創新 

基本上，很多教學理念或教學方

法是獨立於學科之外的。因此，當教

師認識、贊成、支持活化教學、翻轉

教室、學思達教學法、學習共同體、

分組合作學習、行動學習等理念或方

法後，他／她仍需要將這些理念或方

案與自己任教的學科做結合。 

理念、理論或教學方法通常是普

遍性的原理原則，必須轉化為具體的

活動。在轉化與實踐過程中，教師會

因其個人教學信念、專業知識、教學

經驗、設備與資源、學生背景…等因

素，設計出不同的教學活動。結合教

師個人的信念與專業知識是必然的結

果，因此，相同的理念、理論或方法

在不同教室，就可能呈現不同的樣

貌。有些老師也可能融合不同的理念

或作法，進而發展出創新且有特色的

教學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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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化教學過程，常帶有教師創

意。只不過，有創意的活動卻不一定

是優質或有價值的活動。 

三、活化教學不應只重形式，更

應重品質 

從九年一貫開始，教育部即鼓勵

教師「創新教學」。另外，自 101 學年

度起，教育部也積極推動「活化教

學」。從政策面來看，教師「創新教學」

或「活化教學」是被鼓勵的。只不過，

並不是所有打著「創新教學」或「活

化教學」名義下的活動都是優質或有

價值的教學設計。 

最近幾年，筆者常有機會到中小

學觀課。在這些觀課經驗中，我看到

許多創新或活化教學的活動。如：老

師使用手機的拍照／攝影功能，直接

將學生的學習歷程或結果傳送到教室

前的螢幕中（資訊科技融入教學）；老

師讓學生藉由與同儕間的討論、分享

或合作來進行學習（分組合作學習）；

也看過老師設計不同題材供不同學習

程度的學生來學習（差異化教學），這

些都是很棒的教學活動設計。不過，

我也看過教室看起來很熱閙，但實際

上卻沒什麼內涵的教學活動。活化教

學不能只有形式，更應重視品質及學

生的學習。 

四、遵循有效教學原則、學習原

理與教學倫理，以確保教學

品質 

對教師來說，教學理念、理論或

方法在轉換成具體的教學活動時，不

能想到什麼就做什麼，他／她仍應遵

循有效教學原則、學習原理與教學倫

理，以確保活動品質。 

(一) 教學活動應遵循有效教學原則及

學習原理 

國內外已有許多文獻曾提出有效

教學的原則。國內部分，張新仁（2008）

曾綜合有效教學的實證研究發現後，

從教學設計及班級經營兩方面歸納出

重要的原則。包括：教學初始導引學

生心向、清楚呈現教材、教學方法多

變化、善於使用發問技巧、練習多樣

化、確認高成功率的學習、適時變化

教學步調、增加投入學習時間、營造

尊重溫暖、重視課業學習的班級氣

氛、重視班級經營策略。國外部分，

Borich（2014）在「有效教學法~以研

究為基礎的實務」（Effective Teaching 

Methods: Research-based practice）一書

中提及，有效教學可分為五項關鍵行

為（key behaviors），包括：(1)講課清

晰（lesson clarity）；(2)教學方式多樣

化（instructional variety）；(3)將實質投

入教學的時間增 加 （ teacher task 

orientation）；(4)學生參與學習的時間

增 加 （ engagement in the learning 

process）；學生有高的學習成功率

（student success rate）。 

在學習原理方面，行為學派、認

知學派及人本學派均曾提出學習原

理。筆者綜合有關學習原理的文獻

後，認為「參與」是影響學生學習品

質與結果的關鍵因素。如果教師設計

出的活動能(1)讓學生實際參與學習的

時間增加；(2)在學習過程中，使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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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官增加；（3）在學習過程中，讓學

生的認知主動性增加；（4）將學習材

料與自己產生連結，則學生的學習結

果將更好（王金國，2014）。 

教師在設計活動時，宜參酌有效

教學原則及學習原理，並以此作為檢

視指標，以避免「熱閙有餘，內涵不

足」的問題。 

(二) 教學活動應依循教學倫理 

教師在教學過程中，雖享有高度

之專業自主權，但其所進行之教學活

動，不能有違教師專業倫理。基本上，

教師設計的教學活動，要合認知性、

合價值性、合自願性，並以促進學生

向上及向善為原則。從消極面來說，

教師的教學活動不能傷害學生、損及

學生權益。教學倫理是教師教學過程

中，應遵循的專業倫理（王金國，

2011，2013）。 

五、結語 

所謂活化教學，指的是教師在教

學過程中，能善用多元教學方法，激

起學生學習動機，進行提昇學習成效

（吳清山，2014）。依此定義來看，教

師在創新教學或活化教學時，不能只

看重方法（活化），更應重視是否能激

發學生學習動機，是否提升學習成

效，更應重視教學倫理。要提升教學

成效（動機與成就），教師所設計的活

動就應該符合學習原理。 

本文支持教師活化教學、鼓勵教

師發展創新、優質的教學活動。撰寫

本文之目的，主要是希望教師在認同

活化教學理念或相關理論後、在發展

為具體的教學活動時，可以有原理原

則（有效教學原則、學習原理與教學

倫理）依循。若教師在活化教學或創

新教學中，能依循這些原理原則與教

學倫理，活化或創新才是有價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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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Maker 的角度來看臺灣小學的資訊教育 
葉俊巖 

高雄市鳳山區五福國小教師 

羅希哲 

屏東科技大學技術及職業教育研究所教授 

 

一、前言 

Maker 中文翻譯為「自造者」（大

陸稱為「創客」），指的是一群能將心

中的構想、創意、概念或想法，藉由

「動手做」的歷程，轉變為實際物品

的開發者或發明家。近年來由於快速

成型的新技術蓬勃發展，從雷射切

割、CNC 機具到 3D 印表機等，讓原

型設計開發和製造業創業的成本大幅

降低，縮短了產品測試、修正、監控

的歷程，使客製化得以實現，也打開

了製造業的新局面（Kraft, 2014）。 

2014 年 6 月 18 日，美國總統歐巴

馬在白宮舉辦了首屆「Maker Faire」，

除了將這天訂為全國自造者日外，更

提出了新政策：（1）幫助 maker 推出

新業務和創造就業機會。（2）結合全

國 150 所大學和 130 間以上的圖書

館，協同英特爾、迪士尼等廠商，在

全美各地開設更多自造者空間，提升

學生成為 Maker 的機會。（3）讓 Maker

解決大眾迫切的問題，像是醫療、航

太或是弱勢族群生活議題（Kraft, 

2014）。 

由上述的承諾不難看出美國政府

對 maker 的重視，美國政府不僅看重

maker 所能帶來的經濟效益，也了解培

育更多 maker 是國家未來競爭力的保

證。這項在商業、工業和教育上的新

轉變，給了在經濟發展遇到瓶頸，教

育政策處於變革的臺灣，許多正向的

啟示。本研究將以 maker 的精神，嘗

試從不同的角度來論述臺灣的資訊教

育，並提出相關的建議，作為省思辦

理資訊教育之參考。 

二、從 STEM 到 Maker 

STEM 教育是一種整合科學、技

術、工程和數學內容與技能的教學方

法。透過 STEM 實施標準來引導 STEM

教學，達到預期精通 STEM 的行為表

現。這些行為表現包括：參與調查、

邏輯推理及問題解決的能力，最後達

成 STEM 教育目標（Maryland State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2012）。 

英國的教育學 家斯 賓賽（ H. 

Spencer）提倡「生活預備說」，認為教

育是為了未來的生活做準備，一個國

家的競爭力和教育有高度的關聯性，

而教育政策是社會中一個高敏感而且

常被拿出來討論的議題，尤其是國家

經濟正面臨困難或轉型時。在 2007

年，美國州長協會（National Governors 

Association）提出一項名為“建立科

學、技術、工程與數學議程（Building 

a 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 and 

Math Agenda）”，起因是美國社會對

競爭力逐漸下降的問題感到憂心，認

為美國當時的 K-12 基礎教育課程，無

法 有 效 培 育 具 有 競 爭 力 的 人 才

（Toulmin & Groome, 2007）。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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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美國州長協會針對 STEM 工作的

人力需求，提出更具體的數據分析：

（1）在過去 10 多年來，STEM 工作

增長高於非 STEM 工作三倍。STEM

工作預計將在 2008-2018 年期間增長

17%，相對於非 STEM 工作僅增長

9.8%。（2）2010 年，STEM 工人的失

業 率 是 5.3% ； 其 他 職 業 是

10%(Thomasian, 2011)。由此可見未來

需要的人力，已經從單一能力走向多

元的能力，需要能將科學、技術、工

程和數學這幾個領域進行整合的人。

而怎麼培育這樣的人才呢？「動手做」

是一個很重要的歷程，也是 Maker 最

核心的精神。 

Maker 的概念其實自古以來都一

直存在著，從瓦特（James Watt）改良

蒸汽機到賈伯斯（Steve Jobs）在車庫

中製作出第一代的電腦都是 Maker 的

典範，在這些「動手做」歷程中，除

了讓學生學習到完整的知識外，更重

要的是學生必須擁有批判思考能力和

解決問題的能力。過去，我們的教育

常以教師為中心，學生被動的接受知

識，讓學生動手做的機會更是少之又

少，這樣的模式能培養學生具備「帶

得走的能力」嗎？我想大家心中也一

定充滿著質疑，翻轉教育找出更合適

的方案是未來的重要趨勢。  

三、科際整合困難，分科間缺少

統整性 

臺灣目前的資訊教育，並非單一

領域，依據教育部國民中小學九年一

貫課程綱要，資訊教育僅列為「重大

議題」，課程安排除需融入於各學習領

域中實施外，並得視內容性質，集中

於適當學習領域或彈性學習節數中實

施教學。但教學現場和課程目標實際

上是有落差的，雖然期望能將各科融

入，但是由於臺灣教育體制仍是以分

科教學為主，而這種模式最為人所詬

病的地方，就在於過度重視科學、數

學等學科的理論知識，實際應用知識

的能力卻極為薄弱。 

近年來，英美兩國的資訊課程改

革，朝向科學、技術、工程與數學的

整合領域發展。英國是 G20 國家中，

最先進行資訊教育改革的國家，於

2014 年九月全面採行新的課程計畫，

最大的特色是重視應用的能力及其他

領域整合，在其課程計畫開宗明義就

指出：計算機計算課程和數學、科學、

設計以及技術有極深的連結，並提供

對 自 然 與 人 工 系 統 的 深 入 了 解 

（Department for Education, 2013）。 

四、資訊教育目標需進行調整，

符合現代潮流 

目前國小（104 學年度）的課程編

排仍然依據九年一貫課程綱要，將國

小資訊教育劃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

段：小學一、二年級，雖未安排資訊

技能的學習，但鼓勵教師將資訊科技

靈活運用於教學過程中，利用資訊科

技多媒體的效果與網路上豐富的資

源，營造活潑生動、主動參與的學習

環境；第二階段：小學三、四年級，

課程包含學習電腦的基本操作與使用

規範、視窗環境的操作、中英文輸入、

文書處理軟體的基本操作、繪圖軟體

的應用、檔案儲存與管理、瀏覽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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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操作、遵守公用電腦及網路使用

規範等；第三階段：小學五、六年級，

課程著重在學習電腦多媒體設備、簡

報軟體、影音編輯、網路環境與資料

的安全防護及資訊倫理的實踐。 

上述三階段的目標，對於未來嚴

峻的挑戰，是否具備足夠的競爭力？

或許英國的課程改革給了我們重要的

線索。英國教育部於 2013 年九月公布

新的課程計畫，將原本的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修改為

Computing，而這項改革起因於英國教

育標準辦公室所提出的資訊教育成果

報告「ICT in schools: 2008 to 2011」

（Ofsted, 2011），報告指出英國資訊教

育的缺失：（1）學生對於文書應用軟

體的學習感到無趣，期望有更多能符

合實際需要並彰顯其獨特性與創意性

的課程。（2）社會大眾普遍認為舊有

的資訊課程教學，不足以應付數位化

時代發展的需要，資訊教育不僅是在

學會軟體的操作而已，更應該教會學

生如何去撰寫和編輯程式語言。 

英國教育部（2013）所制定的新

課程希望能達成以下的目的：計算機

計算的核心能力是電腦科學，包括教

導學生了解資訊和通訊的數位系統如

何運做與如何將知識化為語言程式。

基於這樣的認識與了解，學生有能力

利用資訊科技去創造程式語言、系統

和廣泛的內容。計算機計算課程能確

保學生具有資訊素養：能使用、表達

和發展自己的想法，達到能夠積極參

與未來的工作場域和數位世界的水

平。 

英國對於計算機課程實施的對象

甚至積極地向下延伸，並加入了程式

設計的概念，規定從第一階段（五到

七歲）開始，就要學習程式設計雛形

概念，到了第二階段（七到十一歲）

要開始學會編寫程式了。 大眾一定會

對國小學生適合寫程這個議題提出相

當的質疑，為什麼需要這麼早接觸程

式語言呢？程式語言又如何和其他領

域相搭配？其實程式語言泛指用來編

譯、解釋、處理各種程式時所使用的

機器語言，而在這些語言背後最重要

的不是程式碼的堆疊，而是思維的邏

輯，這些邏輯其實在我們的數學領域

中早已開始萌芽播種，例如：目前課

綱中一到三年級的數學能力指標：

A-1-02 能將具體情境中的單步驟問題

列成算式填充題，並解釋式子與原問

題情境的關係，這其實就已經是程式

語言中函數與參數的關係。 

五、非以學習者為中心的資訊教

育教材 

美國哲學、教育學家杜威（John 

Dewey），提出了「做中學」的教育概

念，認為教育環境必須創造充分的條

件讓學習者去「經驗」，藉由貼近生活

的情境問題來激發學生的學習動機。

看似簡單的理論，但卻也是臺灣資訊

教育面臨的最大問題，學生對於教材

和內容無感，教學難以產生共鳴。  

臺灣目前的教材為了因應資訊教

育能力指標，大多偏重於軟體應用操

作或宣導資訊倫理、資訊安全等相關

議題。教師教學時多半搭配書籍示

範，並利用出版社架設和課程相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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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畫、遊戲的網站，引起學生的學習

動機。整個教學與教材的搭配，看似

有讓學生動手做，但其性質仍然以教

學者為主，大多是老師講述示範，學

生仿作，學生較少有自我探索的機

會，更遑論發現問題、解決問題。 

在美國，已經有些企業和大學投

入教材的開發，例如：美國麻省理工

學院的媒體實驗室（Media Lab），在

2006 年設計一套給 8 歲學生學習的程

式設計語言「Scratch」，將程式碼包裝

成類似積木方塊的圖形化介面，以學

生熟悉「堆積木」方式學習程式設計。

學生可以用 Scratch 來創造互動式故

事、動畫、遊戲、音樂和藝術。另外

由 google 開發，目前已經轉移給 MIT 

Mobile Learning Center 的 app 

inventor，這套教材的適用對象為五年

級以上的學生，也是利用堆積木方式

學習程式設計，可以作為投入正規

Android 程式開發前的先導教材 。 

而上述的教材也不單單只是程式

語言的設計而已，目前有許多硬體應

用的部分也逐漸開放，例如，由義大

利團隊設計的 Arduino 就是一個很好

的範例，Arduino 為開放原始碼的單晶

片微電腦，如果再加上感應器、動作

器和相對應的程式語言，那麼就可以

組成一個強大的系統，這些系統可以

用來解決一些生活上的問題。而

Arduino 又可以和 Scratch 相互結合，

因此在國外資訊教育的教材是非常開

放且貼近生活化的。 

 

六、結論與建議 

針對臺灣資訊教育的現況實在令

人擔憂，十二年國教能否開創新的局

面，翻轉目前僵化的教育令人期待，

針對上述資訊教育的困境提出了以下

的建議： 

(一) 科技領域的課綱擬定能和其他領

域相搭配 

在九年一貫課綱中僅列為「重大

議題」的資訊教育，在十二年國教課

綱中升等，隸屬於「科技領域」中的

「資訊科技」學科，以學生學習怎麼

用電腦解決解決問題為宗旨。為了達

成這樣子的理想，學生必須具備各科

整合的能力，因此在擬定此領域的能

力指標時，最好也能參照其他領域的

目標，讓資訊科技和科學、自然領域

互相搭配。 

(二) 成立教師專業社群，進行跨領域

的科際整合 

教學演變至今已經是一場團體

戰，單科老師所能傳授的知識實非足

夠，而性質相近的科目，也會出現重

複的教學內容，浪費許多寶貴時間，

除此之外過分強調分科教學，學生往

往僅獲得片段知識，對於統整和應變

能力明顯不足。為了打破分科間的藩

籬與缺失，教師的合作模式就必須進

行改變，建議以教師專業社群進行跨

學科的合作，甚至是跨校進行策略聯

盟，以網路雲端空間或網路社群為平

臺，開啟各科教師間的專業對話，並

嘗試以 stem 的概念進行整合，制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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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方向的教學計畫，讓學生在理論

與操作面都能夠兼具，動手做出自己

的成果，以實際運作的方式驗證自己

的想法是否可行。 

(三) 以學習者為中心，擴充各種教材 

教材的採用不應只有「應用軟體」

教學，因為「應用軟體」總有一天會

消失或改版，而教育最終的目標是讓

孩子具有「帶得走的能力」，擁有挑戰

未來的軟實力。故教師在選用教材

時，應慎重考慮，除了必須符合學生

學習階段外，挑選能表現獨特性或創

造性的教材也極為重要，資訊教育課

程的宗旨在於讓孩子學會邏輯思考，

學會怎麼和機器對話，學會怎麼用電

腦來解決生活中的難題。因為，在未

來的世界中，機器和人的關係是密不

可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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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師資培育邁入標準導向紀元 
周玉秀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師資培育中心 

教育學系副教授 

 

壹、前言－德國師資培育推動標

準與評鑑規範 

去年（2014）六月，德國各邦師

培教育系統正式有了第一本完備的師

資培育標準。距離 2004 年 12 月 16 日

各邦文教部長會議（Kultusminister- 

konferenz）推出師資培育－教育學標

準，這份文件實驗發展了十年。 

草案嘗試定義德國師資培育教育

學的基本範疇與內容，提供各邦師培

系 統 一 個 共 同 研 究 比 較 的 基 準

（Lütgert & Kleinespel, 2007；KMK, 

2014）。各邦文教部長當時協議（頁

2），自 2005/2006 年起，德國各邦師資

培育皆參照該教育學標準，規劃邦內

大學師資職前培育課程、師資畢業生

學校實習與在職進修教育（KMK, 

2004a; 2014a）。 

繼教育學標準之後， 2008 年

（2008.10.16）各邦文教部長會議提出

學科知識與教材教法之內容標準。

2012年 12月 6日則對畢業生各場域預

備服務期（Vorbereitungsdienst）教育

實習課程模式與考核發佈共同要求

（KMK, 2012）文件中都註明，該文件

將隨著教育學術與學校實務的發展接

受檢核與繼續發展。 

2014年 6月 12日各邦文教部長會

議於新聞稿公告教育學新標準。研究

者比較分析 2004 年與 2014 年兩版的

師培教育標準，發現新版序文完全將

「自 2005/2006 年起，德國各邦皆參照

新制定之師資培育標準，規劃邦內大

學師資職前培育課程、學校實習與在

職進修教育」文字拿掉，改以「教育

系統的繼續發展改變了教師的能力圖

像。教育學標準必須遵循學校發展、

學校變革、學生組成、相對改變的教

師能力等方向」（KMK, 2014a）。 

2014 年新發布的師培教育標準，

將十年前的規範條文改為教育標準的

理論原則，固然是因為各邦協議引

用、轉化師培標準於學科知識、教材

教法、教育學和學校實習等職前課程
1，（KMK, 2012; KMK, 2014b; 2014c）

實質上，也是回應了教育界過去幾年

來反對由上而下的根本辯證論述。協

議文字表明，各邦文教部長會議充分

瞭解這些德國師培教育標準並不具規

範各邦師培教育的法制效力。 

由於，教育文化向來為德國各邦

自主權限，16 個邦，每邦有其個殊的

政治脈絡、教育制度與學校培育模

式，全國性的教育政策只能透過各邦

文教部長常設會議溝通協調達成共識

決。各邦文教部長會議意識其職掌與

權限，推出首部規範性的全國師培教

育標準時，各邦文教部長（KMK, 

                                                

1
 2014 年的師資培育調查報告中，各邦皆已引

入師培標準，布萊梅邦實驗模式研究至

2013.09.30 、 柏 林 邦 的 實 驗 模 式 研 究 至

2014.09.30. (KMK, 201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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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a）即在序文的第三頁強調，建構

之師資培育能力與標準，援用了各邦

學校法中對教師能力的要求；所理解

之教師專業形象「教師是教與學的專

家」也與 2000 年（10 月 5 日）全國教

師會代表與各邦文教部長之共同聲明2

一致。 

建立師培教育標準，既在提昇保

證全國 16 個邦各邦師資培育教育的品

質、效能與發展，各邦也協議在共同

的教育標準之基礎上，定期評鑑師資

培育教育，讓德國師資培育體系進入

嚴謹的實證研究階段（Oser, 2004）。隨

之而來的研究重點，乃是積極掌握各

邦如何轉化、轉化層面與實踐程度。 

為了瞭解各邦實踐現狀，德國每

年二月暨八月彙整完成師培教育進展

報告3，報告中以細目表結構地呈現各

邦在師資職前教育轉化師培標準的進

程、師資畢業生於「預備服務期」教

育實習與各類科課程的設計比重。根

據 2014 年八月調查報告，各邦都正式

或是採實驗模式將標準轉化至教育

學、學科知識、教材教法和學校實習

等職前課程。各邦也因應標準陸續修

正其師資培育法（KMK, 2012; KMK, 

2014b; 2014c）。 

本文嘗試探究德國推動師培教育

標準之背景脈絡，介紹該標準及近來

年各邦實踐標準政策之歷程。 

                                                

2
 Bremer Erklärung  2000。 

3
 以 2014 年 8 月彙整的 Sachstand der 

Lehrerbildung 為例，研究者回頭比較先前的

兩冊，發現各邦師培法乃至結構確實依循著標

準轉化，且持續校正中。 

貳、建立教育學標準之背景脈絡 

1990 年代，德國各界對師培品質

殷切期待，加上批評聲浪不斷，各邦

文教部長早有主導師培改革行動之決

心。1998 年各邦文教部長會議，公開

「不滿」現況，具體點出 

1. 德國師培教育在大學邊緣化 

2. 各邦、各大學各自詮釋教育學內

涵，開展不同重點 

3. 職前養成課程與學校實習教育之

間的落差 

4. 專門學科屈從教材教法 

5. 壓縮教材教法與教育實習專業不

足等問題（KMK, 1998）。 

大動作評議後，中央委任教育專

家委員會評估德國師培現況。次年，

以 Terhart 教授主導的德國師培報告指

出師資培育學科內容、教材教法與教

育學課程有如一幅不協調的拼貼地毯

（Terhart, 2000, 27 頁）。報告也點出服

務預備期的實習輔導課程、評量與職

前教育缺乏關聯性（28 頁）。報告書以

全球觀點提出「德國師資培育願景」，

建議德國大學投注更多研究能量於師

培教育，重整師資培育結構，特別要

求兩階段課程之間的結構性；建立師

資畢業生、師培機構、系統三層面的

標準。結論具體要求全國各邦對師資

培育各歷程、機構進行學術性的外部

評鑑，儘速建立教師能力的實證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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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 國 學 術 評 議 會

（Wissenschaftsrat, 2001）則是另一批

判力量，早已經搭著波隆納進程

（Bologna Process）改革歐盟會員國高

等教育的列車，搶先對師資培育提出

結構性建議4，該文件多次引述各邦文

教部長會議過去之立論，建議大學 

1. 研究發展改革師資培育結構 

2. 建立專業標準 

3. 以專業標準調整課程 

4. 建立實証研究資料 

論述德國「師資培育標準」以來，學

者、教育學會及教師團體嚴詞批判，

挑戰標準化帶來的齊一（ Keuffer, 

2002；Oser, 2004）、去學術性（Müller, 

2009; EWFT, 2004; GEW, 2009; Casale 

et al., 2010）。教育界及學界對於教育

標準、能力指標的理論基礎及其帶來

的目的性「新管控」（Terhart 2002; 

KMK, 2004b; Dietrich, 2011）、工具性

（Blömeke, 2006）多持批判論證。 

    另一類質疑的論述主要是針對

2008 年（2008.10.16）籠統定讞的 20 門

學科標準。 

追蹤德國師培教育標準之文獻，

可以看見提升學校教學歷程與品質的

文本，無不與教師圖像、專業能力、

標準、評鑑等論述相互關聯，互為體

用。 

                                                

4
 該建議書為 Empfehlungen zur künftigen 

Struktur der Lehrerbildung。 

參、師資培育教育學標準之內涵 

2014 年的教育標準回應教育界的

論述，因應融合教育等實務需求，重

視教師反思學習的能力及教育研究發

表的實徵調查。標準能力強化動態發

展，看重教師在各種教育脈絡下進行

研究的能力，課程重點將差異教育

學、補救教育等教師專業正式寫入文

本，理論儘管顯得周延，文字則更為

簡潔（KMK, 2014a）。本節試著摘述師

培標準的理論與實務能力及課程重

點。 

(一) 能力－理論基礎 

Terhart （ 2000 ）  將 能 力

（Kompetenz）解釋為擁有知識、教學

程序及反思模式，能依據目標與情境

準確行動（handeln）。作為教師養成教

育的第一階段機構，大學必須傳遞該

專業相關的學術基礎。學科知識、教

材教法知識、教學行為與教育學理論

知識外，更重要的是場域專業工作的

反思能力（ability）。對於 Oser（2002）

而言，標準嘗試處理知識與行動間的

差距，標準是一連串複雜、跨越的知

識結構，包含著行動知識。相較於一

定的知識內涵、認知結構，發展出實

踐知識的行動準則。他將標準視為將

知識轉化為專業反思行動的指標，其

理論定位於教學科技。 

(二) 教育學標準 

師資培育標準包含教育學與學科

內容，後者簡要定義了 20 門學科專門

能力標準與學科內容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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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學標準以各邦學校教育法

（Schulgesetz）之教育目標為論述基

礎，精要地將教師定位為教與學的專

家，看重教育與教學等專業品質。教

師的核心工作乃在有意義的參酌學術

與研究知識，計畫、組織並反思、評

鑑自己的教學歷程。 

文本篇幅不到八頁的 2014 版教育

學標準勾勒出系統評鑑圖像，將教師

的教育學專業分教學、教育、評量輔

導與創新四專業標準面向，共 11 項可

檢核之教育學核心能力。 

新的師培教育學標準，強調差異

化教學、融合教育、掌握學生動態發

展、教師專業反思、與同儕及其他專

業機構合作及服務預備期的研究學

習。教師各面向之專業要求轉化為 11

項具體能力：前 3 項詮釋教學能力，

4-6 項為教育能力，7-8 項為評量能力，

9-11 項為創新能力。每一項能力分別

規範了理論與實務（實習課程）兩層

面，各個層面又列出 2-7 條不等之重

點。茲譯介 11 項核心能力如下： 

1. 教師掌握學科知識，準確計畫課

程，同時考量學生不同的發展以及

學習歷程進行教學 

2. 教師能安排情境，支持學生學習。

教師能鼓舞所有學生有能力學習

去建立關聯性，應用所學 

3. 教師能提升(fördern)學生自主學習

的能力 

4. 教師能認識學生生活的社會與文

化條件，對於各種不同類型的弱

勢、歧視與不利，能在學校中正面

影響其個別發展 

5. 教師能傳遞價值與規範，傳遞出尊

重、認同差異的態度，支持學生自

我決定的判斷與行動 

6. 教師能有方法處理學校與教學中

的困境與衝突 

7. 教師能診斷出學生的學習狀態及

學習歷程，能有計畫地輔導學生學

習；提供學生與家長相關的教學建

議 

8. 教師能掌握學生的能力發展，在客

觀透明的評量基礎上評估學生的

學習與能力 

9. 教師能清楚意識教師專業要求，能

理解其專業為特殊職責與義務的

公職人員 

10. 教師理解其專業為一持續學習的

任務。 

11. 教師能參與規劃，轉化落實學校計

畫。 

讀者由下文中第一條核心能力要

求（表 1），殆可理解德國師資培育教

育學標準在教學能力回應差異化及教

師教學反思發展之趨勢（詳見表一中

畫線部分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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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專業能力 1：教學 

教師掌握學科知識，準確計畫課程，同時考量

學生不同的發展以及學習歷程進行教學 

理論面的培育標準 實務面的培育標準 

師資培育畢業生 

1. 了解相關教育

學 與 教 育 理

論，理解教育學

與教育理論之

目的及所導引

之標準，能批判

反思此標準 

2. 了解一般及學

科教學原理，知

道設計課程單

元時要關注到

能力異質小組 

3. 了解不同的教

學方法、教學活

動 長 度 及 形

式，知道妥切運

用於不同條件

需求與情境 

4. 了解媒體教育

與媒體心理學

的概念及在課

堂上依需求及

情境運用媒體

的可能性與限

制 

5. 了解評鑑教學

成效與課程品

質的方法 

師資培育畢業生 

1. 能由相關教育

學與教育理論

推論導引教學

目標願景與行

動原則 

2. 結合學科專門

知識與學科教

材教法論證，考

量學生能力異

質性設計課程

並實際教學 

3. 參考課程與個

別 的 輔 導 計

畫，選取教學內

容、教學方法、

活動與溝通形

式 

4. 教學時，有意義

地使用媒體，融

入現代資訊與

溝通科技，並能

反思之 

5. 檢核自己的教

學品質，能反思

其教學對於學

生學習狀態及

學習需求的適

當性 

資料來源：KMK(2014a) 

按著德國的學制系統，小學四年

結業進入中學，學生適合念那一個類

型的文科中學、理科中學、主體學校

或是綜合中學，幾乎全信賴小學老師

手上的乙紙評量建議書。面對專業的

升學輔導機制與評量文化脈絡，德國

教師的評量素養就顯得特別的關鍵。

新的標準共列有 7、8 兩項評量能力，

與 2004 年的標準相較，去年（2014）

新頒布的第 7 項標準能力，理論面由 4

條擴增至 7 條，多了異質化教學理論、

補救教育與專業合作學習。目前，國

內實施十二年國教，要實現「適性揚

才」的目標，教師更是在輔導發展不

同特質學生學習中，扮演著一個推手

的重責。德國師培標準要求教師面對

多元差異的評量能力或許有足供我們

參酌之元素。本文嘗試轉譯德國中小

學教師評量能力 7 之標準（見下表 2），

以為師資培育者與師資培育機構研

究。 

表 2   

專業能力 7 : 評量 

教師能診斷學生的學習經驗以及學習歷程，能

針對學生學習需求進行輔導；準確地與學生、

家長諮商。 

理論面的培育標準

（教學目標） 

實務面的培育標準（教

學目標） 

師資培育畢業生 

1. 了解（kennen）

異質性與差異

性的概念與特

質。 

2. 知道（wissen）

影響學習歷程

的多元因素及

其對學業成就

的意義。 

3. 知道不同學習

條件如何影響

教與學，知道教

學時如何對學

生異質小組，正

向應用其不同

的學習條件。 

 

師資培育畢業生 

5. 知覺（erkennen）

學生的發展情

形、學習潛力、

學習困難、以及

進步歷程。 

6. 了解（學生的）

學習起點，實施

額外的補救可

能。 

7. 知覺資賦優異，

並且知道激發出

學生這些潛能的

方法。 

8. 對學生的學習要

求與其學習條件

切合 

能之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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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能診斷學生的學習經驗以及學習歷程，能

針對學生學習需求進行輔導；準確地與學生、

家長諮商。 

理論面的培育標準

（教學目標） 

實務面的培育標準

（教學目標） 

師資培育畢業生 

4. 認識資優或是

特殊專才的各

種形式。 

5. 了解學習歷程

診斷過程的基

礎。 

6. 了解輔導學生

和家長的原則

與理論。 

7. 了解不同性質

的合作夥伴，能

掌握與不同專

業及機構合作

的觀點。 

師資培育畢業生 

5. 對學生的學習

要求與其學習

條件切合 

6. 能針對不同情

境準確運用不

同 的 輔 導 策

略，能區辨輔導

與評估效能之

差異。 

7. 診斷、補救及輔

導學生時，能與

同事及校內、外

其他專業機構

合作。 

資料來源：轉譯自 KMK （2014a）。 

(三) 課程重點 

教育學標準要求全國各師培學系

開設 11 個課程重點：（1）教育與教學、

（2）教師志業與角色、（3）教材教法

與方法論、（4）學習發展與社會化、（5）

成就與學習動機、（6）差異化、融合

與補救教學、（7）診斷與評量、（8）

溝通與衝突處理、（9）媒體教育、（10）

學校發展、（11）教育研究（KMK, 

2014b）。 

上述德國師培教育學標準以教師

「教與學」專業形象發展的課程重

點，無一不為國內師資培育目前推動

重點。其中，如：第 2、3、6、11 項

的教師志業與角色、教材教法、差異

化、融合教育與補救教學及教育研

究，皆為師培教育之核心價值，內容

指向教師在教學現場中的專業學習成

長。以第 2 個課程重點「教師志業與

角色」為例，三個子題共同指出教師

專業為動態歷程，教師職涯即為學習

生涯： 

1. 教師專業化 

2. 教師專業場域為學習任務（挑戰） 

3. 處理教師專業相關之衝突與抉擇

情境。 

(四) 教學取向 

關於師培者如何在教育學課程中

傳遞專業能力或選取合宜可應用之教

學理論，KMK 建議了以下 8 種的取

向： 

1. 情境取向 

2. 案例與實務引導 

3. 問題解決策略 

4. 學習方案規劃 

5. 傳記式反思研究 

6. 脈絡導向 

7. 現象學取向 

8. 研究導向 

第 2 項新增「以文字描述詮釋理

論時，加上案例實務引導」，及第 8 項

補上「教育實習階段的反思研究學

習」，皆為 2004 年實踐後新發展的教

學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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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轉化案例  

擁有百年教育大學學制傳承的巴登-伍

騰堡邦（Baden –Württemberg），境內

共有六所教育大學。除了培育國小師

資，教育大學也和其他大學合作共同

培育職業學校各類師資，如:電子能源

或系統工程等師資。本節以巴登-伍騰

堡為例，論述職前培育制度第一階

段、第二階段因應教育標準改革課程

之現況。 

(一) 第一階段–大學課程 

自紅（SPD）綠（Grün）聯合執政

後，德國南部的巴登－伍騰堡邦於今

年（2015）冬季起推動學士碩士兩階

段師資養成教育。本節以國小師資培

育為例，簡述該邦教育大學之課程結

構，課程分別涵蓋四領域: 

1. 教育科學：教育學、心理學（15 學

分5）、教育的神學、教育的哲學、 社

會學 政治學基礎、 語言與跨領域

計畫 

2. 學科領域：兩門核心學科（各 30

學分）、四個能力領域（各 20 學分，

計 80 學分） 

3. 實習課程（30）：規劃實習學期（21

學分），深化理論與實務， 如: 課

程分析與計畫 

4. 學術研究論文（10 學分） 

15 學分的心理學包含混齡教育與

                                                

5
 每一學分約 25-30 小時。 

學習診斷。相較於國內國小教師於此

專業之要求，德國以為小學低年級學

童更需要教師專業診斷與引導。實習

課程旨在以教學實務案例詮釋理論，

將經驗轉化為知識，實習課分導引、

實際體驗與專業三個階段。另外，與

我們非常不同的是，德國師培職前教

育設計了 13 週的實習學期，課程重在

轉化理論，個別化教學、體驗教育實

際以及輔導專業。 

學校實習課程被賦予整合職前及

預備服務期兩階段的教育（Bastian, 

2007）。第一階段由理論開啟詮釋教學

實務，第二階段重在於實踐中反思理

論。 

該邦本學年起（2015），採行學士

加碩士兩階段養成體系，將教師志業

抉擇由 17 歲入學的學士階段，放寬至 

21 歲的碩士，當師資生確認職志後，

更能有效發揮高等教育投資成本。培

育過程中，該邦強化教師的輔導能

力、兩專門學科知識與學科教學能

力，培養教師以差異化教學回應學生

學習（SIR, 2013）。 

伍、結語 

這幾年，德國師資培育處於一個

恆常變革的狀態。全國 16 個邦，各邦

教育文化自主，當巴登-伍騰堡邦六所

教育大學今年（2015）年底跟進，實

施學士加碩士的師培體系後，全國各

師培體制皆有了一個相同的組織結構

基礎。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15，4（12），頁 115-125 

 

學術動態報導 

 

第 122 頁 

回顧各邦師培變革的廣度與深

度，層面包含師資培育法、組織、課

程與考評一再修訂。（Gr 顧各邦 hner & 

Lütgert, 2007）強化實習課程，大學建

立教育專業學校，師培課程改革從簽

署歐盟國家波隆那協議開始即持續不

斷。新制的學士加碩士師培課程結構

未及檢核其實徵研究成果，又嘗試因

應教育標準調整其課程重點、實習內

容、年限與學分，考試內容與形式。 

 

德國對於師資培育品質與教師專

業能力的關切與企圖心，可由聯邦

（KMK, 2014a）先頒布師資培育教育

學標準，十年後修正，啟動師資培育

評鑑與認可機制的連串措施顯示之。

各邦儘管推出師培品質政策與課程改

革計畫，期能務實深化地執行之，卻

因政治自主，表現出多樣性（EWFT, 

2004; Terhart, 2007; Lohmann et al, 

2011）。 

師培教育標準是一份基本簡要的

教師專業指引，從 2004 年到 2014 年

六月的新版師培教育標準，積極符應

社會變遷的脈絡，要求教師對專業實

務具有批判反思的能力，獨立解決問

題的能力，面對多元差異的班級學

生，能自行發展出教育與教學方法。

對於複雜的社會組織與傳統傳記式培

育歷程，德國學界以為這一部教育標

準不足也不可能詳實掌控師培品質，

各邦師培學系企圖達成的教師專業遠

比標準要求的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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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教育評論月刊稿約 

2011 年 10 日 01 日訂定 

2013 年 10 月 31 日編輯會議修正通過 

2015 年 09 月 01 日修訂 

壹、 本刊宗旨 

本刊為「臺灣教育評論學會」刊物，旨在評論教育政策與實務，

促進教育改革。本刊採電子期刊方式，每月一日發行一期。刊物內容

分成「評論文章」、「專論文章」、「交流與回應」與「學術動態報

導」等四專區。 

貳、 刊物投稿說明 

各專區分類說明如下： 

一、 評論文章：內含「主題評論」和「自由評論」。前者由   

作者依各期主題撰稿，並由主編約稿和公開徵稿；後者

不限題目，由作者自由發揮，亦兼採約稿和徵稿方式。 

二、 專論文章：不限題目，凡與教育相關之量化及質性實徵

研究、理論論述之文章均可，內容須具評論見解與建

議，採徵稿方式。 

三、 交流與回應：係由作者針對過往於本刊發表之文章，提

出回應、見解或看法，採徵稿方式。 

四、 學術動態報導：針對國內外學術動態之報導文章，採徵

稿方式。 

同一期刊物中，相同之第一作者投稿至各專區之文章數量至多以

一篇為限，全數專區之投稿文章數量加總不得超過兩篇以上，前述投

稿者另列為第二作者之文章數量至多可再增加一篇為限。 

參、 文章長度及格式 

一、 本刊刊登文章，「評論文章」、「交流與回應」、「學

術動態報導」文長一般在 500 到 3,000 字內之間，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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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以不超過 6,000 字為原則。如有附註及參考文獻，請

依照 APA 格式撰寫。 

二、 「專論文章」字數：中文稿字數以每篇 10,000 至 15,000

字為原則，最長請勿超過 20,000 字；英文稿字數每篇以

10,000 字以內為原則。字數計算包含中英文摘要、參考

書目與圖表。如有附註及參考文獻，請依照 APA 格式

撰寫。 

肆、 「專論文章」投稿費用與刊登 

一、 「專論文章」投稿經本刊形式審查通過後，即進行實質

審查，採匿名雙審方式，審查通過者自 2014 年 1 月 1

日起安排刊登。 

二、 費用說明：為促進本刊永續經營與維護學術品質之需

要，「專論文章」每篇投稿須繳交稿件處理費及實質審

查費合計 3,500 元。 

(一) 稿件處理費：1,500 元（含形式審查費 500 元和行

政處理費 1,000 元）。 

(二) 實質審查費：2,000 元。 

三、 退費說明：凡形式審查未通過者，本刊不再進行實質審

查，將退還行政處理費 1,000 元和實質審查費 2,000 元。 

四、 匯款資訊：專論文章之投稿人請於投稿同時，將費用

3,500 元（手續費自付）匯款至本學會，以利啟動各項

審稿作業： 

中華郵政代號：700  帳號：0001222-0571072 

戶名：「臺灣教育評論學會 李隆盛」。 

其匯款收據（註明「投稿篇名」與「審查費用」字樣），
以下列方式提供於本學會： 

(一) 傳真：（04）2239-5751 

(二) 掃瞄或照相檔案 E-mail：ateroffice@gmail.com。 

五、 收據如需抬頭以及統一編號，請一併註明。 

六、 如有費用問題事宜，歡迎來信洽詢。

mailto:ateroffice@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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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審查及文責 

一、 本刊發表的文稿均安排雙向匿名學術審查，稿件隨到隨

審，通過後即安排儘速刊登。本刊提供社會各界教育評論

之平台，所有刊登文稿均不另致稿酬。本刊發表的評論，

屬於作者自己的觀點，不代表本刊立場。 

二、 請勿一稿多投（同時投至兩種以上刊物，或文稿已於其他

刊物發表，卻又投至本刊者）。凡一稿多投者，一律不予

刊登。 

三、 請勿抄襲或侵犯他人著作權。凡涉及著作權或言論責任糾

紛者，悉由作者自負法律責任。 

陸、 文稿刊載及公開展示授權同意書 

投 稿 本 刊 經 由 審 查 同 意 刊 載 者 ， 請 由 本 學 會 網 站

(http://www.ater.org.tw/)或各期刊物下載填寫「臺灣教育評論月刊文稿

刊載授權書、公開展示授權同意書」，寄送下列地址： 

40601 臺中市北屯區廍子路 666 號 

中臺科技大學校長室【臺灣教育評論會】 

莊雅惠 助理收 

柒、 投稿及其它連絡  

投稿或相關事項聯繫請Email至ateroffice@gmail.com【臺灣教育評

論學會】。

備註：臺灣教育評論月刊稿約內容將自 2016年 1月 1日起更動，

詳見如附網址 http://www.ater.org.tw/sheetdownload.html

（09.臺灣教育評論月刊_稿約說明） 

http://www.ater.org.tw/sheetdownload.html（09
http://www.ater.org.tw/sheetdownload.html（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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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教育評論月刊第五卷第一期

評論主題背景及撰稿重點說明 

一、本期主題 

「私校董事會與校務行政」 

二、截稿及發行日期 

截稿及發行日期：本刊第五卷第一期將於 2016 年 1 月 1 日發行，截稿

日為 2015 年 11 月 25 日。 

三、本期評論主題及撰稿重點說明 

私立學校是由學校法人向主管機關申請設置，其目的在私人興學 ，並

增加國民就學及公平選擇之機會。《私校法》第 29 條規定：董事會、董事長、

董事及監察人應依本法及捐助章程之規定行使職權，並應尊重校長依本法、

其他相關法令及契約賦予之職權。但實際上校長由董事會遴聘，校務主管由

校長遴聘，董事會的位階高於校務層級，常介入指揮校務運作，使得校長、

主管及教師不能以其專業進行校務發展，尤其是個別董事介入校務時，更給

校長及主管無所適從，帶來辦學的極大困擾。本期主題探討私校董事會與校

務行政的關係，探討的範圍可包含各級各類私校，分析董事會和校務行政的

定位、功能和運作，檢討其中的問題，提出改進方向，也可以提出值得參考

的案例，做為私校辦學的正向引導。 

 

 

第五卷第一期輪值主編 

黃政傑 

靜宜大學教育研究所講座教授 

成群豪 

華梵大學總務長、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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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教育評論月刊第五卷第二期

評論主題背景及撰稿重點說明 

一、本期主題 

「城鄉教育均衡發展」 

二、截稿及發行日期 

截稿及發行日期：本刊第五卷第二期將於 2016 年 2 月 1 日發行，截稿

日為 2015 年 12 月 25 日。 

三、本期評論主題及撰稿重點說明 

臺灣的面積不大，但城鄉教育差異卻頗大。城鄉，無論是在學校規模、

環境資源或是師資結構，都存在著一定差異。教育品質影響學生學習與人才

培育，因此，縮小城鄉教育差距，追求城鄉均衡發展達成教育機會均等與教

育公平，向來是政府單位與所有教育人員努力的方向。 

本期以「城鄉教育均衡發展」為主題，評論範圍可包括：(1)我國城鄉教

育差異的原因、現況與影響；(2)城鄉教育均衡發展的政策、推行方法或建議；

(3)國內外城鄉教育均衡發展的案例與評析。 

第五卷第二期 輪值主編 

王金國 

靜宜大學師資培育中心教授 

曾榮華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育學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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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教育評論月刊第四卷各期主題 
 

第四卷第一期：大學生的社會參與 

出版日期：2015 年 01 月 01 日 

 

第四卷第二期：中小學大校問題 

出版日期：2015 年 02 月 01 日 

 

第四卷第三期：大學流浪教師 

出版日期：2015 年 03 月 01 日 

 

第四卷第四期：關鍵五堂課 

出版日期：2015 年 04 月 01 日 

 

第四卷第五期：誰來評鑑教育部 

出版日期：2015 年 05 月 01 日 

 

第四卷第六期：中小學合格教師與代

課教師問題 

出版日期：2015 年 06 月 01 日 

第四卷第七期：學貸讀大學 

出版日期：2015 年 07 月 01 日 

 

第四卷第八期：教科書供應制度 

出版日期：2015 年 08 月 01 日 

 

第四卷第九期：高教產業化 

出版日期：2015 年 09 月 01 日 

 

第四卷第十期：大學規模與品質 

出版日期：2015 年 10 月 01 日 

 

第四卷第十一期：技職學術化 

出版日期：2015 年 11 月 01 日 

 

第四卷第十二期：親職教育問題 

出版日期：2015 年 12 月 0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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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稿刊載非專屬1授權書、公開展示授權同意書 
101年01月06日第1次編輯會議修正通過 

102年02月26日第1次臺評學會秘書處會議修正通過 

 

  本人（即撰稿人）於《臺灣教育評論月刊》發表之書面或數位形式文章。 

壹、立同意書人（以下簡稱「立書人」）謹此同意將本人著作之文稿全文資料，非專屬、無

償授權予臺灣教育評論學會做下述利用，以提升臺灣教育評論月刊研究產出之能見度與

使用率： 

一、將立書人之文稿摘要或全文，公開展示、重複刊載於臺灣教育評論學會之網頁。 

二、如立書人文稿接受刊載，同意以書面或是數位方式出版。 

三、進行數位化典藏、重製、透過網路公開傳輸，提供讀者基於個人非營利性質，合理

使用線上檢索、閱覽、下載、列印等資料庫銷售或提供服務之行為。 

四、為符合各資料庫之系統需求，並得進行格式之變更。 

五、將立書人之文稿授權於第三方資料庫系統，進行數位化典藏、重製、透過網路公開

傳輸、授權讀者線上檢索、閱覽、下載及列印等行為，且為符合各資料庫之系統需

求，得進行格式之變更。 

六、如上述資料庫業者所製作之衍生性產品涉及商業性使用時，立書人同意將衍生之權

利金全數捐贈臺灣教育評論學會會務及出版基金使用。 

貳、立書人保證本文稿為其所自行創作，有權為本同意書之各項授權，且授權著作未侵害任

何第三人之智慧財產權、隱私權之情事。若有任何第三人對立書人之作品或相關說明文

件主張侵害其權利或涉及侵權之爭議，立書人願自行擔負所有賠償及法律責任，與臺灣

教育評論學會無涉。本同意書為非專屬授權，立書人簽約對授權著作仍擁有著作權。 

此致   臺灣教育評論學會 

立同意書人(主要作者)姓名：                     （敬請親筆簽名
2
） 

所屬機構：□無   □有：                        

職    稱： 

身分證統一編號： 

電話號碼（公/私/手機）：（  ）         /（  ）         / 

電子郵件信箱： 

戶籍地址：□□□   縣（市）  鄉（鎮市區）  村（里）  鄰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 

基於上述主要作者的簽署，他/她代表其他共同作者（如有）謹此聲明： 

一、擁有代表其他共同作者的權利簽署本授權同意書。 

二、本文稿的作者（或作者們）及專利權持有者。 

三、保證文稿不會導致臺灣教育評論學會牽涉或承受任何因違反版權或專利權的法律訴訟、追討或

索償。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1 非專屬授權：係指作者將上列著作之著作財產權之部分權利非獨家授權臺評月刊。本刊物所採取的是「非專屬授權」，以保障作者對上

列著作之著作權及衍生著作權。 
2 為避免授權爭議，敬請作者填寫本文件，並於姓名處以親筆簽名後，以下列方式提供授權書。(1)傳真，傳真號碼：(04)2239-5751(請註明

莊雅惠助理收)。(2)掃描或攝影，電郵地址：ateroffice@gmail.com。(3)郵寄：40601 臺中市北屯區廍子路 666號中臺科技大學校長室[臺

灣教育評論學會]莊雅惠助理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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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教育評論學會】會員入會說明 

    本會經內政部中華民國九十九年十月二日臺內社字第 

1000008763 號函准予立案，茲公開徵求會員。 

壹、 臺評學會宗旨 

    本會依法成立、非以營利為目的的社會團體，以從事教育政策與實

務之評析、研究與建言，提升本領域之學術地位為宗旨。本會任務如

下： 

一、 從事教育政策與實務評論之學術研究。 

二、 辦理教育政策與實務評論之座談及研討。 

三、 發表教育政策與實務評論，提供改革之建言。 

四、 建立教育政策與實務評論之對話平臺。 

貳、 臺評學會入會資格 

一、 個人會員：凡贊同本會宗旨、年滿二十歲、填具入會申請

書，並繳交會費後，經理事會通過後為個人會員。 

二、 贊助會員：長期贊助本會工作之個人。 

參、 會費繳交標準： 

一、 入會費：個人會員新臺幣壹仟元。第一年僅須繳入會費，

免常年會費。 

二、 常年會費：個人會員新臺幣壹仟元。個人會員一次達壹萬

元以上者，得永久保有本會會員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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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入會及繳交會費方式 

一、 入會申請：請填寫入會申請書， 入會申請書可至本會網站

下載 (http://www.ater.org.tw/) 

1. 郵寄：40601臺中市北屯區廍子路 666號 中臺科技大學

校長室【臺灣教育評論學會】莊雅惠 助理收 

2. 傳真：（04）2239-5751（請註明莊雅惠助理收） 

3. 電郵 ： ateroffice@gmail.com （主旨請寫：「申請加入臺

評學會」）。 

二、 會費繳交方式： 

1. 匯款：局號 0001222  帳號 0571072    

戶名：臺灣教育評論學會 李隆盛 

2. 轉帳：中華郵政代號 700  帳號 0001222-0571072 

伍、臺評學會連繫資訊 

電郵：ateroffice@gmail.com  

電話：(04)2239-1647轉 2007 傳真：(04)2239-5751 

會址：40601臺中市北屯區廍子路 666號 

      中臺科技大學校長室【臺灣教育評論學會】

 

http://www.ater.org.tw/)
mailto:電郵：ateroffice@gmail.com
mailto:電郵：ateroffice@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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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教育評論學會】會員入會申請書 

申請類別 
□常年會員             

□永久會員（單次繳交會費達一萬元以上者，得永久保有本會會員資格） 

姓    名  出生年月日 西元    年  月  日 

性    別  身份證字號  

學    歷  畢業學校系所  

現    職  

經    歷  

學術專長  

戶籍地址 □□□ 

通訊地址 □□□ 

電    話 
公： 手機  

宅： E-mail  

入會管道 

(可複選) 

□師長推薦與介紹：推薦人                

□參加本學會活動(如：本學會年會、論壇)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 

繳交金額 

□常年會費：1,000元 x              年=             元 

□永久會費：            元（單次繳交會費達一萬元以上者，得永久保有本會會員資格） 

(自民國     年     月至民國     年     月止，共     年) 

繳費方式 

□匯款 

 局號：0001222    帳號：0571072    戶名：臺灣教育評論學會 李隆盛 

□轉帳 

 中華郵政代號：700    帳號：0001222 0571072 

收     據 

收據抬頭*：                  統一編號： 

(*若不需繕寫收據抬頭，此處請填入：「免填」) 

會籍登錄 

（此欄由本會填寫） 

會籍別 起訖時間 會員證號碼 

□常年會員 

□永久會員 

自       年       月 

至       年       月 

 

申請人：                                                                （簽章）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填寫本表後，請採以下任一方式繳回本會，謝謝您! 

(1) 郵寄：40601 臺中市北屯區廍子路 666號 中臺科技大學校長室 莊雅惠小姐收 

(2)  傳真：(04) 2239-5751(請註明莊雅惠小姐收) 

(3)  電郵：ateroffice@gmail.com  (主旨請寫：「申請加入臺評學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