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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孩子雖然經父母而來，但不是歸父母所有；孩
子未來生活的世界不是父母所能想像的世界

割斷臍帶做大人：生理上的獨立以及心理情緒
上的獨立

父母最重要的角色是教養出獨立自主的孩子，
而不是鼓勵孩子依賴父母

紀伯倫：你們可以庇護孩子的身體，但不能禁
錮他們的靈魂。孩子的靈魂棲息於明日之屋，
那是你們在夢中也無法造訪之境。



家庭型態變遷

1.少子女化、人口老化、與單人家戶盛行，未來的家
戶 數量仍將持續上升，同時平均家庭規模則是下降。
至 2042 年平均戶 量將會低於 2.0 人。

2.未來家戶規模減少， 意味家庭的支持力量減低，因
而致使家庭應對風險的能力下降，不但可能增加貧窮
風險，薄弱的社會支持，必須透過政府與市場機制來
補強家庭功能。

3.未來家庭結構中，典型的核心家庭與主幹家庭，雖
然仍 居多數，但「夫婦兩人」、「單人」、「單親」
與「隔代」的家戶型 態，卻將明顯成長。

引自「我國家庭結構發展推計106年至115年」國家發
展委員會編印106年



家庭教育範疇

 一、親職教育：指增進父母或監護人了解應盡職責與教
養子女或被監護人知能之教育活動及服務。

 二、子職教育：指增進子女或被監護人對父母或監護人
應盡義務與應享權益之教育活動及服務。

 三、性別教育：指增進家人有關性別生理、情感、認知
與社會知能之教育活動及服務。

 四、婚姻教育：指增進婚前與婚後關係經營之教育活動
及服務。

 五、失親教育：指增進因故未能接受父母一方或雙方教
養之未成年子女，對家人關係維繫與家庭生活管理知能
之教育活動及服務。



家庭教育範疇（續）

 六、倫理教育：指增進家族成員相互尊重與關懷之教
育活動及服務。

 七、資源管理教育：指增進個人、家庭、社會之資源
運用與管理之教育活動及服務。

 八、多元文化教育：指增進家族成員對多元文化理解
及尊重之教育活動及服務。

 九、情緒教育：指增進家人互動之情緒覺察、表達與
管理之教育活動及服務。

 十、人口教育：指增進婚姻、生育及家庭價值之教育
宣導活動。



現代父母難為

出生率下降少子化突顯獨生子女適應問題

離婚率上升導致單親及隔代教養的壓力變大

經濟衰退，父母為生活奔波無法照顧孩子

核心家庭變多，缺乏家族支持力量

婚姻移民缺乏足夠的社會支持並承受教養壓力

科技化時代孩子受到網路資訊的影響程度大

社會快速變化導致親子間價值觀落差大

物質取向、消費文化盛行，孩子常感到經濟匱
乏或被剝奪



親職教育的目的
 父母具備兒童身心發展知識以促進兒童健全發展

 父母了解其行為對兒童的影響及職責角色的重要性，使父母表
現有效之管教行為

 父母具備解決親子問題的能力，並協助子女有效地解決問題，
使危機變轉機

 培養父母對子女的愛心，並接納子女，使子女在愛的教育中成
長

 培養父母表現冷靜、舒坦、輕鬆穩定的情緒與行為，使父母能
心平氣和地面對子女的各種行為，並理性加以解決與判斷

 促使父母學習管教子女及和子女有效溝通的方法

 促使父母協助子女成長及自我成長

 促使父母維繫良好的親子關係，避免子女行為問題的產生，促
進其身心的健康發展

引自郭靜晃著「親職教育理論與實務」揚智出版社，p336



抖音一響，父母白養？

 彰化教師林怡辰在臉書發文說，「抖音一響、父母白
養」，她指出以下現象：

 1、抖音音樂一下，全班幾乎都可以跟著順口溜

 2、簡體字錯誤

 3、網路交友

 4、不宜影片過量

 5、身體分際和不宜玩笑

 6、戒斷症狀：有孩子回家就回房看手機，吃飯也在房
間。家長如果要收起手機，小孩拚命、生氣、翻臉，
家長跟我說：我們全家都很怕他生氣。



台灣兒童電子產品使用情形

 Yang & Chang(2021)調查2164名幼兒發現台灣36
個月齡幼兒最常使用的電子產品為電視和智慧型
手機，僅約6.8%的幼兒從未使用過

男生顯著比女生花更多時間看電視，北部兒童接
觸電視以外電子產品的時間首於南部及中部的幼
兒

家庭社經地位越高，幼兒使用電子產檢的時間越
少

電子產聘對36月齡幼兒的發展(身體動作發展、
語言發展、注意力/執行功能、情緒發展）有負
面影響



台灣兒童電子產品原則

 美國小兒科醫學會最新建議：

 1歲半以下應全面禁用(如果是與遠方親友視訊例外）

 1歲半到2歲，如果是父母陪看高品質的影片並協助胎
們了解是可以接受的

 2歲到5歲：每天應限制在1個小時內，而且父母應全
程陪同，協助孩子了解內容及說明與真實世界的連結

 6歲以上的孩子，家長對使用的時間、內容都應有限
制，確保不會影響他們的正常活動及行為

 一起制定家庭「無電子產品」的時間及地點，不可使
用的時間(吃飯、開車‥)，好好的與孩子溝通網路世
界的安全與責任，以及教導如何與實體或虛擬世界的
他人交往

父母要以身作則；勿讓手機成為數位保
母



父母的教養方式

一般將父母的教養方式分為民主威信型（高關
懷高控制）、專制權威型（高控制低關懷）、
寬容放任型（高關懷低控制）、忽視冷漠型
（低關懷低控制）

父母並非對所有的孩子都會採取同樣的教養方
式父母的教養方式會隨著孩子的特質不同，對
於好養型的孩子父母可能比較民主

管教（discipline）：教導的過程，如果把管
教看成是一種教育形式，孩子就應該不會把管
教和威脅、屈辱或羞愧連結再一起



父母的教養方式

管教有兩個主要的功用：一是確保孩子有一個
一致、安全、受保障的環境，他們可以在其中
學到合理的規則、限制和罰則。二是培養孩子
的自律與自制

孩子的表現受到遺傳與環境的交互作用影響，
每一個孩子有獨特的氣質、才能與興趣，父母
需因材施教

孩子的發展階段不同，父母親所扮演的角色也
就不同所採取的教養方式也就不同，孩子小的
時候父母也會表現出比較多的控制



父母的角色

照顧者:孩子六歲之前

規範者:孩子六至十二歲

保護者/戰士：孩子十二歲至十八歲

精神導師：孩子十八歲以後

引自「父愛不缺席」一書



父母的樣態

 100分的完美父母

 孩子學習的楷模

 孩子生命中的貴人

 直升機父母

 割草機父母

 橡皮擦父母

 缺席的父母

 失功能的父母



父母的心態（mindset）

父母的教養方式會受到早年經驗的影響

你如何看待孩子（好養或磨娘精）也會影響你
的教養心態

正向教養：當父母親向孩子表現同理心、良好
的溝通技巧、有能力改變負面親職行為、欣賞
每一個孩子的獨特氣質、切合實際的目標

負面教養：父母親過於敏感、危機導向、過度
處罰、苛刻、貶抑、專橫、前後不一

有效管教要靠正面關係：孩子比較接受公平、
有同理心且尊重他們的大人所說的話，同理心
是其中的關鍵



你最想教養出甚麼樣的小孩？

 快樂

 有成就

 成績優異

 孝順

 聽話順從

 獨立自主

 負責任

 多才多藝

 節儉

 其他你所期待的特質與條件？



兒童發展：Erikson心理社會階
段

階段 目標

信任對不信任
經由對父母親的信任在世界上建立
基本的信任感

自主對羞恥與懷疑
建立自主及自我感來與父母親區別；
對自己的能力能自我控制或懷疑

進取對罪惡
在父母的限制內建立一種進取感，
對情感需要不會產生罪惡感

勤勉對自卑
在學校內建立一種勤勉感，學習謀
生技巧而不會感到無力感或害怕失
敗





教養的迷思

完美主義:要求孩子盡力做到最好，不是第一就
是不好，造成孩子將個人價值與成敗混為一談

強力掌控：孩子的行為舉止都在父母控制中，
無法發展自我意志

過度保護:父母的不安全感與擔憂導致孩子失去
探索世界的信心

過多的「應該」「必須」：處處設限導致孩子
不敢嚐試與僵化

愛拿孩子與人比較

將個人的價值觀強加在孩子身上



親職教養原則
 花時間陪孩子，重質也重量，親子關係不只是用錢或物

質來衡量

 與孩子建立良好的關係，成為孩子生命中的貴人，孩子
越信任父母就不會受到外界環境的負面影響

 負起父母該負的責任，也讓孩子負起他應負的責任

 了解孩子的特質與行為背後的動機，不要只看到他表面
的樣子，而是看到行為背後是否希望得到關愛、權力、
自主

 當父母越壓抑孩子，越權威時，孩子可能也就越叛逆

 瞭解「阻抗作用」：人不喜歡個人的自由意志被控制，
因此你越叫他做的事他越不想做，你越限制他的事他越
想做



親職教養原則

 建立家規，從日常生活中訓練孩子的能力與禮節。

 幫助孩子發展基本能力，多參與各種活動以發現自己的
潛能。

 培養孩子善惡分明的觀念。

 對孩子充滿信心與關愛，提升其自尊與成就動機。

 尊重孩子的選擇，培養其自我決定的能力及為自己的行
為負責之態度。

 培養孩子的挫折容忍力，切勿有求必應。

 教導社交技巧，學習與人相處的方式，建立良好的人際
關係且應避免同儕團體的不良影響。



培養孩子的自律

 不要讓孩子要什麼有什麼，有求必應對孩子並非好事

 讓孩子學會等待（先別急著吃棉花糖）

 自律的前提在於人們同意這些生活規則乃出於自主，並
負起相關的責任

 運用自然與邏輯的後果，讓孩子學會他們的行為或選擇
是他們自己掌控的

 和孩子一起訂出規則、目標與罰則

 界定並說明需要矯正的行為

 思考問題行為的可能解決方法

 和孩子說清楚他們可以選擇採用何種改正辦法以及每一
種選擇可能導致的不同結果



品格教育怎麼教
榜樣：以身作則

解釋：不能靠灌輸、與學生真誠對話

勸勉：從感情激勵學生的良善動機

環境：創造尊重與合作的環境

體驗：透過活動參與，體驗反思



美德與性格優勢Seligman

美德 性格優勢要素 定義

智慧 創造力 以創新與創造的思維模式來概念
化、並完成創作

好奇心 對當下的體驗本身保持高度興趣

洞察力 能用所有面向來思考及檢視事務

熱愛學習 愛好獲取新技巧、滿足好奇心、
求知、探索新知

有見地 對世界觀有獨到的見解

勇氣 勇敢 不會受限於威脅、挑釁與困難

堅毅 無視障礙、堅持到底的能力

正直 對誠實與強烈道德感的堅持

活力 強力、旺盛與積極的狀態



人道 愛 對事情保持高度興趣與愉悅

仁慈 親切、慷慨與體貼

社會智力 能覺察自己與他人的動機與
情感

正義 公民意識 有團隊精神且表現良好

公平 不偏狹或歧視且無私、公平
的對待

領導力 組織團體活動、並全盤掌握
的能力



親師合作

親師合作的合作的好處：

對孩子而言：減少分離焦慮增加在學校環
境的安全感；增加孩子的自我價值

對父母而言：對遭遇照顧及管教問題的父
母提供支持、獲得教養子女的知識技巧

對老師而言：老師更了解孩子且能更有效
地與孩子相處、增加教師的效能感及投入

親師合作過程中可能會出現一些困難與阻
礙，你認為可能的問題有那些？引自郭靜晃著「親職教育

理論與實務」揚智出版社，p１６６－１６７



建立信任關係的溝通技巧

 誠實：避免使用欺騙或詭計；要清晰、客觀、直接

 避免情緒化：控制好情緒，你的訊息才能被聽到

 同理心

 自主性：給對方選擇權；阻抗作用

 傾聽：多聽少說；若能維持對方與自己的說話量3:1最好；
至少做到2:1

 回映：仔細傾聽對方所說的內容，並把最重要的重點回映出
來



結語
從成功學到失敗學:沒有失敗，我們就學不到任

何東西；不斷地追求成功會產生嚴重的僵化

孩子不是要贏在起跑點，而是要有跑完全程的
毅力

父母最重要的角色是教養出獨立自主的孩子，
而不是鼓勵孩子依賴父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