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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如萍

由「整合取向」建構家庭教育
推展策略

近年兒虐事件頻傳，包括家庭施暴及

教育機構不當管教等。有鑑於此，2019

年 3 月立法院三讀通過修正《兒童及少

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部分條文，期望加

快保障兒童安全及權利的程序，同時也從

社政及教育做起，由前端落實兒少保護。

《家庭教育法》修正案也於 2019 年 5 月

通過，透過寬列經費、提升專業人力等策

略，以期強化教育的預防性功能。依據行

政院的「家庭政策」之規劃，家庭教育以

「初級預防工作為主軸，強化跨領域資源

協同整合」，達成增進家庭功能，預防

家庭問題及危機產生之政策目標（行政

院，2015）。「整合取向」（ 

）的觀點是發展家庭教育推展

策略的關鍵，本文由分析家庭的發展趨勢

與需求，並提出執行策略之建議。

壹、臺灣家庭面臨的議題

隨著少子女化與高齡化的人口趨勢，

臺灣的家戶規模變小、家庭結構呈現出

「垂直化」發展  世代數變多、每一代人

數變少。家庭是否能繼續維繫其保護照

顧、教育、經濟支持等功能，引發社會各

界關注。臺灣家庭的變遷及面臨的挑戰，

婚姻關係不穩定及工作與家庭衝突，尤其

值得加以深入討論。

圖 1 臺灣家庭的變遷

資料來源 :林如萍，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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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婚姻關係不穩定
「結婚」是每個人生命發展歷程中，

所經歷最複雜及困難的轉變，人們進入婚

姻必須面對一連串的任務，以建立並增強

婚姻關係  林如萍，2001。然而，相較

於結婚率的逐年下降，臺灣的粗離婚率由

1992 年的千分之 14，至 2016 年增加至

千分之 229；進一步分析，離婚者以「結

婚未滿 5 年者」占 336％最多（內政部，

2017）。「結婚」只是一個開始，而「婚

姻」則是一個隨著時間不斷發展的動態歷

程。一項針對全臺民眾的調查發現：近半

數的女性對於「結婚後會更快樂」沒有信

心（林如萍，2010）。另一方面，「成為

父母」是人生發展階段的里程碑，更是家

庭發展的重要事件。生養孩子除了延續血

脈與親子依附情感的正向感受，也可能帶

來經濟負擔、生涯限制等代價，越來越多

的人沒有把握能做好父母的角色。東西方

研究皆發現：父母婚姻關係的好壞，攸關

孩子的福祉。若夫妻的婚姻關係良好，則

在孩子出生之後，彼此較能享受為人父母

的喜悅，相反地，如果在生育之前，夫妻

關係便出現問題，則育兒的處境就可能加

重原本已經存在的問題。

臺灣家庭的婚姻不穩定，以「結婚未

滿 5 年者」離婚比例較高的現象來看，顯

示出：新婚階段的夫妻適應問題及新手父

母育兒的壓力，二者值得關注。因此，除

了福利制度提供的育兒經濟支持，如何透

過家庭教育的婚姻教育及親職教育，協助

新手父母面對家庭建立期的挑戰、調適壓

力？實為關鍵。

二、雙工作家庭的處境
2018 年 男 性 勞 動 力 參 與 率 為

6724，女性為 5114；兩性勞參率差

距由 1997 年的 1780 縮小至 1621。

隨婦女就業比例增高，雙薪家庭的比例也

增加（行政院主計總處，2019）。工作

與家庭的相互影響，由「角色耗竭」的

概念出發，每個人都只有固定的時間與

精力，扮演多元角色時不免產生衝突與

壓 力（    

2000）。研究顯示：工作與家庭的多重

角色困境影響了個人的生活滿意度，尤其

是有年幼子女需要照顧時，工作與家庭之

間的衝突更為顯著（陸洛、黃茂丁、高旭

繁，2005）。工作與家庭衝突也可能影響

夫妻的互動，增加彼此的敵意行為、降低

相互支持或正向溝通，進而影響婚姻的滿

意 度（   2009 

   1997    

2013）

貳、 「婚姻與親職」 全國調查
分析

有鑑於前述臺灣家庭變遷的情境，人

們對於婚姻與親職的看法為何？面對婚姻

的不穩定、工作與家庭衝突的挑戰，有關

婚姻教育與親職教育的需求如何  2014 年

教育部委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進行了一項

「婚姻教育與親職教育需求」的全國調查

（林如萍，2014），針對年滿 20 歲以上

的民眾，以電腦輔助電話訪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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蒐集資料，有效樣本共計 2154 人（男性

1074 人、女性 1080 人），以下摘述該項

調查的重點結果。

一、民眾對婚姻與親子關係的態度
人們對於婚姻與親子關係的態度如

何？表 1 顯示：有超過七成的民眾認同

「『擁有好的婚姻』，是人生中最重要的

事之一」；再者，有高達八成五的民眾同

意「『成為好父母』，是人生中最重要的

事之一」。若以性別來看，男性較女性更

認同「『擁有好的婚姻』，是人生中最重

要的事之一」的看法。另一方面，多數民

眾同意「想成為一位『好父親』，要先做

一位『好丈夫』」。換言之，民眾也認同：

好的婚姻關係是育兒的基礎。整體來說，

臺灣民眾對於婚姻與親子關係的看法顯現

出：看重「為人父母」勝過「婚姻」的態度，

並且婚姻關係是育兒的基礎，夫妻應攜手

育兒。

表 1 民眾對婚姻與親子關係的態度（同意之百分比）(N = 2,154)

題項 全體 男 女

1「擁有好的婚姻」，是人生中最重要的事之一。 750 815 686 

2「成為好父母」，是人生中最重要的事之一。 842 847 836 

3 想成為一位「好父親」，要先做一位「好丈夫」。 821 831 811 

資料來源 :林如萍，2014

二、維繫婚姻關係的要素
有鑑於臺灣婚姻不穩定的現象，進

一步針對「影響婚姻的成功」的要素進行

探究。「要有好的婚姻，哪些因素是重要

的」？圖 2 的結果顯示：過半數的民眾認

為「彼此忠誠」、「穩定的經濟」、「共

同分擔家務」與「有屬於自己的住所」非

常重要，其次是「性關係美滿」、「有共

同的興趣」、「生養小孩」與「有共同信

仰」。綜整來看，民眾認為：要維繫幸福

婚姻，「婚姻忠誠的承諾」與「穩定的家

庭經濟」最為關鍵，並且，夫妻彼此共同

分擔家務工作亦是重要因素之一。值得注

意的是：僅有不到三成民眾認為「生養小

孩」是幸福婚姻的重要因素。據此觀之，

「生一個孩子，婚姻關係會變好」的傳統

說法，當今人們同意度並不高。整體來說，

臺灣民眾認為：對婚姻忠誠的「承諾」、

穩定的家庭經濟以及彼此共同分擔家務工

作，皆是影響婚姻的重要因素。

將前述的結果與美國   

（2014）的調查研究結果相比較，

可以發現：在雙工作家庭的情境下，「共

同分擔家務」成為影響夫妻關係的重要因

素，而「生養小孩」則儼然已不再是維繫

婚姻的關鍵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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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親職行為的評價與影響因素
人們對於自己「為人父母」的評價

及影響親職行為的因素為何？調查聚焦於

「家有 18 歲以下子女」的民眾 677，

進一步分析（表 2）。

圖 2 影響婚姻成功的要素（百分比）(N = 2,154)

資料來源 :林如萍，2014

　　　　性別 家庭發展階段

人數 
全體

677
父親

334
母親

297

家有學齡

前兒童

169

家有學齡

兒童

218

家有青少

年兒童

290題項  同意百分比 

對於親職表現之評價

您是一位「好父母」 6053 607 604 583 590 630

您的配偶是一位「好父母」 7442 813 667 779 701 755

剛成為父母親的時候，您已經

預備好要成為一位父  母  親
6261 627 625 580 633 648

為人父母的責任，讓您覺得壓

力很大
2374 2034 2738 249 221 243

影響親職行為的因素

工作責任 244 260 227 218 217 283

經濟問題 254 304 199 256 273 238

缺乏教養知識技能 242 205 283 224 278 228

配偶 119 115 122 96 121 131

其他家人的干擾 140 115 168 205 111 123

表 2  對於親職表現之評價、影響親職行為的因素、夫妻關係與教養  (N=677，家有 18

歲以下子女的民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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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親職表現與壓力

超過六成的家長自評是一位「好父

母」（6035），且認同「配偶是一位好

父母」（7442）。再者，6261 的父

母同意「剛成為父母親的時候，已經預備

好要成為一位父  母親」，2374 的父

母覺得「為人父母的責任，壓力很大」。

進一步就不同發展階段的家庭加以分析，

「家有學齡前兒童」的家長，對自己的認

同程度較低，預備成為父母的信心也較

低，並且親職壓力較大。整體而言，六成

父母覺得自己是「好父母」，並且肯定另

一半的親職角色，尤其是男性覺得妻子是

「好母親」，而家有學齡前兒童的家長有

四成覺得：自己並未預備好扮演父母的角

色，親職壓力則是母親大於父親。

（二）影響親職行為的因素

對於家有未成年子女的家長來說，影

響父母扮演親職角色的因素為何？「經濟

問題」為首、其次是「工作責任」、「缺

乏教養知識技能」，以及「其他家人的干

擾」。分別就父母親來看，父親認為「經

濟問題」最為關鍵，次之為：工作的影響、

缺乏教養知識技能；對母親來說，「缺乏

教養知識技能」是影響其親職行為的主要

困難，其次是「工作責任」與「經濟問

題」。處於家庭不同發展階段的父母，「經

濟問題」均為主要影響因素。家有學齡前

兒童之家庭，「其他家人的干擾」的影響

較大；家有學齡兒家庭則是「缺乏教養技

能」、家有青少年家庭為「工作責任」影

響。整體看來，「經濟問題」、「工作責任」

與「缺乏教養知識技能」為阻礙親職行為

之主要因素，影響父親或母親的因素存在

差異。並且，對不同發展階段的家庭來說，

影響親職行為的因素亦有不同。

四、婚姻與親子關係

（一）夫妻關係與教養行為

家有未成年子女的夫妻，教養子女

的情況為何？由表 2 來看：超過八成五

的夫妻表示會和配偶一起處理有關孩子的

問題，找出解決方法。但也有五成以上的

夫妻會因小孩的事（教養等）意見不合或

發生衝突；兩成的夫妻在處理孩子的問題

時，另一半會在一旁扯後腿。父親、母親

分別來看，兩者的情況相近。就家有不同

年齡階段子女的夫妻來看，家有青少年

夫妻關係與教養行為

您和配偶因為小孩的事  教養 
意見不合或發生衝突

521 522 519 521 505 532

您在處理孩子的問題時，配偶

會在一旁扯後腿
207 203 212 171 185 249

您和配偶會一起處理有關孩子

的問題，找出解決方法
860 853 867 914 845 835

為人父母的親職責任影響工作 445 409 486 475 415 451

資料來源 :林如萍，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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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因教養意見不和或發生衝突」的比

例最高（532），在「處理孩子的問題

時，配偶會在一旁扯後腿」的比例也最高

（249），而「和配偶會一起處理有關

孩子的問題，找出解決的方法」相對較低。

另一方面，近半數的夫妻覺得「為人父母

的親職責任會影響工作」。以性別來看，

女性所面臨的工作與親職角色衝突，高於

男性；對家有學齡前兒童的家庭，「為人

父母的親職責任會影響工作」的比例最高

（475）。

整體看來，臺灣家庭中夫妻因教養子

女出現意見不合或發生衝突的情況十分普

遍；當孩子處於青少年階段，夫妻因親職

而產生的衝突較多。再者，雖多數夫妻表

示：會一同處理有關孩子的問題，並找出

解決方法，但也有兩成的夫妻會出現干擾

配偶教養孩子的行為。

（二） 婚姻關係、親子關係與個人的生活

福祉

夫妻的婚姻關係與親子關係二者之間

的關聯性為何？婚姻、親職行為、親子關

係與個人的生活滿意有關嗎？聚焦於已婚

且至少有一個 18 歲以下子女的民眾，進

一步分析：婚姻、親職與個人生活滿意的

關聯性。相關分析的結果發現  婚姻關係

越滿意、夫妻彼此支持的親職行為越多、

親子關係越好、個人的生活滿意越佳。就

性別的效果加以分析，則發現：不論男女、

婚姻滿意、夫妻共同的親職行為、親子關

係與生活滿意皆呈現顯著的正相關。尤其

是對男性來說，親子關係與婚姻關係的相

關性更為顯著，親子關係越佳、婚姻滿意

度越高  而對女性而言，個人生活滿意與

婚姻關係呈現高度相關，對婚姻關係的評

價越好，生活滿意度越高。

參、對於推動家庭教育的啟示

 提出的「2030—未來家庭想

像」指出：人口、出生率、移民、經濟、

勞動力參與等皆影響未來家庭的樣貌。

而除了強調：少子女、高齡、多樣婚育

行為的趨勢，也提出了幾項家庭發展的

前瞻趨勢，「工作與家庭衝突」即為其

一。 進一步提出對各國政策的建議

包括：支持年輕世代成家、親職與數位學

習，以及整合取向的政策發展作為。對應

來看，前述臺灣的調查分析，也呼應了

 對未來家庭的趨勢觀察與政策建議

方向。以下綜整前述，提出推展家庭教育

的執行策略建議。

一、 整合「婚姻教育」與「親職教育」，
推展「共親職」（）
傳統華人家庭以「父子軸」（親子關

係）為主，相較而言，西方家庭則以「夫

妻軸」（夫妻關係）為核心，此為東西方

家庭本質的差異。然而，在前述的調查結

果中，值得注意的是：多數民眾認同「要

做好父親，先做好丈夫」 好的婚姻關係

是育兒的基礎。進一步的分析也發現：

婚姻關係滿意、夫妻彼此支持的親職行越

多、親子關係越好、個人生活滿意越佳。

顯示出  婚姻關係與親子關係緊密關聯，

也呼應了：「穩定的婚姻關係是育兒的盤

石」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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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家庭中有五成以上的夫妻會因

教養意見不合或發生衝突；兩成的夫妻在

處理孩子的問題時，另一半會在一旁扯後

腿。「經濟問題」、「工作責任」及「缺

乏教養知識技能」是影響教養行為的關鍵

因素。近半數的父母面臨「親職責任」影

響工作，尤其是家有學齡前兒童的家庭，

而母親所面臨的工作與親職角色衝突更高

於父親。另一方面，就臺灣的現況來看：

結婚後的五年是婚姻最不穩定的時期。對

應於前述調查結果：「家有學齡前兒童」

的父母對自己的親職能力認同度較低，親

職壓力也較大。近年臺灣的婚姻研究結果

也指出，婚姻衝突的問題主要可歸為：夫

妻與長輩間相處與奉養、夫妻教養子女與

責任分擔，以及溝通表達、家務分工（高

旭繁、陸洛，2006）。整體來說：親職

與婚姻關係的困難，可能是互為因果的情

境。因此，家庭教育應考量：以「不同家

庭發展階段」之家庭需求為關注，將婚姻

及親職教育的學習內涵整合，協助人們學

習「為人父母」的同時，也了解夫妻之

間相互支持協力的重要性，進而透過：

支持婚姻關係的穩定，以「共親職」

 為策略，強化正向的教養行為。

「共親職」（）或稱之「親

職聯盟（ ）強調：父母

教養過程中的合作與支持，共親職的內涵

包括了：教養信念一致、理解與支持、家

務分工以及共同的家庭決策等四個核心元

素（，2003）。具體的來說，由「共

親職」的理念出發，強調的是：

1 夫妻雙方面對與孩子相關議題時，有一

致的教養信念。

2 夫妻肯定彼此的親職能力，承認並尊重

對方的貢獻，認同對方的決定，而非相互

批評、輕視、責備來抵制對方。

3 在育兒勞務和日常家務中，彼此協調責

任與任務分配。

4 父母作為家庭中有引導力量的角色，有

效化解衝突、建立家庭成員間的凝聚力。

以美國聯邦的健康與人類服務部

（      

  ）之兒童與家庭

行 政 局（    

 ）所執行的大型方案「支

持 健 康 婚 姻 計 畫（  

  ）」為例，該計畫

的理論基礎為：健康的婚姻關係能有效建

立共親職模式與提升夫妻個人福祉，進而

達成提升兒童及青少年福祉的終極目標。

因此，在教育策略上，便以家庭的需求為

考量，並非只侷限於親職教育內涵，而是

提供婚姻教育相關元素（如：夫妻溝通與

衝突處理、家庭壓力適應等），以達成計

畫目標。換言之，家庭教育的推展應以「統

整」取向，將「婚姻教育」與「親職教育」

此二項關鍵之家庭教育議題，依據家庭的

需求加以整合。

具體的策略，如  家庭教育法第十三

條明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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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和相關單位策劃家庭教育的學習活動

時，可將婚姻教育與親職教育一同思考，

除提供親子關係及教養相關知識外，亦提

供促進夫妻溝通互動與強化婚姻關係的相

關學習內容。再者，為強化親職教育的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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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2019 年的家庭教育修法也提出：責

承各級主管機關應將相關的家庭教育資源

與訊息，透過醫療機構、國民小學及戶政

機關，提供給辦理結婚登記、出生登記、

離婚登記的民眾，以及小一新生註冊的

家長。具體的策略可由整合的觀點，依據

「新婚家庭」、「家有新生兒」、「家有

學齡兒童」等不同的家庭發展階段之民眾

需求，如：新婚夫妻、新手父母及小一家

長等，由「共親職」的理念發展相關學習

資源，整合夫妻溝通與衝突處理、家庭壓

力適應、資源運用等知能，強化父母於教

養過程中的合作與相互支持。另一方面，

對於離婚登記且育有子女的民眾，「共親

職」的重點在於：不受婚姻關係結束影響，

彼此皆仍能持續扮演父母的角色，並且，

透過協商親職責任的共同分擔，減低子女

可能受到父母離異的衝擊，保障兒童的福

祉。此一策略則宜結合「家庭教育」與「福

利服務」，依據不同合作能力的離異父母，

提供支援與協助。

二、 家庭「政策」「教育」與「服務」
的協同合作
家庭「政策」、「教育」與「服務」

可說是支持家庭的金三角，「政策」，揭

示國家對家庭需求的具體回應，而「教育」

與「服務」像是緊密合作的雙手，支持著

家庭。「家庭教育」與「家庭服務」是支

持家庭的兩大主要策略，家庭教育是針對

所有「家庭成員」提供有關家庭生活知能

的教育，家庭服務以提供福利服務為主

（林如萍，2017）。行政院於 2015 年核

定發布「家庭政策」，明確揭示「強化家

庭教育與性別平權，促進家庭正向關係」

之政策目標，並提出「以初級預防家庭

教育工作為主軸，強化跨領域資源協同整

合」，以達成增進家庭功能，預防家庭問

題及危機產生等政策目標。據此，家庭教

育推展計畫之規畫以「教育預防」為本，

致力於：增進家庭功能，預防家庭問題及

危機產生，透過持續性、系統性的計畫規

劃以達成目標。

有鑒於家庭的發展日趨多樣化，政策

需具敏銳度與實用性，因此，完善部會分

工、建置跨部會協調與整合機制，聯合地

方政府以整合各種資源發揮整體效能，方

能回應變遷社會中家庭所面臨的問題與需

求。2019 年五月通過的「家庭教育法」修

正條文，重點包括了  提升各縣市家庭教

育中心之家庭教育、社工專業相關人力，

更揭示了資源整合的策略，將教育、文化、

衛生、社政、戶政、勞工、新聞、民政、

農政、消防、警政、環保、原住民族事務

等相關機關或單位納入共同推動家庭教育

的體系，以期暢通資訊，全面提供家庭教

育相關資源與服務。具體的策略作為  家

庭教育與福利服務的銜接，包括：對於經

社政機關評估有家庭教育需求者，得轉介

推展家庭教育之機關、機構、學校、法人

及團體，提供家庭教育課程、諮商或輔導

等服務。

進一步思考，依據前述調查發現：對

於家有未成年子女的家長來說，影響父母

扮演親職角色的因素，以「經濟問題」為

首、其次是「工作責任」、「缺乏教養知

識技能」。如何結合工作職場的資源推展

家庭教育  亦是亟需突破的策略作為。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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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支持家庭的金三角：政策、服務與教育

資料來源 :林如萍，2017

新加坡為例，2000 年提出「家庭生活教

育大使」（    ，

）計畫，鼓勵企業主擔任家庭生活教

育大使，與政府合作提供員工家庭教育的

學習活動，包括於午休等時間由政府補助

經費支援專業人員到職場提供家庭教育的

學習活動等。2005 年新加坡政府針對 56

個  計畫進行調查，七成的企業員工回

應：有關親職、夫妻互動等學習對個人與

家庭生活經營有所助益。迄今，「工作生

活的和諧」（ ）仍是

新加坡家庭政策的重要目標項目（ 

     

 2010）。以臺灣來說，因應少子女

的人口趨勢，除了「鼓勵生育」的經濟支

持與托育服務等福利政策，如何透過資源

連結，於職場中提供親職、婚姻等家庭教

育的學習機會資源，強化教養知能並協助

父母有效達成工作與家庭生活平衡，落實

「支持養育」的全面性政策作為。

三、  「易學可及」（ ）
發展數位學習策略，普及家庭
教育
2016 年教育部有關「數位媒體與家人

關係」的全國調查研究發現：使用  的

民眾當中，有超過七成五擁有家族社團；

使用臉書的民眾則是有四成五擁有家族社

團，可見，社群媒體已成為民眾與家人聯

繫的重要管道。值得注意的是：不分年齡

世代，有五成的民眾使用臉書搜尋婚姻、

家人相處的相關資訊，網路已成為民眾蒐

集家庭教育相關資訊的重要來源；而更有

超過七成的父母親會使用臉書來獲得教養

的資訊與支持（林如萍，2016）。

臺灣已進入全民皆「滑」的數位時

代，且影響家人、夫妻、親子等家人互

家庭政策的定位：

支持家庭發揮其「責任」成為「資源」，

使人們能於變遷社會的多元家庭中獲得最

大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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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關係。由「學習」的角度來看，在網路

上取得家人相處、夫妻互動、親職育兒等

相關資訊是數位時代的趨勢。因此，運用

及結合社群網站，發展數位之家庭教育學

習，落實「行動學習」與「無所不在學習」

（ ），並將數位學

習與現場的學習活動串聯，延伸學習成效

與應用，以「易學可及」（ ）

的策略，達成普及家庭教育的目標。

肆、結語

2003 年臺灣提出「家庭教育法」，

此一立法可說是世界創舉，吸引了英國

  跨海來臺採訪。有鑑於少子

女、高齡化等人口變遷，以及跨國婚姻等

家庭多樣發展的趨勢，教育部將 2013 年

訂為「家庭教育年」，並發布「推展家庭

教育中程計畫」、「推展高級中等以下學

校推動家庭教育整合計畫」 民國 102106

年 ，期望全面設置完成各縣市之家庭教

育中心，進一步健全組織功能，結合不同

推動體系之資源，提升家庭教育服務的質

與量。2017 年教育部提出「第二期推展家

庭教育中程計畫」 民國 107110 年 ，以

期強化與協同各級政府相關家庭教育資源

及推動策略，以發揮整體效能。而 2019

年的修法，則可視為是臺灣推展家庭教育

「回顧、前瞻、再出發」的契機。以「預

防」為本、「增能」（）為目標的

家庭教育是一個「3」計畫，當人們「覺

察」  家庭教育的重要性、方

才能「接受」 認同學習的必要

性，進而產生參與學習與實踐的「行動」

。「因為愛，我們學習；學習，

讓我們更相愛」，此一家庭教育的理念，

猶待持續耕耘。而以「需求」為本的家庭

教育「整合」作為，透過主動提供的服務

訊息，以及家庭教育數位學習資源等，提

升家庭教育的「易學可及」是關鍵的策

略。期望在「家庭政策」下，「家庭教育」

與「家庭服務」成為支持家庭的緊密合作

雙手。讓臺灣成為你我「安身立命的好所

在—   」。

( 本文作者為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人類發展與

家庭學系教授、家庭研究與發展中心主任 )

關鍵詞： 家庭教育、家庭政策、整合策略、

親職教育、婚姻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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