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淺談小學生的家庭責任－從家庭內向下紮根 

撰文：提拉米蘇老師 

 

「快一點，補習快來不及了」、「吃完飯，就去練琴」、「這個不用你／妳來

做，你／妳只需要把書念好就好」，這些愛子心切的話聽起來，是否很熟悉呢？

現代社會競爭、少子化，孩子成為家長們心中的寶貝、甚至可能成為家長未實

現夢想的寄託。現代家長是否可能過度呵護，而養成孩子依賴、缺乏責任感，

以及「茶來張口、飯來伸手」的生活態度呢？俗話說：「寵豬舉灶，寵兒不孝」，

要如何避免此類狀況的發生，可以從家庭內做起，一點一滴培養孩子的家庭責

任感。 

家庭責任從小教起 

現代的「新孝道」不斷在演進，孝不等於順，更重要的是家庭責任感，培

養責任感需要依照身心發展：從孩子年幼時開始教導應有的態度與職責，這就

是「子職教育」。家長需要身體力行示範，並且教導孩子瞭解自己的身份角色規

範，尊敬長輩、分擔家庭責任與義務；而小學階段的責任，主要為體貼陪伴家

人、與家人溝通分享、配合分擔家務、以及自制回饋等。在引導的過程中，可

從情感、認知與行爲三方面著手，來學習實踐家庭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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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從情感出發營造正向親子關係 

從心理學依附理論的觀點，嬰幼兒需要與主要照顧者有親密的關係，才能

發展心理和人際的安全感。嬰兒出生是以自我為中心，當有感受到「無條件的

愛」、體驗到被同理包容，更能發展獨立、健全的人格。所以家長需要以一種關

懷、尊重的態度，營造正向的親子關係，提供一個「溫暖有愛」的家庭。 

現代化社會的新孝道觀念，以家庭情感的身教示範為基礎，尊重個人表達

方式，來取代權威要求孩子順從的傳統孝道。家長對上一代可以主動與長輩溝

通、聽聽他／她們的煩惱或想法，表達對尊長的關心與感謝，並且分享自己情

感；對下一代孩子，可多嘗試理解他／她們的感受、肯定他／她們勇於表達自

己的意見與需求，並且對他／她們展現適切的關愛，孩子潛移默化受到家長的

影響，學習模仿表達情感的方式與技巧，慢慢地全家就懂得體貼陪伴家人與彼

此溝通交流。 

（二）從認知著手理解子女職責 

小學的發展階段，開始可以對具體存在的事務，進行合乎邏輯性的思考，

家長耐心教導孩子認識家庭的意義、價值和功能；教導學習與家人健康相處的

知識與技巧，以增進對家庭的認同感；進一步引導認識為人子女的角色職責，

思考那些行為、那些事務，可以做、有能力做，例如，放學回家先問安、洗手、

主動複習功課、分享生活情況、出門告訴家長行蹤等負責自制的行為。 

在引導孩子參與家務的過程，孩子可能不想、不願意做，例如，找理由推

拖、不想洗碗、不願意倒垃圾，家長可以用溫柔而堅定的態度，引導孩子思考

家務的意義、配合家庭的經營須求、遵守家庭的規範，完成份內的工作，例如，

完成當天收拾垃圾，半夜就不會有可怕的蟑螂亂飛；孩子就能夠理解從事家務，

是他／她們對家庭的貢獻，並且是有能力付出的，進而養成負責任的心態。 

（三）從行動實踐家務分工合作 

社會學習理論認為人類的行為，大部分是經過學習而來，打從出生起，就

在不知不覺中，學習模仿他人的行為，隨著年齡的增長，形成對己、對人、對

世界一切事物的看法。孩子會從觀察、嘗試到做中學，因此，家長的身教更甚

於言教；家長要以一致的教養態度，把握適當的時機，規範孩子參與家務，以



3 

 

實際行動示範分工合作、與孩子一起進行家務，完成共同的目標。 

家長除了情感上的支持、認知上的理解，更需要透過實際示範作為，才能

為家庭帶來正向的能量。肯定孩子日常生活的正向行為，例如，主動幫忙拖地、

整理桌面，培養規律作息等；鼓勵孩子家務過程的努力，便能增強孩子行動意

願、持續良好的行為表現；透過家長的看見與肯定，孩子將持續以具體的行動

實踐家庭責任。 

好習慣、早養成、終身受益 

態度由情感、認知與行動三者構成，缺一不可，而良好的責任態度需要從

小培養，隨著父母日漸老化，子女日益成長，需要依不同階段不斷調整，更需

要家長的循循善誘，從早期的親子關係，奠定良好的基礎，從家庭內向下紮根，

建立孩子對於「子職教育」的正確觀念與行為；瞭解一個好的習慣，早期養成，

將終身受益，方能創造你好、我好，共好的家庭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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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代教養：祖帶孫的甘苦談 

撰文：曾慶玲老師 

根據「108 年臺灣祖孫互動」調查，結果顯示國人第一次當祖父母的年齡，

平均是 54.5 歲（胡世澤，2019 年 8 月 29 日）。也就是說以國人平均壽命約 80

歲來說，有 25年的祖父母生涯。在這長達三分之一的人生歲月，可能或多或少

都有協助或甚至代理教養孫子女的機會。 

隔代教養的定義可分廣義與狹義，廣義的定義包括三代同堂及家長仍協助教

養（如晚間家長、週末家長或假期家長等）。狹義的定義則是孫子女和祖父母一

起住，由祖父母負起照顧和教養責任，家長很少或根本沒有協助教養。本文以廣

義的定義進行探討。 

國內隔代教養的現況 

根據最新的人口及住宅普查資料（行政院主計總處，2021），國內隔代教養

家庭 109年有 103,517戶，增幅雖然有減緩，較 99年增加 1.9%，但是近 20年間

的增幅仍然十分驚人。而衛福部的委託調查，發現國內弱勢隔代教養家庭的主要

照顧者多數由祖母和外祖母擔任（許雅惠，2016）。以此推估一般的隔代教養家

庭的主要照顧者，應該是祖母或外祖母，而祖父或外祖父則為協助照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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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代教養的選擇 

隔代教養中西方皆有之，是由祖輩照顧孫子女的一種家庭模式。隔代教養可

能是不得不的情況，也可能是一種自主選擇，而我國隔代教養常見的原因為家長

離異或長期在外地工作、喪親、家長失業或入獄等（邱珍琬，2013、許雅惠，2016）。

現代祖父母認為自己的角色，以救火隊和教導者居多（胡世澤，2019年 8月29

日）。當面對無人照顧的孫子女，有些祖父母自願選擇承擔親職；有些則是被迫，

基於愛護晚輩的心，祖父母替代親職大概是不得已的選擇。 

教養子女的子女，再當一次家長的挑戰 

祖父母在原本可以悠閒享樂的人生階段，重新承擔主要教養責任，大多都會

面臨到角色轉換的問題，加上年老及體力的衰退，可能會面臨生、心理健康與社

會互動的挑戰等（陳燕慧等，2014）。例如擔心自己的身體狀況、教養孫子女力

不從心、因照顧孫子女造成壓力、憂鬱與焦慮，以及社交與時間的限制等困擾。 

如果是弱勢家庭，因為資源相對較少，多了孫子女要照顧，還要擔心家庭開

銷增加、教育能力和資源不足等問題（許雅惠，2016）。 

正向帶孫好處多 

（一）健康：在臺灣或歐洲針對祖孫教養的長期研究都發現，不論老人帶孫

前的身心健康狀況或社經背景如何，帶孫的祖父母（包含每日帶孫及偶爾帶孫者）

的健康及活動性都較沒有帶孫的老人好（Gessa et al., 2016；Ku et al., 2013）。 

（二）增進連結：除了健康的好處外，帶孫可以增進祖父母與父母輩及孫子

女輩的情感連結（陳富美，2018）。弱勢隔代教養家庭的祖父母也從照顧孫子女，

體會到孫輩的關愛、感覺生命有重心／寄託、感受到社會的關心等（許雅惠，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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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用社會資源，一起陪伴孩子成長！ 

有研究發現多元友善的社區資源能協助祖父母規劃帶孫活動，參與活動對於

孫子女的發展及祖父母的健康都有所助益（陳富美，2018）。隔代教養有其他協

助資源者，孩童生活適應較佳（邱珍琬，2013）。也就是說，如果能有資源支持，

尤其是社會資源的協助，阿公阿嬤顧孫，是有可能創造雙贏的，而不只是「拖老

命顧孫」。例如可以利用圖書館、親子館、公園等的社會資源，一邊帶孫一邊學

習；或是一起參加政府或民間機構提供免費或優惠的祖孫共玩共學課程活動，不

但有助於孫子女發展，也能讓祖父母提升教養知能。另外，參加活動時和其他家

庭交流，也可以發展出新的社會人際關係。 

但是，對於一些弱勢隔代家庭，年老的祖父母對於社會資源的了解與取得可

能相對不易。政府應該挹注更多資源提昇社會資源的可近性與可利用性，讓帶孫

的場域不侷限在家中。 

或許在高齡化及少子化的社會，透過政府及社會資源的支持，使得隔代教養

可以多些正向優勢，少些困擾！兼顧「活躍老化」與「兒少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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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柑國小健康中心 與您一起照顧寶貝的牙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