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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國內高齡人口逐年攀升，教育部目前已於全國鄉鎮市區設有

306所樂齡學習中心，並結合大學校院辦理101所樂齡大學，提供社區高

齡者在地化的學習課程及活動。	

為提供全國樂齡學習中心及相關單位系統化高齡教學教材及教案，

教育部自95年起，陸續委託專業團體研編出版適性的高齡學習教材及教

案，以協助相關單位人員具備推動高齡教育的專業知能。教育部編印之

高齡教育叢書，係由最基礎的高齡心理到高齡人力運用及生命教育，以

完整性協助教導高齡者基礎生活的知能。

另為精進全國樂齡學習中心營運之專業能力，歷年來教育部已編印

「高齡學習方案企劃師訓練手冊」及樂齡學習中心創意教案、工作手冊

等，並陸續出版樂齡運動休閒保健手冊、樂齡ing等故事集，總計編撰

近25冊樂齡學習專業教材，均上傳教育部樂齡學習網，提供民眾閱覽。

本9冊系列教材為98年委請國立中正大學編撰之首套樂齡學習專業

教材，此套教材問世後，因內容吻合社會發展脈動幅度，而獲得不少關

注和擴充運用。隨著時間的遞移，本套樂齡學習專業教材已屬早期出版

品，許多數據、法規及政府組織均有變動，今教育部係委請該校重新編

修。

基於國人年老時，所需要的不只是健全的福利體系及完善的醫療設

備，尚需考量因應家庭空巢期、兒女結婚、家庭新成員的誕生、老年婚

姻及退休生活等衍生之議題，本次編修範圍含括「樂齡學習系列教材」

第1冊至第9冊（健康老化、高齡心理、經濟安全、退休準備、家庭代間

關係、社會參與、樂齡學習中心工作手冊、創意教案、志工手冊），企

盼藉由本系列叢書重修及發行，協助全國樂齡學習推動單位運用及推

廣，讓國內長者晚年的黃金歲月更燦爛豐富。

教育部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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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者 序

教育部於民國95年11月公布「邁向高齡社會老人教育政策白皮書	

」，強調終身學習、健康快樂、自主尊嚴，以及社會參與。白皮書宣示

了政府對於人口高齡化趨勢的積極回應，並於民國97年起推動於全國

368個鄉鎮市區設置樂齡學習資源中心（後改為樂齡學習中心），目前

已於全臺設置306所樂齡學習中心。樂齡學習中心的設置，代表政府重

視高齡教育與高齡者學習幸福的全球觀與執行力。

在過去的20餘年間，老人大學或長青學苑等相關機構，雖然提供了

樂齡族群許多學習機會，但始終缺乏一套完整的有關樂齡族群的教材，

可供教學者、推廣者和學習者共同使用。在老年人口增加快速的情況

下，老人大學等相關機構的經營策略，勢須隨著時代變遷而有所調整，

不論是課程的規劃與設計、講師的教學與安排，以及機構的行政管理與

行銷策略，都亟需發展出新的方式，以吸引更多的老人一同加入。

國立中正大學受教育部委託研編「樂齡學習系列教材」，這套叢書

的策劃、撰寫與出版，就是在前述的背景下，從學習需求的角度，希望

提供高齡學習或高齡教學在教材選擇上的一種參考。叢書的內容，包括

「社會參與」、「健康老化」、「高齡心理」、「經濟安全」、「退休

準備」及「家庭代間關係」等六大議題，探討的主題相當新穎並實用，

「社會參與」議題鼓勵樂齡族再次發揮自己的才能，如：「退休生活、

活出自我」、「二度就業、寶刀未老」、「奉獻自己、文化傳承」；

「健康老化」議題，有銀髮族最關切的健康保健，如：「如何讓自己維

持記憶力」、「不怕老年病來磨」等，其內容的設計有理論基礎、實務

操作表格、反思與提問，而在版面的編輯上，掌握簡單、實用、大字本

的原則，希望強化其推廣之效。手冊的使用對象為銀髮族、長青學苑、

社區大學為高齡者授課的老師及樂齡學習中心之實務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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叢書使用範圍可作為高齡者個人自主學習運用，也可以作為高齡教

學或小組討論的教材，當然一般社會人士如果想要在短時間內，瞭解高

齡相關議題，本系列叢書亦是非常適合的參考書。

本叢書初版能順利編輯完成，首先要感謝教育部大力支持，其次，

要感謝以黃錦山教授、陳毓璟副教授、李雅慧副教授為主之編輯撰稿

群，及高齡教育研究所研究生助理葉俊廷、許亞文、陸冠全等同學，所

組成的編輯團隊，針對書籍內容之定位、主題、風格、版式與文字，所

花費的時間與智慧。其次，要感謝本系胡夢鯨教授、蔡秀美副教授，在

每一次的編輯會議中，仔細審閱，並提供具體寶貴的建議，另外，總計

畫第一屆專任助理陳冠良博士負責聯絡協調、會議記錄、進度控制、統

整資料以及最後的美編排版之監督，讓本書第一版能順利發行。

初版發行後，廣受全國各樂齡學習中心經營團隊及相關機構的喜愛

與運用，很快就售罄，面臨再版的需求，再版針對樂齡學習的性別意識

之均衡性，從文字、圖片或活動設計上，略做修訂，修訂版本能順利完

成，要感謝執行團隊的李雅慧副教授、陳毓璟副教授及成人及繼續教育

學系博士班梁明皓、孫若馨，高齡者教育研究所盧婧宜與鄭喬瑋等同

學，一同合力完成修編工作。雖然經由團隊精密的合作分工，疏漏仍是

難免，期望讀者先進不吝指教，使後續的編輯出版，更臻完善。

魏惠娟		

教育部樂齡教育總輔導團總召集人

國立中正大學成人及繼續教育學系教授

國立中正大學高齡教育研究中心主任

2014年10月謹誌於嘉義民雄



5

Contents
目   錄

教育部序...................................................2

編者序.....................................................3

第一單元		家庭代間關係單元簡介.............................6

第二單元		變遷的家庭結構...................................8

第三單元		祖父母在家庭的重要性............................12

第四單元		成年子女的家庭角色..............................16

第五單元		老年父母與成年子女的互動與相處..................20

第六單元		老年父母與成年子女的衝突與問題解決的策略........23

第七單元		婆媳間關係與相處................................26

第八單元		現代祖父母在家庭的角色..........................29

第九單元		現代祖父母與孫子女的互動與相處..................32

第十單元		現代祖父母與孫子女的衝突與溝通策略..............35

第十一單元		隔代教養與策略................................38

第十二單元		認識家庭教育中心..............................41



Chapter 2

家庭結構的改變

第 二 單 元

6

				現代社會中，家庭結構產生了改變。如此的改變影響了家庭中的

代間關係，並帶來了挑戰。「家庭代間關係」主要是從現代祖父母的

角色出發，並分別討論現代祖父母與成年子女的關係，以及現代祖父

母與孫子女的關係。本篇包括3大部分，共分12個單元。本篇的架構

圖如下

▲ 「家庭代間關係」單元架構圖

Chapter 1

家庭代間關係單元簡介

第 一 單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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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手冊的使用對象為銀髮族、長青學苑及社區大學為高齡者授課

的老師、樂齡學習中心之實務工作者。主要將「家庭代間關係」分為

三部分，包含第一部份「現代祖父母的重要性」、第二部份為「現代

祖父母與成年子女的關係」及第三部份為「現代祖父母與孫子女的關

係」。每主題之下各有不同的主題單元，幫助讀者認識「家庭代間關

係」豐富的意涵及瞭解不同家庭角色之重要性。

				第一部份為「現代祖父母的重要性」，包括：第二單元「變遷的

家庭結構」及第三單元「祖父母在家庭的重要性」。

				第二部份為「現代祖父母與成年子女的關係」，包括：第四單元

「成年子女在家庭的角色」、第五單元「老年父母與成年子女的互動

與相處」、第六單元「老年父母與成年子女的衝突與問題解決的策

略」，以及第七單元「婆媳間關係與相處」。

	 	 	第三部份為「現代祖父母與孫子女的關係」，包括：第八單元

「現代祖父母在家庭的角色」、第九單元「現代祖父母與孫子女的互

動與相處」、第十單元「現代祖父母與孫子女的衝突與溝通策略」、

第十一單元「隔代教養與策略」，以及第十二單元「家庭教育中心的

簡介」。此外，關於單身高齡者在未來生活可能面臨的情境，可另外

參閱本樂齡系列教材中的「高齡心理」以及「健康老化」兩分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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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單元  家庭結構的改變

學習目標

   孝順的直樹，考量爸媽的年紀較大了，想要將他們從南部接到北部

來同住。但是直樹的爸媽卻婉拒了他們的建議，覺得他們比較喜歡住在

寧靜的鄉下，並且也有自己的親朋好友可以做伴。爸媽告訴直樹，只要

有空時能帶孫子女回來看看他們，他們就很高興了…

WHAT：家庭結構的改變？

				一般而言，小家庭(又稱核心家庭)指的是一對夫妻與未婚子女同住

的家庭；折衷家庭(又稱主幹家庭)，是由彼此有直系親屬關係的夫妻所

組成的家庭；大家庭(又稱聯合家庭)，是指由多個小家庭組合而成的家

庭，例如臺灣傳統三合院的家族居住型式，即屬於多代共處的大家庭。

在當代社會之中，隨著科技、經濟與醫療技術的進步等，家庭結構也產

生了許多的改變。例如，大家庭的形式轉變了，以前大多是三代同堂，

現在卻因為高齡化的影響，而有可能出現四代或五代共同居住的多世代

形式的大家庭了。

				另外，家庭結構的改變也包含有小家庭比例的提高，折衷家庭比例

的減少，以及單身及老夫妻同住的家庭比例明顯提高的趨勢等。除此之

外，近來也發現有愈來愈多的單親家庭以及隔代教養家庭的產生。以上

這些家庭結構的改變，都直接或間接地對現代人們的生活造成影響，導

致親情與世代之間的互動出現重要的質量上之變化。

Chapter 2

變遷的家庭結構

第 二 單 元

1.覺察變遷的家庭結構，以瞭解家庭結構的變遷趨勢。

2.瞭解家庭結構改變的原因及其轉變的因素。

3.因應家庭結構改變所帶來的挑戰，以瞭解世代間關係的轉變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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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為何家庭的形式與結構會產生以上的變化呢？以及這樣的

變化會如何影響親情與世代之間的關係呢?	綜合學者們的研究之後，

提出以下的三點原因：

一、壽命的延長與出生率的下降	

				根據調查指出，隨著醫藥科技的發達與經濟的迅速成長，人類壽

命逐漸延長，出生率亦下降。這樣的趨勢不但促使了小家庭結構的增

加與折衷家庭的減少。同時，也增加了四代或五代大家庭的出現，提

高了不同世代之間相處的機會。

					

二、婚姻狀態的改變	

				近年來臺灣婦女生育的年齡越來越晚。同時，離婚的情形，以及

未婚生子的比例也上升，有學者預估未來獨居與單親家庭的比例將逐

漸增加，這樣的現象也影響著家庭結構的改變。

三、世代間共同居住的意願改變 

				有研究指出，由於死亡率與生育率的下降，以及婚姻狀態的改變

，子女與父母同住的意願愈來愈低，同時父母想與子女同住的比例也

逐漸下降。因此，有越來越多的老年人選擇獨居或只與另一半同住，

家庭結構的轉變也受到此一因素的影響。

WHY：家庭結構產生改變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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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如何因應家庭結構的改變？

				現代社會之中，家庭結構產生了改變。同時，這樣的改變也使得

世代間的關係面臨了影響與挑戰。然而，儘管世代間的關係面臨一些

轉變，家人之間的相互依附且互惠的關係仍是不變的。究竟要如何因

應家庭結構的改變呢?您可以思考以下三個增進代間互動的概念：

一、珍惜與不同世代之間的親情				

				由於高齡化的影響，導致不同世代之間的相處機會增加了。然而

，隨著家庭形式的改變，包括折衷家庭的比例逐漸減少，以及小家庭

比例逐漸增加，卻使得祖父母與孫子女之間同住的可能性降低，因而

減少了祖孫間自然相處的機會。因此，現代祖父母應該要珍惜與不同

世代之間的親情互動。

您可以：主動邀約家庭旅遊或聚餐、把握不同世代見面的次數與機

會、與成年子女一起參加孫子女的畢業典禮或園遊會等。

二、轉換與成年子女互動的關係

				現代社會中，隨著小家庭結構的增加、婦女參與職場比例上升，

同時中年時期的子女在各方面的發展，包括事業與家庭，正是需要高

度精力投入的時候，老年父母與其成年子女的關係將有所轉變。較明

顯的轉變是，世代間自然的親子接觸與相互幫忙，將逐漸較少受到社

會的規範，而傾向家人之間的協議。成年子女與老年父母關係的較佳

發展，將是發展成為彼此的好朋友，是相互依附且互惠的成人對成人

的平等關係。

您可以：主動打電話關心家人、在家庭或工作上給予尊重和自由發揮

的空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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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閱讀

1.林歐貴英、林雅婷、黃月美、丁周平、楊佩真、戴禹心、李榮生、

		錢啟方	(譯)	(民96)。老年與家庭：理論與研究	(R.	Blieszner,	&

			V.	H.	Bedford)原著。臺北市:	五南。

2.中華民國家庭教育學會(民97)。人口結構改變與家庭教育。臺北市：

		師大書苑。

第
二
單
元 

變

遷

的

家

庭

結

構

三、轉換與孫子女互動的關係

				此外，隨著時代的改變，祖父母的角色也有所不同，他們不再扮

演著照顧孫子女的角色，而是扮演著旁觀的、從旁協助的角色。隨著

現代化的社會，以及祖父母的生命較往昔更為延長，有些學者即指出

，現代的祖父母有較高的自主性來選擇與孫子女相處的方式以及所扮

演的角色。另外，現代的祖父母也應能進一步瞭解子女以及孫子女所

處的時代。因此，現代的祖父母最重要的是具備正向的，且具彈性的

理解、學習以及個人發展的能力。

您可以：說故事給孫子女聽、當他表現好適時給予鼓勵、試著跟他聊

天如學校發生有趣的事、他有哪些好朋友和興趣，談話時盡量讚美多

於批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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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3

祖父母在家庭的重要性

第 三 單 元

學習目標

1.瞭解祖父母的發展，以體認為人祖父母是生命歷程中的重要階段。

2.瞭解祖父母在家庭中的功能，以認識祖父母在家庭中的重要性。

3.瞭解祖父母的類型，以尋找最適合自己的祖父母角色。

				其實「為人祖父母」是個人生命發展歷程中的重要階段之一。在

這個階段，隨著經驗與智慧的累積，祖父母成為孫子女生活當中的楷

模與典範，所以老張一點都不用擔心。不過，就個人發展而言，祖父

母此一角色，仍是一需要不斷地學習與成長的角色，因為祖父母與孫

子女雙方隨著時間，都持續地在成長與改變。就家庭而言，祖父母此

一角色，是一凝聚家庭成員之間情感的角色，因為他們可以做為孫子

女與父母兩代之間的溝通橋梁，並且提供他們最多的愛與支援。

WHAT：祖父母的發展歷程?

    電話那頭傳來小孫女出生的消息，老張心裡真是欣喜。因為家裡

多了一個小成員，可以想見未來的生活ㄧ定更熱鬧了。不過在欣喜之

餘，卻有ㄧ股淡淡的憂愁油然而生，因為想到自己即將成為家裡的老

ㄧ輩了，不知道以後自己這個「阿公」說話時有沒有人會聽。還有，

「阿公」在這個家裡是不是就變得不重要了呢? 並且，因為第一次當

阿公，究竟自己可以扮演怎樣的阿公呢? 老張開始有些煩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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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Y：祖父母在家庭中的功能？

				然而，剛成為祖父母的時候，就像老張一樣，難免會因為在家庭

中的位置不同了，而覺得有些失落，原因可能因為孫子女的出生，而

與兒女的溝通變少了，或者家中大小事情主要由成年子女們來決定而

不再是自己等等。然而，身為充滿經驗與智慧的祖父母，其實對家庭

成員們無論是在社會、情緒、認知等方面仍具有相當大的影響，而這

樣多元的影響使得祖父母角色在家庭中具備著多元的功能與支援。這

些功能主要包括:

一、 支援的功能

				主要是指祖父母能夠提供家庭成員，尤是提供孫子女們鼓勵、讚

美與協助。同時，在必要時也扮演協助成年子女們照顧孫子女的功能

。例如：協助接送孫子女上下學、適時的關心傾聽孫子女、當孫子女

表現好時給予適當的稱讚與鼓勵、教導人生的經驗。

二、 協調的功能

　　主要是指祖父母能夠扮演家庭成員們之間的溝通橋樑，尤其在孫

子女與其父母之間產生對立的時候，能適時的作為兩代之間的溝通協

調者。

　　例如：孫子經常上課遲到或沒寫功課而被父母斥責，這時可以先

安撫孫子的情緒，陪他出去走一走或到他房裡聊一聊。等情緒穩定之

後，祖父母可以試著傾聽孫子女的心聲或想法，進而提供建議，扮演

一個居中協調的角色。

三、資源提供的功能

				主要是因祖父母擁有著豐富的生命經驗、智慧與人際關係。因此

，往往能夠提供孫子女們更多的想法與建議，具備資源提供者的功能

。例如：教導人生的經驗，做孫子女的人生導師，當他們有困難時幫



HOW	 祖父母的角色的

					同時，根據調查指出，目前的祖父母有以下幾種的類型，可以

供初為人祖父母之參考。

一、 玩伴型的祖父母

				指祖父母扮演兒孫們的最佳玩伴，因此祖父母與兒孫的相處是一

種休閒活動。雙方的關係著重在相互獲得滿足感，而不是提供照顧的

角色。

二、 正式型的祖父母

				指祖父母所扮演的即是傳統社會上的祖父母角色。除了對孫子女

的關懷之外，有時也適時的提供照顧的角色，不過這類型的祖父母，

很清楚的瞭解祖父母與父母所扮演的角色有所不同，仍將主要教養的

責任交給孫子女的父母。

三、 遠距型的祖父母

				指祖父母與孫子女之間的相處是非固定時間，且短暫的，祖父母

通常在假日或特殊節日時出現。因此，這類型的祖父母多數是因與孫

子女之間居住得較遠所形成。不過，祖孫之間的相處著重在相處的品

延 伸 閱

Kornhaber,	 A.	 (2002).	 The	 grandparent	 guide:	 The	 definition	

guide	to	coping	with	the	challenges	of	modern	grandparenting.	

New	York:	Contemporary	Books.

Szinovacz,	M.	E.	(Ed.).	(1998).	Handbook	on	grandparenthood.	

Westport,	CT:	Greenwood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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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祖父母的角色的類型？

				同時，根據調查指出，目前的祖父母有以下幾種的類型，可以供

初為人祖父母之參考。

一、 玩伴型的祖父母

				指祖父母扮演兒孫們的最佳玩伴，因此祖父母與兒孫的相處是一

種休閒活動。雙方的關係著重在相互獲得滿足感，而不是提供照顧的

角色。

二、 正式型的祖父母

				指祖父母所扮演的即是傳統社會上的祖父母角色。除了對孫子女

的關懷之外，有時也適時的提供照顧的角色，不過這類型的祖父母，

很清楚的瞭解祖父母與父母所扮演的角色有所不同，仍將主要教養的

責任交給孫子女的父母。

助他、開導他、技藝傳承、與孫子女分享生活智慧和做人做事的道理

、傳承自己的人脈資源幫助廣結善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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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閱讀

三、遠距型的祖父母

				指祖父母與孫子女之間的相處是非固定時間，且短暫的，祖父母

通常在假日或特殊節日時出現。因此，這類型的祖父母多數是因與孫

子女之間居住得較遠所形成。不過，祖孫之間的相處著重在相處的品

質而不是頻率，因此若能有良好的互動，祖孫之間仍能維持的親密感。

四、保存家族智慧型的祖父母

				指祖父母，扮演著維護與保存家傳的技能與資源的權威者之角色

，因此這類型的祖父母通常對於孫子女的德行與責任感相當重視。

五、照顧型的祖父母

    指祖父母，扮演著照顧孫子女的角色，尤其在當他們的父母親因

工作而無法照顧子女時，祖父母扮演照顧者的角色。

1.林歐貴英、林雅婷、黃月美、丁周平、楊佩真、戴禹心、李榮生、

		錢啟方	(譯)	(民96)。老年與家庭：理論與研究	(R.	Blieszner,

			&	V.	H.	Bedford)原著。臺北市:	五南。

2.張月霞譯(民86)。老年人的家庭支持。臺北市：五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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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4

成年子女在家庭的角色

第 四 單 元

學習目標

1.瞭解三明治世代的意義，以理解三明治世代的處境。

2.瞭解三明治世代的角色，以認識三明治世代的責任與重要性。

3.瞭解如何協助三明治世代減輕壓力，以提供所需的支援。

WHAT：何謂三明治世代？

				友子的例子，就是典型的三明治世代。三明治世代這個名詞，是

近年來社會學家用來說明一群肩負著上有父母或公婆需要奉養，下有

小孩需要照顧的中世代(Middle-aged	generation)，因為他們夾在需

要照顧的兩代之間，因此被稱作「三明治世代」。

				三明治世代，通常是位在40至55歲之間的成年人，由於上有長輩

需要奉養，下有子女嗷嗷待哺，因此他們經常要試著能同時能滿足兩

個不同世代的需求，甚至要在兩者之間做選擇。有調查指出，扮演三

明治世代的角色，經常感受到很大的壓力、責任與疲憊，而其中的經

濟因素是他們最主要的壓力源。尤其對中年女性而言，更是最主要的

    友子的婆婆年紀漸大，近年身體欠佳，友子和老公決定帶婆婆與

他們同住可以就近照料，夫妻兩人除了要照料兩個還在上學的兒女

外，還需利用上班空餘的時間帶婆婆上醫院，照顧老人家；中年的他

們在職場上都擔任重要的職務，壓力不小，除了工作以外，婆婆的照

顧當然也是一肩扛起，幾個月以來，除了要照顧孩子，認真工作以

外，假日還需時常進出醫院。讓夫妻兩人感到身心俱疲，感覺就像是

陀螺一樣轉個不停，沒有自己時間，也沒有空閒可以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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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Y：三明治世代所扮演的角色？

三明治世代，因為他們在家庭中經常扮演著主要的照顧者角色，若加

上仍有自己的工作時，往往也遭遇到家庭與事業兩頭燒的情況。前述

的友子就是典型的三明治世代。隨著高齡社會的來臨，三明治世代將

面臨更多的挑戰，同時需要關注的是，奔波於需要照顧的兩代之間的

他們，卻是一群相對缺乏支持與協助的世代。

				三明治世代，往往身兼多重的角色，在家庭中他們除了是子女的

父母之外，也是老年父母的子女，這兩種角色在家庭中扮演著重要的

角色，因此也肩負著許多的壓力。

一、扮演子女的父母

　　就三明治世代而言，教養孩子，擔任父母親的角色，是他們的主

要生活重心。相對的，孩子教養同時也是三明治世代主要的壓力源之

一，需要花費更多的心力與時間。

二、成年子女的角色

　　三明治世代同時也扮演老年父母的子女的角色。在這個時期，成

年子女因為較年輕時更能客觀的看待父母，無論是他們的優點或缺點

都能夠接受，因此往往將父母視為無所不談的好朋友。同時，當父母

年老，甚至有病痛時，成年子女往往也是主要的照顧者，並且提供最

佳的情緒性支援。

				由此可知，三明治世代在家庭中扮演著許多的角色，尤其對中年

人而言，更是身兼數職，除了老、小一代的照顧之外，同時事業也更

是要兼顧，將如同前述的友子和先生一樣，是疲於奔命的一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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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三明治世代如何減輕壓力？

				三明治世代在家庭中扮演著重要並且是多重的角色，經常奔波於

各種角色之間，但是他們確實也是一群相對缺乏支持與照顧的世代。

以下提供幾點老年父母協助三明治世代的子女減輕壓力的建議：

一、照顧好自己最首要

　　三明治世代往往忙於滿足兩代的需求，有時忘了自己的需要。因

此，首先建議老年父母應要照顧好自己的身體健康，為自己的健康負

責，如此才能減輕子女的負擔。

二、保持良好的溝通習慣

				老年父母與成年子女若能開誠佈公的溝通，不但能清楚瞭解雙方

的需求，同時也將減少許多的誤會與壓力。

三、提供理財的規劃與建議

				經濟是三明治世代的主要壓力來源，老年父母可以提供過去的理

財規劃經驗，供成年子女們做參考。

四、鼓勵其他家庭成員共同分攤職責

				家中的大小事情若能加以分攤，將能減少許多的壓力，例如鼓勵

祖父母帶著孫子女一同處理家務，不僅能增進代間的交流，亦可減輕

三明治世代所需承受的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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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卓以定(民96)。三明治中年俱樂部。臺北市：遠流。

2.蔡心語、洪世民(譯)	(民98)。就做你自己：美麗新中年（原著：

			蘇．席蘭伯格）。臺北市：大好書屋。

3.洪瑩珍譯	(民96)。中年樂活－跨越人生的第二座高山（原著：高

			橋祥友）。臺北市：唐莊。

4.李建軍	(民97)。50歲完美生活方案。臺北市：鼎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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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5

第 五 單 元

老年父母與成年子女的

互動與相處

學習目標

1.認識老年父母與成年子女之間的關係，以瞭解老年父母所扮演的角

		色。

2.認識與成年子女之間的差異存在，以作為彼此相處與溝通的基礎。

3.認識與成年子女互動的建議，以提升雙方的互動與家庭的和樂。

WHAT：老年父母與成年子女之間的關係？

				其實老年父母與成年子女之間的關係是相當緊密的，是發展自幼

年時期與父母之間的依附關係而來。這樣的關係，隨著子女逐漸長大

還是不會減弱的，並且在子女成年時，雙方進一步形成互助互惠的關

係，尤其是情緒上的相互支持，不但使得彼此的關係更加緊密，更有

助於雙方自尊心的維持。

　　其實，當子女逐漸長大成人，並成為一個成熟與獨立的個體的時

候，父母與子女之間的連結關係，是逐漸由權威的、服從的「上對下

」的關係，轉變成平等且相互支持的「成人與成人」的關係。具體來

說，父母對待子女的方式，將由子女生命初期時父母所扮演的權威、

控制的角色，轉變成為成年子女的好朋友與諮詢者的角色。所以湘琴

的爸爸一點都不需要擔心，放開心胸接受「好朋友」的幫助吧!

   湘琴的爸爸今天要到醫院作健康檢查，因為家人都要上班，所以

也不好意思要家人帶他去醫院。不過孝順的湘琴早早就向公司請好假

了，想要親自帶爸爸上醫院。然而，湘琴爸爸聽到了，卻堅持不讓湘

琴請假，執意要自己坐公車過去。於是兩個人為了這件事情僵持了許

久。湘琴希望帶爸爸去，湘琴爸卻覺得給湘琴添了麻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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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Y：瞭解與成年子女之間的差異存在?

				在與成年子女發展「成人-成人」的關係之時，首先要能瞭解到

成年子女此時已經是一獨立、自主的成人有自己的想法與生活方式，

並且體認到與成年子女間的差異是存在。若能理解這樣的差異存在，

將有助於彼此的相處。整體而言，老年父母與成年子女之間因為本身

發展的階段以及成長背景的不同，而使得雙方有不同的處境以及不同

的想法。

一、發展階段的不同

				成年子女此時可能正是面臨事業的發展、婚姻生活的經營，以及

教養子女等的階段，而老年父母可能正值退休，以及身體狀況的改變

等的階段。雙方其實是處於不同的發展階段，有不同的身心狀況，同

時也有不同的發展任務需要處理及適應。

二、成長背景與生命經驗的不同

				老年父母與成年子女原本就是在不同的時代背景下成長，因此，

雙方有著不同的生命經驗，也造就了不同的觀念及想法。因此，若能

明白雙方生長環境的不同，將能有所體諒。

				若能體認到前述的差異，並能進一步的體諒，將有助於老年父母

與成年子女之間的理解與溝通!

HOW：要如何與成年子女互動？

在認識雙方的差異存在之後，以下提供幾點與成年子女互動的建議：

一.認識成年子女正面臨的發展議題與挑戰，並試著瞭解他們的想法。

				如前述成年子女此時可能正是忙於事業、婚姻生活以及教養子女

，甚至正扮演著三明治世代的角色等。試著瞭解彼此的處境與想法，

是好的互動與溝通的基礎。

您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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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閱讀

1.偶爾煮幾道自己的拿手好菜邀請子女回家一同聚餐。

2.主動打電話關心孫子女進而與自己的兒女寒喧問暖。

3.試著轉換輕鬆的話題或聊天的場所，如可主動邀約戶外踏青、登山

		或健行，不時轉換一下心情，有助於增進彼此的互動。

二、體認老年父母與成年子女之間的關係是互助互惠的。

				因此，大方的接受成年子女的協助，他們有困難時也才會適時的

提出來。並且，這樣的協助更是有助於他們認識老年。您可以：時時

抱著感恩的心，在過年過節大方接受子女的一番心意，不論是禮物或

是紅包，在親情之下都是無價，讓子女有機會表達自己的孝心。

三、在成年子女主動提出問題以及尋求協助之時，也能適時的提供經

    驗與建議。

				同時，當討論及我們老年父母自身的問題，例如飲食、生活習慣

等，老年父母也能清楚與適時的表達自身的意見。

您可以：

1.適時地清楚表達自己的需求與喜好(如飲食鹹淡或不喜歡吃肉類)，

		這樣子女比較不容易造成無所適從或誤解的情況，自己也能獲得較

		佳的生活品質。

2.面對子女尋求協助，如子女教養問題可以分享自己或朋友的育兒經

		驗，有助於幫助子女調適生活上的難題。

3.老年父母可以保持著一顆樂於溝通與傾聽的心，並避免過多的斥責

		與要求，如此將有助於塑造家庭裡快樂與關懷的氣氛。

1.	黃芳田（譯）	(民89)。可以這樣老去─航向老年國度，兩代結伴

同行（原著：Mary	Pipher）。臺北市，遠流。

2.	蔡錫能（譯）	(民95)。爸，我知道你其實很愛我：129位子女心中

的老爸（原著：提姆．羅斯）。臺北市：天下文化。

3.	邱珍琬	 (民95)。父親與母親的禮物：走出記憶拼圖。臺北市：達

人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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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6 老年父母與成年子女的衝

突與問題解決的策略

第 六 單 元

學習目標

WHAT：現代祖父母與成年子女衝突

1.認識產生衝突的原因，瞭解設身處地著想的重要性。

2.瞭解衝突產生時，應立即澄清問題。

3.認識衝突解決的策略，以有效改善兩方的關係。

				成年子女與老年父母之間是樂於相互地陪伴與相處的，彼此之間

在情感上的連結也很強。然而，兩代的相處有時候會因生活方式與成

長背景的不同，雙方生理與心理的差異，以及傳統的觀念與固定的溝

通模式等，而導致衝突的發生。

   剛上小學的小傑非常受到奶奶的疼愛，只要是小傑喜歡的食物或

是玩具，奶奶總是會買給他。雖然小傑的媽媽提醒婆婆很多次，也告

誡小傑不可以亂買東西，但是只要小傑開口，奶奶還是會盡量滿足

他。終於有一天，小傑為了買機器人而吵得天翻地覆，小傑的媽媽再

也受不了，對婆婆說:「媽! 小傑都是被你寵壞的，你這樣我真的很

難教小孩…」，並且告誡小傑，下次若再這樣，就不准到奶奶家。小

傑的奶奶聽了，心裡非常難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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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Y：現代祖父母與成年子女產生衝突的原因？

HOW：當發生衝突時有何解決的策略?

　　根據研究發現，成年子女與父母之間會產生衝突，最可能是因為

雙方對幼年子女的教養有不同的意見，例如祖父母對孫子女過於嬌寵

等。此外，引發衝突的議題也包括，老年父母的健康議題、居住安排

，以及雙方在生活型態上的差異等議題。有學者分析指出，兩代之間

缺乏站在彼此的立場思考是引起衝突的一大原因。因此，老年父母若

能將成年子女以「成人」來看待，視他們為獨立的個體，並尊重她們

的決定。成年子女也尊重父母，瞭解為人父母的用心。雙方學會彼此

協商，重新調整溝通模式，將能避免衝突的發生。

策略一：立即採取行動，澄清問題所在

				然而，若是衝突還是發生時，專家指出，首先最需要做的就是能

立即的澄清問題所在。以下提供幾個問題，以協助問題的澄清:	

1.首先瞭解此衝突是如何發生的?	導火事件為何?

2.若身為這個衝突事件的旁觀者，或者是當事人時，你的想法是甚麼?	

3.可以改善這個衝突事件的方法有哪些?	

4.這些辦法當中哪一個會是最好的?	

5.在必要時，詢問其他家庭成員的意見。

6.要怎麼引導此一衝突獲得解決與改善呢?	

策略二：直接面對面溝通，預防衝突的擴大

				當老年父母與成年子女之間的衝突發生時，要能有效地解決，除

了立即的澄清問題之外，其次需要的是雙方都能敞開心胸，並進行直

接的溝通。並且這樣的作法同時也能為孫子女們豎立良好的模範。具

體來說，解決衝突與溝通的具體作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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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盡快與成年子女們進行直接的溝通，並傾聽他們的想法與理由，需

		留意的是，不強迫他們接受建議。

2.瞭解與分析衝突發生的原因，包括是否因為教養觀念與方式的不同

		、生活型態與人格特質的差異，或者是態度上的差異等所引發的問

		題。並且留意不要任意批評成年子女的教養方式。

3.試著討論出雙方都能接受的解決方案。

4.必要時，雙方能進行定期的討論，並且瞭解改善的情況。

5.把握時機趕緊溝通與解決，避免衝突轉變成更重大的問題。

25

延伸閱讀

1.	呂寶靜（民89）。老人照顧	:	老人、家庭、正式服務。臺北市，

五南。

2.	鄭凱芸（民99）。談隔代教養者、成年子女與孫子女之三角關係。

家庭教育雙月刊，23，75-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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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7

婆媳間關係與相處

第 七 單 元

學習目標

WHAT：婆媳間的關係？

1.認識婆媳間的關係，以瞭解婆媳關係的轉變與衝突的產生。

2.認識婆媳衝突產生的原因，以瞭解婆媳問題的重要性。

3.認識婆媳相處的妙方，以學習快樂的婆媳相處之道。

				婆媳關係是一種透過婚姻形成的親屬關係。在家庭中，婆婆與媳

婦扮演著類似的角色，且兩者之間沒有經過長久的熟悉過程，要建立

彼此親密的情感關係實在很不容易。尤其在以往重男輕女的社會中，

婆媳問題不但普遍存在家庭中，自古以來更被視為家庭關係中最為困

難的一環。

				在過去傳統家庭中，婆媳關係可以說是「婆尊媳卑」，雙方是遵

循著上對下的服從關係，婆婆管媳婦，而媳婦也多半依循著規範與傳

統孝道而不敢違抗婆婆。但隨著社會變遷，婦女的地位提升，婆媳之

間的關係逐漸發展成以相互溝通與相互協助的平等關係。傳統的婆婆

在現代的社會中也逐漸面臨到衝擊。從傳統過渡到現代的當下，婆婆

若仍緊守婆婆角色的權威，而現在的媳婦也逐漸地想要擁有更多的自

主空間，婆媳之間的問題與衝突似乎有日漸明顯的趨勢。

    湘琴是ㄧ名職業婦女，平常除了上班之外，同時還有兩個上小學

的孩子要照顧，若遇到工作繁忙的時候，真的是蠟燭兩頭燒。但是非

常幸運的是，湘琴的婆婆也很體諒媳婦的職業婦女生活，在有空的時

候，就幫忙接孫子放學，陪他們寫寫功課，到公園玩。湘琴對於婆婆

的協助與體諒實在非常感激，因此平常也非常認真的孝敬婆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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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Y：婆媳間產生衝突的原因？

HOW：婆媳間相處的妙方？

				現代化的社會中，婆婆與媳婦各自面臨著很大的衝擊，同時也有

自己的苦衷。整體而言，婆媳衝突的原因可以歸納以下三項：

一、社會的變遷與時代的改變

				由於隨著女性參與教育、投入職場的比例提高，女性有高度的自

覺，同時兩性平等的提倡，促使了現代媳婦的地位提升，不再附屬於

家庭。相較於傳統的婆婆在她們當媳婦的年代裡，所扮演的角色是家

庭照顧者角色，並且必須以絕對服從的態度侍奉家裡的公婆。因此當

雙方依循標準、價值觀不一的情況下，衝突是很容易產生的。

二、家庭結構的轉變

				隨著以夫妻為主要的小家庭結構的比例增加，現代媳婦的權力已

較為提高。同時，媳婦也會想要有獨立、自主的生活，婆媳之間也難

免會有衝突出現。

三、觀念與生活習慣的差異

				婆媳衝突的主要因素在於雙方所處的時代背景不同，觀念與生活

習慣都有差異，例如家事的分工、養育孩子的方式等，婆婆的傳統觀

念容易與現代媳婦的想法有所衝突。

1.將媳婦或婆婆以好朋友來看待2.相互的體諒、尊重與信任3.積極傾

聽與溝通4.鼓勵先生或兒子多協助家務，減少婆媳之間的摩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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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閱讀

1.本土心理學研究室著(民90)。婆媳之間－自己人乎？外人乎？。

		臺北市：桂冠：。

2.趙梅姿(民87)。婆媳一家親。臺北市：婦女與生活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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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父母在家庭的角色

第 八 單 元

學習目標

WHAT：祖父母角色在家庭中的意義？

Chapter 8

1.瞭解祖父母角色在家庭中的意義。

2.認識祖父母在家庭中扮演的角色。

3.學習如何扮演成功的祖父母。

				祖父母有著豐富的人生閱歷與智慧，並且對於家庭過去以來的故

事是最為熟悉的，所以對於傳承家族的歷史與風範、凝聚家庭的團結

，以及協助孫子女的成長，都是祖父母們在家庭中重要的意義!	

				有學者指出，祖父母的權利可以包括:	

1.有權利擁有與孫子女相處的時間；

2.有權利被告知孫子女目前的狀況，無論是遭遇的困難或者是快樂的

		事情；

3.有權利參與孫子女成長過程當中的重要時刻；

4.有權利在孫子女的父母離婚時扮演照顧的角色。	

另外，擔任祖父母所需承擔的責任則包括以下四點:	

1.有責任瞭解關於照顧孫子女的相關知識；

2.有責任持續的學習以增進個人的成長；

   大雄帶著三歲的小孩，趁著假期從北部南下探望阿公。由於孩子

年紀小，也很少見到阿公，所以ㄧ看到阿公竟然躲到媽媽的身後。由

於少見面，阿公也不知道怎麼逗小孫子玩，一時之間，阿公心裡有ㄧ

點無助，不知道究竟該怎麼當阿公; 同時也有點難過，覺得自己老

了，沒有用了，小孫子才不跟他玩。因此，阿公很煩惱，究竟該怎麼

扮演阿公的角色呢? 是不是真的老了就沒有用了呢? 



祖父母在家庭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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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Y：祖父母可以扮演的角色？

家庭代間關係

HOW：如何扮演成功的祖父母？

3.有責任理解孫子女的感受與看事情的角度；

4.有責任善用休閒的時光。

				這些祖父母的權利與責任，相信可以提供阿公阿嬤對於扮演祖父

母此一角色有著初步的認識。

				綜合學者們的說法，祖父母可以扮演的角色有:	

ㄧ、歷史學家的角色

祖父母是最瞭解家族歷史與淵源的人，因此阿公阿嬤可以扮演一

個說歷史故事的角色喔，透過講述家族裡的歷史故事給小孫子聽，可

以讓孫子更認識你，也協助他們更認識自己。

二、老師的角色

祖父母總是給予孫子女們最包容的關愛，往往能讓孫子女們感受

到安全與信任，因此阿公阿嬤可以扮演一個老師的角色，除了傳遞知

識、技能以外，更能扮演小孫子在成長過程中的啟發與激勵的心靈指

導者角色!

三、老年楷模的角色

祖父母對家庭的參與與貢獻，能夠讓孫子女們對老年人有一個正

確的看法。因此，阿公阿嬤其實是小孫子的優良楷模，因為你以著實

際的行動來表示老年人的活力、健康與智慧象徵!	

				要如何在家庭中成功地扮演好祖父母的角色，學者提出了三個具

體的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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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閱讀

1.江亮演編	(民97)。婚姻與家庭。臺北市：雙葉書廊。

2.林憲正（譯）	(民87)。讓祖父母HIGH起來。臺北市：新苗。

3.	魏采如、蕭雲菁（譯）（民96）。跟著感覺走，就對了：塔莎老奶

奶的美好生活1（原作：塔莎．杜朵）。臺北市：三采。

4.	魏采如、蕭雲菁（譯）（民96）。跟著感覺走，就對了：塔莎老奶

奶的美好生活2（原作：塔莎．杜朵）。臺北市：三采。

5.	譚家瑜（譯）(民96)。心中的天使（原著：克里斯．魏德納）。臺

北市：天下雜誌。

ㄧ、專注的傾聽

祖父母若能仔細的聆聽，將更能瞭解孫子女們真正想表達的，同

時也能夠聽到自己心裡的聲音喔!	如此，將更有助於祖父母做出適當

的判斷與建議。

二、良好的瞭解

祖父母若能善用理解能力，無論是對於孫子女的行為以及家庭中

的大小事情，將能夠容易發現自己以往沒有想過的部份，並且能夠進

一步地做出對家庭具有意義的決定與建議。

三、適當的述說

祖父母若能適時的將其經驗傳達給孫子女們，往往能夠對事情提

出各種的建議與意見，以提供孫子女們參考；當然，同時也要留意，

在述說的過程中，如果過於武斷，將可能會影響彼此的溝通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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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9

第 九 單 元

現代祖父母與孫子女

的互動與相處

學習目標

WHAT：現代祖父母與孫子女之間的關係？

1.認識祖父母與祖孫之間的關係，瞭解彼此間關係的重要性。

2.瞭解與孫子女之間的差異，有助於祖孫之間的相處。

3.瞭解如何與孫子女相處，促進祖孫關係的經營。

				祖父母與孫子女之間最重要的是能夠提供相互的支援、愛與關懷

。同時，祖父母亦能夠傳遞傳統的價值觀，對孫子女來說將是最獨特

且重要的經驗。另一方面，孫子女也能提供屬於年輕世代的訊息與流

行的文化給祖父母。有調查指出，多數的成年孫子女們認為，在他們

的成長過程當中若少了祖父母的陪伴，將感覺生命中少了重要的部份

。由此可知，祖孫之間的關係是彼此信賴、分享，並且相互照顧的。

同時也有進一步的研究指出，祖父母與孫子女之間的互動關係，也將

深深影響著他們未來如何與他們的孫子女之間的互動。

WHY：與孫子女之間存在差異的原因？

				祖孫之間除了能夠提供相互的支援與愛以外，同時也需要瞭解兩

者之間其實有著很大的差異存在。若能瞭解這些差異，將更有助於彼

此的相處與互動。

   在唸小學的小薇最喜歡放學後就到爺爺奶奶家，爺爺奶奶就像她

最好的朋友，會聽她說學校發生的事情，也會ㄧ起到公園玩，一起念

故事書。如今，小薇長大了，必須到外地唸書，但還是盡量每個星期

抽空到爺爺奶奶家探望他們，跟爺爺奶奶一起散散步、聊聊天。在小

薇的心裡，爺爺奶奶是世界上最支持她的好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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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理、心理特質的差異

				祖孫之間有著不同的生理與心理特性，雙方的需求也會不同。例

如，相較之下年輕人會喜歡刺激的與速度較快的活動。因此，雙方互

動的時候，需要彼此的體諒。

二、價值觀念上的差異

				由於祖父母與孫子女的年齡差距平均近半個世紀，是分別處於不

同年代的人們，因此，兩者之間的價值觀念常有所不同。例如，年輕

人的次文化或時下的新科技往往是祖父母們較不熟悉的。

	

				雖然祖孫之間有著差異存在，然而也是因為這樣的差異，使得兩

者之間能夠相互分享以及提供支援。

HOW：現代祖父母與孫子女互動的建議？

33

				關於如何與孫子女互動，專家提出幾項的建議:	

一、清楚祖父母與父母的角色界線

				祖父母的角色主要是提供孫子女們愛與關懷，指引跟支持。然而

，主要的管教，還是應該交由他們的父母來負責與承擔。同時，祖父

母們對於成年子女的教養也應能保持信心。否則，與成年子女之間可

能容易產生教養觀念的不同而有所衝突。

二、體認祖父母角色對孫子女的重要

				孫子女們是非常熱愛他們的祖父母的。祖父母對孫子女來說，可

以是最好的朋友，也可以是老師，同時也可以是說歷史故事的專家。

因此，祖父母對孫子女來說是如此的重要。對於祖父母而言，瞭解祖

父母角色與父母角色的不同，並且多傾聽以及享受與孫子女之間的關

係是最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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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閱讀

三、留下專屬的時間給孫子女

				祖父母不需要擔心孫子女們會覺得無聊，他們有著想要瞭解與學

習祖父母的經驗與智慧的需求。同時，不同於父母的角色，祖父母具

備著某種「旁觀者」的角色，所以孫子女們通常會覺得容易與祖父母

交流。因此，祖父母若能夠撥出時間，並且是專屬於與孫子女之間的

時間，將能達到很好的溝通效果。

四、善用網路科技與孫子女維持聯繫

　　現代的祖父母與孫子女之間可能住得較遠。因此，藉由電腦與網

路的使用，例如透過電子郵件寫信或寄賀卡、運用網路的音訊與視訊

功能等，仍是可以與遠方的孫子女面對面的聊天，如此也可以避免因

距離遠而關係變淡的事情發生。

1.	陳寶蓮（譯）	(民95)。佐賀的超級阿嬤（原著：島田洋七）。臺北

市：先覺。

2.佛瑞斯特．卡特	(民91)。少年小樹之歌。臺北市：小知堂。

3.教育部	(民95)。白髮童顏祖孫情-隔代教養家庭教育實務工作手冊。

4.	羊恩媺（譯）	(民98)。阿嬤，我要打棒球！─佐賀的超級阿嬤（原

著：島田洋七）。臺北市：平安文化。

5.阿倫	(2009)。愛．讀冊：青春期孩子這樣教。臺北市：寶瓶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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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10

第 十 單 元

現代祖父母與孫子女

的衝突與溝通策略

    國二的阿雄從小就與阿嬤同住。這天，阿雄一直要求阿嬤先給下

個月的零用錢，說是要買電玩遊戲。阿嬤聽了不高興地說：「不准買

了！玩那個沒有用，又很吵，讀書比較重要! 」阿雄立刻頂嘴：「不

要ㄧ直叫我讀書! 這個遊戲是現在最流行的! 大家都在玩，現在不買

以後就不流行了…」阿嬤氣瘋了，對於這陣子祖孫倆常起衝突，感到

非常地束手無策…

1.認識與孫子女產生衝突的原因，瞭解祖孫衝突的來源。

2.認識衝突產生時的立即行動，瞭解「澄清問題」是化解衝突的優先

		步驟。

3.認識解決衝突與溝通的策略，有助於祖孫衝突的化解。

學習目標

WHAT：現代祖父母與孫子女的衝突？

				祖父母與孫子女之間有著強烈的情感連結，雙方難免還是有發生

衝突的時候。這乃是因為祖孫之間的年齡差距很大，可能會因為觀念

的不同、語言溝通上的差異，以及生活習慣的不同等而發生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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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Y：現代祖父母與孫子女產生衝突的原因？

HOW：現代祖父母與孫子女間的溝通策略？

				祖父母的身心特質，包括視力、聽力以及反映的速度等，與孫子

女的身心特性有所差異。因此，祖孫雙方若沒有瞭解到這些差異，同

時也沒有相互的體諒時，雙方將很容易產生問題與衝突。同時，也有

研究指出由於孫子女剛好處於青春期，有著強烈的自我意識，以及叛

逆的性格時，因而很容易與祖父母產生衝突。另外，祖父母在溝通時

也因為較不擅長表達情感，並常以命令、指責的語氣，且缺乏心理層

面的關懷，因而很容易導致衝突的發生。

　　關於祖孫之間的衝突與溝通，有學者提供以下六點的建議:

1.專注的傾聽

溝通的第一步就是用心的「傾聽」，試著瞭解孫子女的真正問題

所在，以及所要表達的是甚麼。

2.設身處地的思考

在與孫子女溝通時，可以試著以「同理心」，也就是站在孫子女

的立場設身處地的想想她們所遭遇到的情況，以及當下的感受是甚

麼。

3.多用鼓勵性的語句，並鼓勵分享感受

祖父母可以多運用「你的想法是⋯」、「我覺得⋯，那你覺得

⋯」；少用「你還太小了，並不知道⋯」、「我年輕時⋯.，你現在

卻⋯⋯」。

家庭代間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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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閱讀

4.重視孫子女的心理感受

聊天時，除了詢問孫子學校生活事件之外，可以多關心孫子女的

心情以及感受，給彼此有心靈溝通的機會。

5.留意肢體的語言

孫子女有時口語表達還不完全，可以透過孫子女的眼神、臉部表

情、姿態等非語言的線索，來瞭解孫子女的心理；並且，祖父母亦可

以適時地給予孫子女一個擁抱。

6.尊重孫子女的決定

適時的讓孫子女決定事情，並提供他們想法，但不要強迫他們接

受建議。如此可以培養孫子女的「自信」與「自尊」。

1.貝李	(民98)。為什麼爸媽都不聽我說。臺北市：雅典文化。

2.劉超平	(民98)。學會怎麼說鼓勵孩子的100句話。臺北市：好名堂

		文化館。

3.	黃經良（譯）(民98)。教養的危機─給家有青春期孩子的父母

（原著：內田樹、名越康文）。臺北市：臺灣商務。

4.丘引	(民98)。我的肯定句媽媽。臺北市：寶瓶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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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11

隔代教養與策略

第 十 一 單 元

學習目標

WHAT：何謂隔代教養？

1.認識隔代教養的定義，瞭解隔代教養家庭是需要重視的議題。

2.認識隔代教養對祖孫的影響，瞭解隔代教養的優缺點。

3.認識隔代教養的策略，有助於隔代教養家庭的互動。

				隨著社會的變遷，同時伴隨婦女參與職場的比例上升等因素，致

使社會上逐漸出現不同的新興家庭型態，其中隔代教養家庭即是最令

人重視的一種。隔代教養家庭，廣義的來說，是指當父母無法完全負

擔子女的教養，而由祖父母，或者是家族中其他隔代的親友於任何適

當的時候，提供孫子女輩的教養與照顧的家庭。狹義的隔代教養，則

是指由祖父母代替孫子女的父母，承擔多數的教養與照顧。根據調查

發現，隨著臺灣的祖父母們從職場退休的時間較早，同時也擁有較佳

的健康狀況與教育程度，父母親逐漸放心的將子女讓祖父母照顧而自

己出外工作。臺灣的隔代教養家庭有逐漸增加的趨勢，因而是需要重

視的議題。

    開喜婆婆的小孫女因為父母要到臺北工作，所以即將搬來與她同

住。已經習慣自己住的開喜婆婆，ㄧ時間對於有個小孫子全天候的住

在家裡，竟有點不知所措。對於剛上學的小孫女，不知道究竟自己該

扮演甚麼角色，以及平常該注意些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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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Y：隔代教養家庭對祖孫影響的原因？

　　隔代教養家庭，對祖孫來說有了很大的影響，它的影響包括：

1.對祖父母而言，隔代教養提供祖孫之間密切的互動機會、傳承家族

		文化與價值觀的契機，同時也協助家庭減輕負擔與促進家庭的融合

		。然而，隔代教養也會因為祖父母要全天候的照顧以及管教孫子女

		，而使得身心理上產生巨大的壓力，甚至導致在經濟上也形成重大

		的負擔。

2.對孫子女而言，祖父母的照顧將能提供孫子女更多的關愛，同時也

		可以讓孫子女對祖父母有較多的認識，從而對老年人有正確的看法

		。然而，孫子女與祖父母之間也可能會因為觀念與價值觀的不同，

		以及語言上的差異，而產生溝通以及學習方面的問題，從而導致祖

		孫互動不良，形成小孩離家逃校的嚴重情形。

HOW：隔代教養的建議？

　　以下提供幾點隔代教養的建議

1.照顧孫子女之前，先照顧好自己 

祖父母提供孫子女的全天候照顧，實在需要相當多的體力與精神

。因此，祖父母在照顧孫子女之前，最好能先考量自己的身心狀況，

不然祖父母的健康也會影響到孫子女的健康照護。

2.維持祖父母的角色，但適時扮演父母親的角色	

由於孫子女的父母不在身邊，容易有失落與沮喪等情緒，若維持

祖父母的角色，以更多的傾聽與關懷，雙方將容易溝通。此外，祖父

母有時也需要扮演父母的角色，尤其在管教孫子女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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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與學校老師聯繫	

祖父母可以適時的與學校老師聯繫，瞭解孫子女在學校的課業以

及行為的表現，同時也能留意孫子女是否有適應不良的情形。

4.樂於終身學習	

提供隔代教養的祖父母，會需要常常更新訊息與知識，同時也有

助於祖孫之間的相處與溝通，例如瞭解孫子女的身心理發展、學習電

腦與網路的運用，以及認識年輕人的文化等，都是可以學習的部份。

5.運用相關的資源	

提供隔代教養的祖父母往往有較多的壓力，甚至感覺孤立無援。

因此，若遭遇到困難，可以尋求鄰近的家庭教育中心、孫子女學校的

輔導中心，甚至是醫院中所成立的支持互助團體等，都是可以詢問以

及求助的資源。

延伸閱讀

1.龍應台、安德烈	(民96)。親愛的安德烈─兩代共讀的36封家書。

		臺北市：天下雜誌。

2.陳之華	(民98)。每個孩子都是第一名－芬蘭教育給台灣父母的45

		堂必修課。臺北市：天下文化。

3.黃迺毓等	(民98)。祖孫代間教育執行策略彙編。

		臺北市：教育部。

4.陳筱宛（譯）(民98)。給山姆的信（原著：丹尼爾．戈特里布）。

		臺北市：商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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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12

認識家庭教育中心

第 十 二 單 元

   阿婆與孫子阿川同住。然而最近上國中的阿川，卻常常與她吵

架，老師也常打電話來說阿川作業沒有交，考試成績不理想。但是無

論開喜婆婆怎麼問阿川，他就是不理會，阿婆束手無措，心裡很憂

慮。好心的鄰居告訴阿婆，或許可以試試看家庭教育中心的「幫幫

我」專線，會有專業人員可以詢問。「甚麼是家庭教育中心? 它在哪

裡呢? 電話是幾號?」阿婆著急的想要知道……

學習目標

WHAT：認識家庭教育中心

				家庭教育中心是民國92年2月6日「家庭教育法」公布之後，各縣

市根據此一法案所成立的社教機構，主要目的在於推廣國民家庭生活

知能以及強化家庭的經營。各縣市的家庭教育中心主要是結合鄉鎮、

學校、社區和社教機構辦理與推展各項家庭教育活動，同時也培訓及

運用各類志工，推展家庭教育志願服務，並藉由各類的活動及課程，

加強家庭教育理念宣導，進行家庭教育的推展。	

1.認識家庭教育中心，瞭解家庭教育中心的功能。

2.認識家庭教育中心的服務項目，有助於家庭教育中心資源的運用。

3.學習如何查詢及尋找鄰近的家庭教育中心。



家庭代間關係

42

家庭教育中心的服務項目

				各縣市家庭教育的服務項目，主要是依據家庭教育的範疇而設計

。同時，各縣市也會視情況而舉辦不同的活動，供民眾與志工參與。

				家庭教育的主要範疇為:	

1.親職教育：增進父母職能之教育活動。

2.子職教育：增進子女本分之教育活動。

3.性別教育：增進性別知能之教育活動。

4.婚姻教育：增進夫妻關係之教育活動。

5.倫理教育：增進家族成員相互尊重、關懷之活動。

6.家庭資源與管理教育：增進家庭各類資源運用、管理之活動。

　　此外，各縣市也會依情況而提供不同的服務項目，例如親職教育

課程、親子共學、讀書會、隔代教養成長支持團體、三代同堂成長團

體，或者是搭配節日所舉辦等，活動相當多樣化且符合需求，歡迎有

興趣者，甚至有意願擔任志工者踴躍參與。同時，各縣市家庭教育中

心目前提供了「412-8185」(手機需加02)輔導諮詢專線，由專業的志

工透過電話協助民眾關於夫妻溝通、管教子女、家人關係、兩性交

友、自我調適、人際關係等方面問題。因此，祖父母們若對於成年子

女之間的相處，孫子女之間的相處與管教等方面遭遇困難時，也可求

助於此專線。各縣市的家庭教育中心訊息，可於教育部「家庭教育

網」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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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全國各縣市皆設有家庭教育中心，並提供家庭教育相關資

訊。若想要找尋鄰近的家庭教育中心，建議可以先上網查詢，打上關

鍵字，可以是xx縣(市)家庭教育中心。此外，目前教育部也設置

「家庭教育網」(http://moe.familyedu.moe.gov.tw/)，是一整合各

縣市家庭教育資源的網站，主要提供家庭教育機構、家庭教育法令、

新聞、電子報、專業講師等的資訊。

WHERE：尋找鄰近的家庭教育中心

單	位	別 地			址 行政電話

基隆市家庭教育中心 基隆市中正區信一路181號 (02)2427-1724

臺北市家庭教育中心
臺北市中山區吉林路110號

5樓
(02)2541-9690

新北市家庭教育中心
新北市板橋區僑中一街1-1

號4樓
(02)2272-4881

桃園縣政府家庭教育

中心
桃園縣桃園市莒光街1號

(03)332-3885

(03)336-6885

新竹縣家庭教育中心
新竹縣竹北市縣政二路620

號
(03)657-1045

新竹市家庭教育中心
新竹市東大路二段15巷1號

2樓

(03)531-9756

	#250-251

苗栗縣家庭教育中心
苗栗縣苗栗市國華路1121

號(東門)
(037)350-746

臺中市家庭教育中心 臺中市北區太平路70號 (04)2229-8885

南投縣家庭教育中心
南投縣南投市中興路669號

１樓
(049)2243-894

彰化縣家庭教育中心
彰化縣彰化市中山路二段

678號（中山國小內）

(04)726-1827

	#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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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家庭教育中心
雲林縣斗六市南揚街60號5

樓
(05)534-6885

嘉義縣家庭教育中心
嘉義縣太保市祥和新村祥

和2路東段8號
(05)362-0747

嘉義市家庭教育中心 嘉義市山子頂269-1號 (05)275-4334

臺南市家庭教育中心

（溪北服務處）
臺南市新營市秦漢街118號

(06)659-1068

(06)659-0636

臺南市家庭教育中心

（溪南服務處）
臺南市中西區公園路127號

(06)221-0510

(06)221-6129

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家

庭教育中心

高雄市前金區中正四路209

號4樓
(07)215-3918

屏東縣家庭教育中心
屏東縣屏東市華正路80號

(和平國小內)

(08)737-8465

	#12	#14

宜蘭縣家庭教育中心
宜蘭縣宜蘭市民權路一段

36號

(03)933-3837

	#10	#11

花蓮縣家庭教育中心
花蓮縣花蓮市達固湖灣大

路1號

03-8462860

#531	#532	#533

臺東縣家庭教育中心
臺東縣臺東市中華路二段

17號
(089)341-149

澎湖縣家庭教育中心 澎湖縣馬公市自立路21號 (06)926-2085

金門縣家庭教育中心 金門縣金城鎮民權路173號 (082)312-843

連江縣家庭教育中心 連江縣南竿鄉介壽村76號 (0836)25-171

家庭教育諮詢專線電

話
412-8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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