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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教育進入學校 

在有識者努力推動之下，政府於 92 年頒佈家庭教育法，其中第 12 條：高級

中等以下學校，每學年應在正式課程外，實施 4 小時以上家庭課程及活動。據此， 

家庭教育在學校內推動已屬必然。 

雖然家庭教育已進入正規的學校教育體系，但是宣導上仍然不足，不只多數

教師未覺察學校必須實施家庭教育，即使已知者，亦對此政策有很大的困惑，甚

且懷疑其成效。家庭教育與學校教育在一般人的思維中各司其事；家庭教育與學

校教育，在政府機構中也分別由社會局和教育局管轄。在學校教師的觀念裡，他

們只需關注校園內，甚至教室內的兒童或學生，家庭教育則非其份內事。然而學

校與社會間的關係有如脣齒，教師必須充滿能量去因應外在社會的變遷。近十年

來教師們很明顯的可以感受到校園文化中“變動”的氣氛，教師時時刻刻都在接

受新的期待，不受干擾的寧靜校園或象牙塔不復存在。 

   學校受到社會變遷的影響，首當其衝的是課程。為了能培養全球化的公民，

國中小如火如荼的推展九年一貫課程的改革；當性別平等成為社會運動，由學校

的性別平等教育課程做起，乃根本之道；當家庭結構與功能的變化導致潛藏的社

會危機時，學校課程理當不能自處於家庭教育議題之外。政府頒佈家庭教育法，

除了從立法上帶領家庭教育，更圖在校園中運用家庭教育課程以深耕家庭教育。 

 

學校中實施家庭教育課程的意義 

    底下陳述在學校中實施家庭教育的意涵，期能協助家庭教育法在學校中的推

動。 

 

一、讓重視家庭教育成為生活文化 

學校教師大都認同家庭教育的重要性，對於每學年實施 4 小時的家庭教育課

程，也不是不願意接受，而是教師們對每學年 4 小時的家庭教育成效不抱期待，

擔心家庭教育徒具宣示性而少實質功效。影響學習效果的因素主要有教材、教

法、教師、兒童、教學情境等。大家認為 4 小時所能提供的家庭教育教材內容猶

如杯水車薪，單薄的教材與教學時數恐無濟於事，而且每年 4 小時的課程難抵社

會與家庭的負面影響力。 

不過，我相當欣喜家庭教育能進入學校課程，這是一個突破性的政策，對提

昇國人家庭知能有無限的功能。因為只要「家庭教育」一詞能為人人所知，則家



庭教育即能被人們所重視。好比「環保」的概念、「性別平等」的概念，均是透

過這兩個語詞與文字的普遍化而植入人心。 

從小學一年級至高中三年級，每年均接受 4 小時家庭教育，雖然時數不多，

但是可以引起重視及產生正向效果。當家庭教育的語言成為生活中的一部份時，

家庭教育目的應已達成。亦即家庭教育實施的目的與其說寄望透過課程來提供足

夠的家庭教育知能，不如是讓每位學生體認家庭教育的重要，引起學生對家庭教

育相關知能的興趣，使其在將來建立的家庭中能重視家庭教育。亦即家庭教育成

為學校課程，最大的影響力不在課程內容本身，而是在於型塑家庭教育在大眾心

中的地位，讓「家庭教育」融入生活文化。 

有個故事是這樣的： 

兩位鞋商到某地去開拓市場，看到當地的人只有少數人穿鞋。一位鞋商沮喪

的說：「大家都不穿鞋子，鞋子怎麼有人買呢？」，另一位鞋商則高興地說：「太

好了，此地商機無限！」。 

希望這個故事能帶給教師們對家庭教育課程的信心。 

 

二、家庭教育不是另一樣切割的知識 

家庭教育法第 2 條對家庭教育有所定義，家庭教育係指具有增進家人關係與

家庭功能之各種教育活動，範圍包括：親職教育、子職教育、兩性教育、婚姻教

育、倫理教育、家庭資源與管理教育及其他家庭教育事項。 

國小至高中，均有既定的課程需依進度完成，每位教師都有趕進度的壓力，

學生也有考試的壓力，教師們對於實施家庭教育，直覺的反應是要用什麼時間來

上家庭教育課程，以及學生該學習的東西已飽和，如何再加上家庭教育？教師們

面對家庭教育課程時，另一個疑惑是家庭教育與原有的家政課或綜合活動及生命

教育課程等有何差異？ 

學生的學習量及教師的教學負荷的確相當重，如果學校在實施家庭教育時，

未系統性的從全校整體教與學的運作來考量，則硬梆梆外加 4 小時家庭教育課

程，會有增加負擔的現象。家庭教育法中鼓勵相關機構研發與編製家庭教育教

材，各級學校運用這些教材時最好能由學校的課程委員會、學年課程會議或課程

研發會等統籌規劃，融入相關課程中來實施。若家庭教育課程與學生的學習是統

整的，而且能引起學生學習興趣，則不會有課程負荷加重的困擾。 

    

三、家庭教育是預防性教育 

家庭教育非常重要，且攸關人生幸福與社會安寧；但是從升學角度，此課程

無急迫性且不具重要性。因此，家庭教育難以引起教師與家長的重視。 

在家庭教育法第 2 條中宣示了家庭教育的主軸，在於家人關係與家庭功能。

人自出生即生活在家庭系統裡面，每位孩子都是在與家人的互動中建構人際關係

的信念與行為能力。每個人對於自己受到家庭的影響幾乎習而不察，當家庭關係

不良時，也少有反思與調整，家人間的互動常陷入惡性循環而難以自拔。加上社



會中充滿負面教育的情境，個體在缺乏正向的學習管道之下，易致家人關係及家

庭功能的不良。 

早年建立的價值觀與行為能力，影響其一生面對人、事、物的智慧。家庭教

育是預防性教育，於國小開始實施家庭教育課程，可及早培養兒童對家庭關係及

家庭功能的覺察，並培養其正確的溝通及面對衝突的能力，將可減少與父母及手

足的惡性互動。待其長大建立家庭時，也才有能力經營幸福家庭，小孩子如果沒

有趁早給予正確的教導，在不良的家庭互動型態下，所建立的行為模式，將不利

於其未來的家庭功能。 

 

教師對家庭教育應有的體認 

    家庭教育顧名思義應指個體出生之後，在成長過程所接受到的有形及無形的

家庭之影響，即一般所謂的「家教」。我們對於一個人的為人處事風格，常用家

教好不好來形容，也就是家庭教育原本是在家庭內發生的事。由於社會結構變

遷，人們的生活型態、人際關係以及價值觀的變化，衝擊到家庭的教育功能。家

庭功能出現危機，必然影響到孩子的身心發展，教師們大都感受到家庭功能不彰

對學生的負面影響。當家庭無法發揮家庭教育的功能並致社會必須付出成本來解

決家庭教育不彰所衍生的各種社會問題，則社會與學校責無旁貸的應挑起家庭教

育的責任，來協助處於困境中的家庭，以及協助個體學習營造健全家庭的能力。 

     教師在學校實施家庭教育此環節上舉足輕重，是落實學校教育的關鍵人

物，下列數點提供教師思考，祈能有助於教師參與家庭教育。 

 

一、家庭教育對學生的重要性不亞於升學 

學校教育長期以來受升學文化的影響，教師的授業解惑大都窄化到與升學考

試有關的範圍內。同時，教師們也是升學主義下的受害者，所承受的升學壓力不

下於學生。在升學至上的學校氛圍中，教師們的使命感全浥注在考試學科的教學

上，已無多餘的能量再關注家庭教育。惟有教師們覺察家庭教育對學生人生的重

要性不亞於升學，才能對家庭教育的相關知能產生興趣，並付諸行動去落實家庭

教育教學。升學是學子眼前的急迫性需求，家庭、學校與社會全都看得到升學的

重要性。然而，大家忽略了當家庭教育失功能時，學歷無法為人們帶來幸福感與

心靈的充實。從長遠的人生而言，家庭教育帶給人們的是源遠流長的生活動力、

活絡的奮鬥意志、面對挫折的智慧、以及豐潤的情感。人生是長跑，唯有幸福的

家庭能源源不絕的供給長跑所需的能量。 

 

二、家庭教育是預防適應不良學生的良策 

從幼稚園到高等教育，教師們常有的心聲是：學生愈來愈難教了，社會上對

於年輕世代的人，也有諸如草莓族、榴槤族等之形容詞，「家庭功能不良」概括

承受了一切的責難。學校在面對適應不良的學生時，常有無法施力之感，因為其



背後有個失功能的家庭。其實父母在面對孩子的學習與行為表現時，有相同的無

力感。父母本身也煩惱多多，因為家庭裡，親子衝突幾乎是無法避免的現象。學

校需為這些現象有積極的作為，從根本上著手來預防學生的適應不良。 

家庭是每位學生的共同經驗，家庭教育課程提供學生一個正式的管道來理解

其家庭中的親子衝突或家庭困境，並且學習正確的認知與因應之道，以避免衍生

適應不良行為。學生的適應不良行為，都是因為累積過多與過久的情緒創傷，走

不出家庭的陰影所產生的自我防衛模式。家庭教育課程讓學生對家人關係、家庭

困境有正確的認識，將可大大減低其形成失功能防衛性行為的機會，並提升其解

決家庭問題的能力，待其未來建立家庭時，也會有正確的知能來營造健全的家庭。 

 

三、家庭教育可減少教師及學校能量的耗弱 

每位教師均深知家庭對學生學業與行為的影響，只要班級中有適應不良的學

生，教師的教學與班級經營都需加倍付出心力。校長及相關處、室行政人員，也

須花時間和精神來處理因家庭功能失常所致的各種問題，甚至必須有社工人員與

心理師的加入，以協助家庭重建功能。教師、學校、社會相繼為適應不良學生及

功能失常的家庭付出成本，相對的，是在耗弱教師與學校的積極功能，為避免這

種失功能的耗弱，家庭教育實為當務之急，當家庭此環節健全之後，所有的體系

也才能產生積極的效能。 

    教師投注心力於家庭教育，從時間分配與精神的投注表面上看來，會有分身

乏術之感，但是，我們必須思考的是如果學生們在學習上都能自動自發且求知若

渴，在行為上自尊自重且動靜皆宜，何需教師耗盡心力？這很像雞生蛋或蛋生雞

的問題。我想說的是，教師花些小時間來重視家庭教育課程，可以省下大量的時

間來與學生拉扯。 

 

結語 

    雖然家庭教育的重要性是被肯定的，但是它在社會大眾心中的位置仍然被邊

緣化，更遑論行為上的實踐。從學校教育著手是讓重視家庭教育蔚為風氣的最佳

途徑。本文即是基於此理念，呼籲教師們同心協力實踐家庭教育課程，讓家庭教

育政策落實，則校園中不再有無力感的聲音是指日可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