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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者：達觀國中小 楊麗華 

一、課程設計理念 

婚姻學者卡克斯（Cox F. 1990）根據其輔導經驗指出，兩性於婚前交往與婚姻生活，

因為沒有人教導親密相處的藝術，或是一些相關必備的技巧，好讓兩性在面對複雜世界

的壓力與問題時，能夠創造出相互成長又有意義的婚姻。因此希冀藉由本課程讓青年能

體認婚前應誠實面對彼此，調適彼此的價值觀與生活觀，婚後努力經營與調適，以建構

美好和諧的婚姻藍圖。 

世間男女隨著身心發展的成熟，對婚姻愛情逐漸有了渴望與需求；我們的文化也認

為「男大當婚，女大當嫁」。只是愛神邱比特的箭何時射向你我，誰也說不準！（林如

萍，2001）但可以確定的是，在尋尋覓覓的階段，要瞭解愛情雖美好，但若這愛情發展

至三角甚至於多角關係，這複雜感情世界裡，在邁入婚姻的窄門前，勢必有人要因失戀

而退出。所謂「失敗為成功之母」，如何在感情變調之後，學習調適是人生另一個重要

議題。兩性作家劉黎兒（2006）也認為愛情並非恆久不變，只要一段愛情開始，分手是

必然來臨。能透視分手本質，認識分手正面價值的人，對愛情將不再畏懼，也才能恢復

自信，而不會阻礙新的戀情。因此瞭解分手的理由，察覺分手的徵兆，提出或接受分手

皆是婚前交往及婚姻生活要學習的重要課題。 

在華人社會裡，「婚姻不只是婚姻」，而是兩個家族的結合，也彰顯了姻親關係對婚

姻生活的重要性，而這個綿密且不可小覷的親友網路，影響著婚姻的滿意度。本課程之

設計理念，擬建構美好婚姻與家庭所需健康的價值觀，讓青少年瞭解婚姻是一種選擇，

在選擇之前，需先學習如何妥適處理變奏的愛情，如何解決分手難題，體會婚前及婚後

人生的不同，瞭解姻親相處之道，以儲備未來面對婚姻的正向能量，學習婚姻的維繫之

道。 

二、教學目標與課程架構 

（一）教學目標 

1.瞭解且能察覺戀情變質的徵兆並觀照自己的感受，珍惜情緣。 

2.認識優質分手的處理模式及技巧，建立正向的情感處理原則。 

3.探討婚前及婚後的各種變化，促進兩性對婚姻具正確認知。 

4.體認婚前是建立與姻親優質互動的良機，奠定未來婚姻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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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透過戀愛婚姻大不同與超級比一比的活動協助同

學思考戀愛與婚姻有何差異。 

2. 探討婚前及婚後於生活上的各種變化。 

變 奏 愛 情

（第一節） 

1. 透過學習單讓同學了解分手的正面意義。 

2. 認識優質分手的處理模式及技巧。 

1. 透過何謂姻親及繪製理想家庭圖像的活動協助同

學思考婚前與姻親培養良好關係的模式。 

2. 讓同學體認婚前是建立與姻親優質互動的良機。 

好聚好散 

（第二節） 

1. 讓同學能察覺戀情變質的徵兆且觀照自己的感受。 

2. 利用情境扮演使其瞭解已變質的戀情其處理模式。 

下
一
站
幸
福 

婚姻前後 

（第三節） 

愛屋及烏 

（第四節） 

（二）課程架構 

 

 

 

（三）教學策略 

1. 觀察法：運用「默契大考驗」活動方式，讓學生察覺戀情變質的徵兆並觀照自己的

感受，探索戀情已逝的未來處理模式。 

2. 情境扮演：透過角色扮演的方式，讓學生設身處地扮演在真實生活中，可能不屬於

自己的角色行為，以培養學生設身處地的同理心，進而激發最佳的解決策略，期能

建立正向的情感處理原則。 

3. 價值澄清法：「情境大考驗」採討論教學法及價值澄清法，經不斷的質疑與討論、

批判及修正學生的想法，最後由教師適度給予價值澄清，促進兩性對分手具正確認

知。 

4. 小組討論法：透過大團體進行「分手守則」的討論，使學生認識優質分手的處理模

式及技巧，期能建構學生面對「分手」的最佳處理策略。 

5. 腦力激盪法：運用腦力激盪法請各組同學運用集體智慧，作擴散式或垂直式的思

考，探討婚前及婚後於生活中的各種變化，且各組蒐集彙整後抒發論點及解決策

略，提供落實生活中的參考，奠定未來婚姻的基石。 

6. 實作法：透過「繪製理想家庭圖像」，引導學生探討何謂姻親，並讓同學體認婚前

是建立與姻親優質互動的良機，型塑與姻親培養良好關係的方式。 

三、教學對象：高中一年級 

高一學生身體及心理漸趨成熟，對愛情及婚姻漸有憧憬。但婚姻生活並非如童話

所寫「從此王子與公主過著幸福快樂的生活」，它 會 有 磨 合 期 、 挫 折 期 、危機期及

成長期等不同樣貌。藉由本課程讓青年能體認婚前應好好瞭解彼此，誠實面對彼此的

差異，調適彼此的價值觀與生活態度，以及婚姻前後可能面臨的種種壓力；婚後努力

經營，並願意將家庭視為自己生命最重要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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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學活動設計 

變奏愛情 

活動名稱 變奏愛情 教學對象 十年級 

教學時間 50 分鐘 教學人數 全班 

能力指標 

普通高中「家政」課程核心能力 
1.經營生活中之人際關係。 
2.培養尊重、關懷與愛的能力。 
3.建立擇偶、婚姻與婚姻調適的認知。 

活動目標 
1.能察覺戀情變質的徵兆且觀照自己的感受。 

2.能了解已變質的戀情合宜的處理模式。 

活動流程及內容設計 資源 時間 評量 
【課前準備】 
一、五組戀情已變的情境題綱（如附件一） 
二、蒐集近期網路、報紙、各種媒體有關「變奏愛情」的

報導。 
【引起動機】默契大考驗 
一、男生圍成外圈，女生圍成內圈，男女生配對，配合     

老師指令做下列反應： 

(一)一見鍾情 ─ 男女面對面。 

(二)自作多情 ─ 男面向女，女背向男。 

(三)不解風情 ─ 女面向男，男背對女。 

(四)翻臉無情 ─ 男女背向對方。 

二、學生請依老師的指令做動作，做錯三次的那一組要   
合唱一首歌曲給全班聽。 

三、老師請同學分享討論，當與你交往的一方有以上反應  

時，你心理會有什麼感想？你的選擇會是如何？ 
【發展活動】情境扮演 
一、將全班分為五組，其情境題綱（如附件一）可分為： 

1.已無共同話題 2.價值觀不同 3.異性戀 vs 同性戀 
4.雙方父母反對 5.第三者的介入。 
（建議可上網尋找新的議題） 

二、老師將題綱發給每一組，題綱中包含五個感情生變的

情境，每一組抽一個情境來演出，讓同學討論該如何

扮演後，預告稍後將抽籤上台表演。 
三、依照題綱的情境及抽籤順序輪流上台表演。 
四、同學討論各組表演情境發表自己的看法，給予學習   

正向回饋或提出更好的解決策略。 
【統整與總結】 
一、 教師講解：察覺對方情感的徵兆並觀照自己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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妥適的處理自己的感受及對方的情感。 

二、 教師說明：交往挫折的種類：（林如萍，2001） 

(一)期待性挫折 

兩性交往中最常見的挫折是期待性挫折。兩人固然交往

正常、相愛日深，然而，當兩人交往愈久相愛愈深時，

互相的期待也愈高，失望也會愈大。 

(二)比較性挫折 

相處日久，關係再好的人有時也會發現彼此有許多不能

互相適應的地方。尤其當兩人與他人共事或相處時，總

會看到某些人比自己戀人來得好，若再與其他人相互比

較，壓力就很大，此為比較性挫折。 

(三)本質性挫折 

若輕率的談戀愛，在日後碰到較好的異性時，難免會為

自己條件不太好的伴侶感到後悔，這種比不上別人時所

產生的挫折，稱為本質性挫折。 

(四)互動性挫折 

脣 齒 相 依 ， 都 難 免 會 彼 此 傷 害 ； 男 女 交 往 ， 不 管          

如 何 相 愛 ， 當 互 動 愈 多 時 ， 總 會 發 生 些 許 不 快 ，        

此為互動性挫折。 

三、教師總結：情感挫折的確令人傷心、痛苦、抑鬱和沮

喪，但也有其積極正面的一面，它讓我們覺得人生的

無奈、人的侷限及生命的奧妙；讓我們在「失去」的

同時，也是「獲得」，失去了和某人在一起的機會，卻

換來選擇其他人的機會。因此，失戀者要知道過去這

段情感的缺陷與問題癥結所在，從失敗中學習，讓自

己重新變成「活會」，讓下段的戀情更幸福更圓滿。（請

參閱 10 年級教學光碟補充教材一） 

 
 

 
 

指導要點及

注意事項 

1.教學運用學習單，可使學生將課程討論內容，以文字重新整理加深印

象。 
2.每一個孩子的家庭婚姻情形不同，父母與孩子互動的情形不同，老師

應事先瞭解，避免造成學童心理受到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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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聚好散 

活動名稱 好聚好散 教學對象 十年級 

教學時間 50 分鐘 教學人數 全班 

能力指標 

普通高中「家政」課程核心能力 
1.經營生活中之人際關係。 
2.培養尊重、關懷與愛的能力。 
3.建立擇偶、婚姻與婚姻調適的認知。 

活動目標 
1.能了解分手的正面意義。 

2.認知優質分手的處理模式及技巧。 

活動流程及內容設計 資源 時間 評量 
【課前準備】 

麥克筆及紅色愛心貼紙（如附件二）。 

【引起動機】情境大考驗 
一、教師說明「一對男女站在湖畔，靜靜望著白鷺鷥掠過

水面，久久，他說：『我們這樣下去，不是辦法。』，

她定定神說『那．．．，你想甚麼樣？』．．．」雖然

廣告是以贈送鑽戒求婚的歡樂場面收場，但也有大多

數的人，會以為這是一段分手前的告白。  
二、教師說明當兩人交往一段時間後，除了步入結婚禮堂

外，還有分手的另一選擇，何時提出分手、如何分手、

分手之後的調適，更是值得學習的另一門功課。 
【發展活動】分手守則 
一、老師請同學拿出附件二學習單，學習單上畫著一顆心

的形狀，分為提出分手者、被提出分手者兩半，說明

分手可能造成的缺憾及負面的感受，真正優質的戀

人，不僅僅在相愛時能善體對方，在分手時更要展現

風度及氣度，用愛心說「再見」。 
二、發下數張紅色愛心貼紙給每位同學，請同學在貼紙上

寫下分手應有的態度和行為（分為提出者、被提出者）。 
三、同學輪流將自己所寫的貼紙內容大聲唸出，並貼於   

海報上。 
【統整與總結】 
一、教師說明：張老師月刊社於 1998 年進行「情人再見   

問卷調查」，回收有效問卷 802 份，其中具有一次分手

經驗有 39.3％，比例最高；其次具兩次分手經驗赭，

有 24.1％；而完全沒有分手經驗者僅占 5.5％（張老師

月刊，1998）此結果顯示大部分的人都有與情人分手

的經驗。 
二、教師說明：戀愛與失戀既然是一種人生經驗，我們就

應該把情感的受挫，當作人生中難以避免的過程，是

每個人都要學習去面對的。男女之間的感情，不應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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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方壓迫另一方的狀態，而是雙方甜蜜的契合。當

情感產生變化，甜蜜的契合不再存在時，當事人就該

痛下分手的決心，以成熟的方式來處理「被動接受者」

與「主動提出者」雙方的問題，是最有建設性，也是

較健康可行的。如何讓傷痛減至最低程度，是我們應

學習的課題。（請參閱教學光碟 10 年級補充教材一） 
三、教師說明：優質的分手儀式（閔肖蔓，2004） 

(一) 雙方充分溝通與互相了解。 
(二) 討論交往過程的書信、照片、對方的物品或饋贈禮

物如何處理。 
(三) 討論未來關係（如：陌生人、好友關係、兄妹相稱…

等）或相處的期待（如：避不見面、保持聯絡…等），

並達成共識。 
(四) 感謝對方，並給予祝福。 

四、教師總結：劉秀娟（1999）指出，分手經驗不見得會

對個體造成負面的影響，如鄭華娟的「謝謝您曾經愛

過我」歌詞所述，它可能協助個體發展良好兩性關係

的新能力，並更珍惜且感恩生命中的情緣。 
五、教師總結：柯淑敏（1996）亦指出，分手可帶來正面

的學習與成長，如認清自己對感情的真正需要，更體

諒他人及更懂得愛等。所以，期待同學在愛情學分中

亦能修得分手的藝術，瞭解儘管歷經痛苦掙扎，過後

卻可看到海闊天空裡充滿選擇的自由（請參閱教學光

碟 10 年級補充教材一）。 
 

指導要點及

注意事項 

1. 教學運用學習單，可使學生將課程討論內容，以文字重新整理加深   
印象。 

2. 每一個孩子的家庭背景不同，對分手有不同經驗及認知，老師應事先

瞭解，避免造成青少年心理受到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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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前後 

活動名稱 婚姻前後 教學對象 十年級 
教學時間 50 分鐘 教學人數 全班 

能力指標 

普通高中「家政」課程核心能力 
1.經營生活中之人際關係。 
2.培養尊重、關懷與愛的能力。 
3.建立擇偶、婚姻與婚姻調適的認知。 

活動目標 
1.瞭解思考戀愛與婚姻有何差異。 

2.探討婚前及婚後於生活的各種變化。 

活動流程及內容設計 資源 時間 評量 
【課前準備】 
印製王偉忠所分享「一人一半才有伴」的文章。（如附件三） 
【引起動機】戀愛婚姻大不同 
一、教師導讀「一人一半才有伴」的文章。 
二、教師說明婚姻是一種選擇，應該要愛自己所選，並用心   

經營才會有美滿的婚姻。 
三、請同學發表心得或感想。 
【發展活動】超級比一比  
一、教師說明：婚姻關係中，兩人享受彼此相屬的親密感、   

「二人成為一體」的合一感，是婚姻生活中非常獨特的部

份；從今而後，生活不再只是「你」、「我」而是享受更豐

富的「我們」。「我們已經彼此相屬」，從此以後我生命中

最重要的人是你，你生命中最重要的是我。婚姻前後的變

化大致可分為：1.人倫關係、2.經濟來源、3.家務分配、

4.生涯規劃、5.時間分配、6.生活習慣、7.情緒感受的改變。 
二、請同學分為五組，請各組針對上述「婚姻前至婚後的變

化」分別討論二個議題，各有那些變化？及如何接受或調

適這些變化。（需注意每個議題都需有組別討論之） 
三、各組彙整討論的結果，推派 1 位代表與全班分享各組討論   

的結果。 
四、教師總結並挑選表現最佳的一組，說明其論述的優點。 
【統整與總結】 
一、教師說明：有人說：「結婚前遇到事情只要我 OK 就好，   

來去自如。結婚之後，生活就是兩個人的事，甚至於是整

個家族的事。不僅要顧及另一半的反應，也要考慮他（她）

的家人感受」。可見婚前、婚後確實有差距。因此婚前兩

人可共同規劃與經營，勾勒兩人的婚姻生活，可減輕對婚

姻生活的恐慌；在尊重各自原有的價值觀、生涯規劃與生

活習慣的前提下，發展出共同的婚姻生活藍圖，欣然揭開

愛情的序幕，成為彼此的「好牽手」。 
二、教師總結：婚姻是一種選擇，若您選擇單身，那妥適規劃

您的人生，尤其是您的病痛照料、孤獨關照、生活自理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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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生活……，讓自己單飛自在；若您選擇婚姻，那夫妻

是彼此生命關係最親密的人，當兩人的感受、想法、價值

觀或生活習慣相左時，就需多溝通及調適，誠如一篇祈禱

文所說：「用勇氣去改變可以改變的事，用寧靜去接受不

可改變的事」，但更重要的是「要有智慧去分辨甚麼是能

夠改變的，甚麼是不能改變的」。（請參閱教學光碟 10 年

級補充教材二） 

指導要點及

注意事項 

1.教學運用學習單，可使學生將課程討論內容，以文字重新整理加深印象。 
2.每一個孩子的家庭背景不同，家人互動的情形不同，老師應事先瞭解，

避免造成學童心裡受到傷害。 
3.名人故事部分，教師可另擇更合宜的素材（如：繪本、新聞報導、剪輯

影片、書籍、歌曲……）。 
4.可參閱劉和然總編輯（2009）臺北縣家庭教育手冊（第二版）—幸福家

庭 EASY GO。摘錄婚前相處篇、婚姻經營篇與親職教養篇等作為延伸

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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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屋及烏 

活動名稱 愛屋及烏 教學對象 十年級 

教學時間 50 分鐘 教學人數 全班 

能力指標 

普通高中「家政」課程核心能力 
1.經營生活中之人際關係。 
2.培養尊重、關懷與愛的能力。 
3.建立擇偶、婚姻與婚姻調適的認知。 

活動目標 
1.思考婚前與姻親培養良好關係的模式。 

2.瞭解婚前是建立與姻親優質互動的良機。 

活動流程及內容設計 資源 時間 評量 
【課前準備】 
一、每位同學需備妥一張圖畫紙及彩色筆。 
【引起動機】何謂姻親 
一、教師說明：依據民法第九百六十九條稱姻親者，謂血親

之配偶、配偶之血親及配偶之血親之配偶。而依據民法

第九百七十一條姻親關係，因離婚而消滅，結婚經撤銷

者亦同。 
二、教師說明：換言之，「姻親」是指因為婚姻的建立而產生

的親戚關係，其互動也將隨著不同的家庭生命週期改

變。其大致可分為雙方父母、兄弟姊妹及其他親友等。

可分為： 
(一) 與配偶父母親的相處：公婆（岳父母）方面、媳（婿）

方面。 
(二) 與配偶的兄弟姐妹及其親戚的相處：與配偶的兄弟姐

妹（連襟、妯娌）、與妯娌（連襟）的相處。 
三、請每位同學用 1 棵樹來代表自己生長的家庭（即原生  

家庭），並註明選擇適當的姻親﹙如：姑姑、姑父、舅舅、

舅母、阿姨、姨丈、嬸嬸、叔叔、伯母、伯父…等姻親﹚

放置於這棵樹的適當部位。「老師亦可請同學自由想像，

用不同的圖像來作為家的代表，不限於用樹來作比喻」。

（如附件四） 
【發展活動】繪製理想家庭圖像 
一、請老師挑選幾位同學分享自己畫的圖所代表的意義，  

並回答下列問題： 
(一)每位姻親在家中的角色與功能？ 
(二)擇一位重要的姻親說明他（她）帶給家裡最美好的記

憶是什麼？對你有何影響？ 
(三)擇一位姻親說明他（她）帶給家裡最難過的記憶是什

麼？對你有何影響？ 
(四)你與那位姻親的關係最密切如何？為什麼？ 
(五)你希望未來自組的家庭具有原生家庭的姻親那些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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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理由是什麼？ 
(六)你不希望未來自組的家庭具有原生家庭的姻親那些特

點？原因是什麼？ 
(七)從你父母的互動關係中，你希望自己與配偶的父母親

維持如何的關係？ 
(八)你預期結婚後，與姻親關係將有什麼變化？ 

二、請同學分享活動中的感受與體會 
【統整與總結】 
一、教師說明：姻親關係融洽，是維繫夫妻情感及增進親情

的重要因素。而良好的姻親互動，將會是家庭中最佳的

人力資源。而婚前男女交往的階段，是與未來的姻親建

立關係的黃金時間，也是為婚後的相處模式做決定的重

要時機。 
二、教師總結。（請參閱臺北縣家庭教育手冊（第二版）—   

幸福家庭 EASY GO 的婚姻經營篇）。 

 
 
 
 
 
 
 
 
 
 
15 

 
 
 
 
 
 
 
 
課程參與 

指導要點及

注意事項 

1. 教學運用繪圖方式，可使學生將課程討論內容，以圖形重新整理加深

印象。 
2. 每一個孩子的家庭背景不同，其家族成員與孩子互動的情形不同，老

師應事先瞭解，避免造成學童心裡受到傷害。 
3. 可參閱劉和然總編輯（2009）臺北縣家庭教育手冊（第二版）──幸

福家庭 EASY GO。摘錄婚前相處篇、婚姻經營篇與親職教養篇等作

為延伸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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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試教心得 

在試教之前，其實是忐忑不安的，很擔心課程的執行力、可行性及課後同學的反應

度，但試教後，看到同學用心的投入，對此議題的熱烈反應，超乎預期，深感設計此課

程，對同學未來有其正面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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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附件 

附件一 

情境題綱 

情境一 

小芳與阿智是高中班對，兩人就是被公認的一對，分組時總是被分排在一起，但自從阿

智考上大學，離開故鄉後，交友經驗增多，假日也不常回家，漸漸覺得與小芳間沒有共

同的話題，在一起也沒有期待、開心的感覺，煩惱的阿智不知該如何處理？該如何做？ 

 

情境二 

阿明與阿嬌原為一對戀人，但阿明對於未來有許多憧憬，畢業後積極申請至國外留學，

但阿嬌只想穩定在台灣發展，甚至希望嫁給阿明後能在家相夫教子，不要在外面拋頭露

臉且能奉養父母，終於阿明的留學申請獲准，想約阿嬌好好談一談。 

 

情境三 

凱竹與青青是青梅竹馬，但凱竹至美國留學時，卻與室友湯姆陷入男男戀，且凱竹自認

已找到真愛，若您是青青該如何？凱竹因在臺父母難接受，要求青青繼續扮演他的女

友？你會如何回應？青青難以接受自己的情敵是男性，若你是青青的好友你會如何建

議？誰該提分手？或該選擇挽回？該如何做？ 

 

情境四 

若梅與小馬原是一對戀人，但因雙方父母極力反對，其理由為高中生應以學業為重，但

卻讓若梅失魂落魄，無心於課業，大學指考後，小馬考上名校，而若梅僅考上一般學校，

兩人分開兩地，而家長亦以雙方差距太大，更加反對。若梅認為父母的態度阻擾了這段

感情，若你是若梅的朋友你會如何建議？誰該提分手？或該選擇挽回？該如何做？ 

 

情境五 

宗盛與曉慧原是一對戀人，曉慧介紹自己的好朋友華華與宗盛認識，後因華華與宗盛就

讀同一所學校以致於日久生情，你是曉慧該甚麼辦？曉慧無法接受第三者是自己的好朋

友，因此她遭到雙重的打擊，一個來自戀情的粉碎，另一個來自友情的破裂。若你是曉

慧的朋友你會如何建議？誰該提分手？或該選擇挽回？該如何做？ 

 

我想分享：（自己或朋友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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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組別：                     姓名：             

1. 請同學在愛心上寫下分手時應有的態度和行為（可分為提出分手者、被

提出分手者）。 

 
 
 
 

      提出分手者                     被提出分手者 

 

2. 分手時您如何關照對方的反應? 

 
 
 
3. 分手後您如何關照自己的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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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一人一半才有伴  

文╱王偉忠 

陶子重義氣，她要我做什麼，我就做什麼。她要我談一談婚姻感情，就談吧！反正

我也到了開口說話會帶點道理，但年輕人聽不進去的年齡。 

我跟太太戀愛八年結婚，婚後十七年，總共認識了二十五年。這麼長的時間日夜相

伴，身旁偶爾沒有她，感覺很爽，倘若此後一輩子沒有她，萬萬不可。 

像前一陣子看到一則意見調查，問年輕女孩，家人、父母、孩子、老公與事業，如

果硬要抉擇，會先放棄哪個？ 

女孩選了選，先放棄了事業，然後家人、父母，剩下老公與孩子難以抉擇，最後選

擇放棄孩子、留下老公，理由是家人、父母、孩子最終都會離開身邊，但老公會是終身

伴侶。很殘酷、但也很真實。 

中國字的寓意深遠，「伴」，就是一人一半，湊在一起才完整。 

現今許多人適婚卻不婚，老人家看了奇怪，過去從沒發生過類似狀況。這現象代表

五、六十年來沒有戰亂、年輕人長大過程中享有家庭溫暖與親情支援，因此認為單身也

能過得很好，不論敗犬或是單身貴族，不覺得非要個伴，是歷史上首度可以一個人過日

子的平安歲月。衰老未至，沒有歲月的壓力，等年齡到了，開始覺得孤獨、害怕孤獨，

想找個人分享，還是需要個伴。 

若要進入婚姻，套一句不負責任的老生常談，要靠緣份，除了緣份以及感性的感覺，

還要理性的選擇。婚姻確實需要理性，如果女兒論及婚嫁，我一定要求要看看對方家庭，

什麼樣的家庭會養出什麼樣的孩子，當然，也有破碎家庭的孩子更努力維繫自己的幸福

家庭，但一定要仔細觀察。 

而另一個老生常談就是婚姻需要兩個人有相同的價值觀，但這不是說「我喜歡的你

一定要喜歡」，而是「我不討厭你喜歡的」，就可以了，兩人可妥協，可退讓，願意試

著接觸自己本來討厭的，看看是否真那麼不能接受，有這樣願意妥協的心情，比較容易

維繫感情。 

而婚姻與愛情最大的不同，在於願不願意改變。願意為了對方改變自己，是真愛，

從頭到尾都不想改變自己，這段感情充其量只是對方愛你。 

戀愛是短暫的交會後很想在一起而開始，很想閃的結束。開始時乾柴烈火，講究原

汁原味，眼前的他什麼都好，是全天下最酷的、最美的，不需要改，但等到愛情疲了，

才發現這人酷到不近人情、美得過於臭美、連刺青的位置不對，趕緊推給個性不合閃人。

因此戀愛講究的是如何好聚好散 

進入婚姻，當然還是會有許多衝突，學習重點是「相處的藝術」。男生該學的第一

課就是上廁所必須掀馬桶蓋，一開始改變很不習慣，後來融入身體，像吃飯喝水一樣自

然。 

但最近老婆說不只要掀蓋子，尿完還希望我拿衛生紙擦擦馬桶周圍留下來的「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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跡」，按照過去的脾氣，一定就「老子愛….」，但現在的我會聽太太的意見，因為「愛」

字裡有個心，不是光用腦想著該送什麼禮物給她，要用心。 

太太也改變不少，她不喜歡戶外活動，婚前知道我愛潛水、跟著背起十幾公斤重的

空氣瓶跳進海底求生，這麼愛美的她怕晒黑、塗防晒油塗滿臉，一回頭、嚇一跳，怎麼

來了個歌仔戲花旦跟我一起玩。 

婚後我又想潛水，她就說「不必了」，理由是家裡有孩子，不宜從事太危險的活動。 

以前一個人在台北發展，要自己照顧自己，還要爭名奪利，不自私很難在短時間之

內成就自己。結婚之後學著喊太太的媽媽「媽！」，有食物，不能先放進自己嘴巴，要

顧著妻小先吃。我開始懂得心疼與珍惜，因為太太很好，捨不得讓她不舒服、捨不得讓

她傷心，這些捨不得讓我自然學會了讓、學會了愛，也自然的改變自己，從自私變成大

方。 

婚姻的路是每天類似的風景，同樣的過程、淡淡的，要相處得好，真得靠慧根，所

以找對象不能光想找個腿長奶大的辣妹，或是像金城武的帥哥，要找個讓自己想起他來

心裡甜甜的，回頭一看，那人就在燈火闌珊處，這就是最好的對象。 

而所謂另一半，也不是一開始就契合，是在修正中不斷的磨合，你多一點我少一點，

像拼圖一樣拼在一起，才能一起過一輩子。 

當然，歲月無情，人生最終還是分離。像我媽媽十六歲嫁給爸爸，相守相愛了一輩

子，爸爸十多年前過世之後，媽媽真像少了一半，常凝望遠方，像爸爸就在天的那一邊，

令人感傷。但人生如果少了婚姻、少了隨之而來的酸甜苦辣生老病死，少了孩子延續家

的價值與感情，真會少掉很多滋味。 

 資料來源：http://www.wo-men.com.tw/article.aspx?act=push&cid=38&id=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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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未來理想家庭圖像 

如果「家」是一棵大樹，家庭中的成員分別屬於這棵大樹的哪些部分呢？誰是這棵大樹

的樹根、樹幹、葉子……，請觀察在你的家庭中每個人扮演的角色（例如：姑姑、舅舅、

阿姨、嬸嬸、叔叔其他姻親等）後，填入下面尚未完成的大樹中，並將這棵大樹中其餘

未完成部分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