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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手牽小手─進化新子職，打造心關係 

撰文：吳順發校長 

根據內政部戶政司重要人口指標報告內容，我國 2020年新生兒總出生數僅

16.5 萬人，總生育率僅剩 0.99，意指平均每一婦女一生生育不到一個孩子。在

此少子女化的時代背景下，子女勢必將成為家中最受關愛的男女主角，獲取家

庭大部分的資源與關注，然而，過度投注於呵護子女的成長，卻容易導致孩子

人格特質如哆啦 A 夢裡的大雄一樣，缺乏自主能力（葉卉軒，2021），因過度

的關愛所衍生的不合理期待，亦將造成親子間互動衝突的持續增加。 

透過親子對話共構子職，體驗家人心關係 

根據教育部國語辭典釋義內容：「子職」是指子女對家長所應盡的職責。

在每個家庭發展階段中，子女被期待著肩負不同質量的子職內涵，透過子職實

踐歷程，與家人互動成長，建構正向家人心關係。相關研究曾指出：子職知覺

的高低是青少年初期孩子能否與家長建立良好親子關係的關鍵因素，子職知覺

越高者，其子職行為的表現也越正向，子職行為表現有所提升之同時，親子關

係的發展也將更上一層樓（吳順發，2010）。在此基礎下，如能從小透過親子

共同對話，建構彼此認同的子職內涵並於家庭生活中加以實踐，將有助於家人

正向互動關係之發展。 

未來在親子對話的切入點上，可先從親子互動過程所關注的發展議題出

發，參考以下四個面向內涵做討論，同時對應家庭發展現況做微調，以建構最

https://health.udn.com/health/search/%E4%BA%BA%E6%A0%BC


2 
 

適合家庭發展需求的子職內涵，內容如下（吳順發，2010）： 

（一）陪伴體恤與溝通分享：家長生病時能陪伴及照顧、幫忙家長分擔家

務工作、站在家長立場為他們著想、體恤家長對自己教導的用心、主動與家長

溝通自己的想法及感受、分享生活點滴及學習新知等。 

（二）情感支持：悅親心、滿足家長的情感需求、隨時關心家長的心情感

受、感謝家長、讚美家長、給予家長正向情感回應等。 

（三）獨立自制：養成良好習慣、保持端正品德、行為表現合宜有禮、克

制自己的衝動情緒、愛護自己的身體、注意自身安全、學習與人和諧相處、友

愛兄弟姊妹、謀求自我充分發展、照顧自己不讓家長擔心等。 

（四）傳訊安心：出辭入告、使家長無憂、告知家長自己外出的行蹤及活

動內容、讓家長了解自己的交友狀況、讓家長了解自己的生活情況、與家長保

持聯繫使其安心等。 

子職實踐─從生命發想，從生活做起 

透過親子對話共構子職內涵，能提升孩子對實踐相關內涵的認同感，同時 

建立家長對孩子行為表現的適切期待，引導彼此在家庭生活中，學習如何適切

履行自己的角色職責，進一步預備未來扮演好各項角色的素養。 

學齡階段是孩子獲取學習能力及成就感的關鍵時期，就筆者過往的相關研

究與方案實作經驗，家長應可善用此時機，加以引導孩子進行子職學習與實

踐，而綜合其具體作法，筆者提出可以「TEAM」這個英語單字做拆解討論，

以家庭團隊概念出發，從生命發想，從生活做起，其解釋如下： 

Time（掌握時間）：有關子職實踐之引導，可以一天的時間序或相關節慶

切入思考引導，讓子職的實踐結合生活運轉，更貼近於日常，如：與孩子談談

從上學前到放學回家後之生活自理與家務協助，或藉由過年等節慶引導孩子說

出對家人的感謝等，把時間概念導入引導子職實踐，將能更貼近生活的想像。 

Embrace（擁抱機會）：擁抱每一個難得的生活或生命經驗，透過機會教

育引發深刻的子職學習經驗，可讓相關的學習實踐更加有感，如：當家中長者

生病住院時，家長能適切與孩子討論當前家庭發展現況，引導其表達對家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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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心與照料並主動照顧好自己的生活，類似生命經驗之體驗與對話，將成為孩

子學習子職的最佳養分。 

Anticipation（實踐期待）：家長是孩子成長的最佳學習楷模，家庭生活中

與上一代互動的樣貌，是孩子們學習的最佳範本，也是實踐我們對孩子期待的

最適舉措，如：週末早起之時，為人家長者可帶孩子主動聯繫關心祖父母輩是

否已吃過早餐，約定共餐時間並協助備妥後，便可來場三代同堂的甜美早餐饗

宴。 

Memory（共創回憶）：為每次孩子正向的子職實踐留下印記，鼓勵並強

化其行為表現，除能共創家人美好回憶外，同時也逐步在建構世代相傳的家庭

核心價值，如：運用臉書記錄孩子反哺新知識予祖父母的片刻，寫下孩子的心

得感想與祖父母的回饋語言，可深化祖孫間的情感交流，為家人關係做存款。 

結語─大手牽小手，家庭幸福樂 

共創家庭責任共享的新時代來了，子職是孩子在家庭發展歷程中，第一個

角色學習機會，透過大手牽小手的模式，適切引導其從子職學習與實踐做起，

相信將有助於延展其未來在親職等角色上之賦予與實踐，讓家庭幸福樂的圖像

世代永流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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