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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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