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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化的家庭教育：台灣婚姻問題的分析與建言 

口述作者 蕭英玲∕輔仁大學兒童與家庭學系教授 

                  文字整理 蔡秉霖∕國立政治大學社會研究所 

 

 

 

據內政部統計通報的最新統計（2019），

在 2018 年離婚者中其婚齡的中位數為

8.25 年，亦即半數離婚者的婚齡不到 9 年。而

在離婚者的婚齡結構中，以結婚未滿五年者

占 34.3% 最高，其次為婚齡 5 到 9 年者占

21.7%。一項以台北市新婚夫妻為樣本的研究

顯示，新婚最容易碰到的問題是：夫妻溝通、

夫妻相處的時間，以及金錢；且此一研究也指

出，新婚三年夫妻的婚姻滿意度逐年下降。 

婚姻問題的焦點：親子、工作與性別化 

  育有子女的夫妻，會隨著孩子的成長，而出

現不同的婚姻問題。新手父母的婚姻滿意度

在小孩出生後是下降的，其主要理由便是小

孩的出生所產生的親職責任導致夫妻親密互

動減少。由於性別框架的存在，導致女性需要

較多的親職參與，女性從妻子轉為母親的角

色時，自然沒有這麼多時間和心力投注在配

偶及關係上；當男性親職參與的程度較少時，

反而有可能覺得自己被另一半忽略。而當彼

此的親密互動頻率減少，雙方的婚姻滿意度

便隨之降低。此外，工作與家庭的衝突也可能

影響彼此的婚姻關係。根據衛福部的調查，有

學齡前兒童的夫妻為雙薪家庭的比例為 58%，

有學齡兒童的夫妻為雙薪家庭的比例為

74.5%。當工作與家庭產生衝突時，夫妻彼此

共處的時間相對減少、因而降低了夫妻的婚

姻滿意度。 

  如果我們更細緻地檢視家務分工的性別關

係，可以發現在親職參與中，新一代的爸爸的

參與其實比過去較多，只是媽媽較多扮演照

顧的角色，而爸爸多是擔任陪伴的角色。但是

比較累的卻是照顧的部分，比較好玩的則是

陪伴的部分。由於親職角色的分工不同，所以

如果把爸爸陪伴的時間加進來，現代的父親

的親職參與可能比以前的父親多很多。然而，

女生參與家務的時間依舊還是男生的三倍。

儘管大家已不認為男主外女主內符合現代家

庭的分工形式，然而『態度跟行為還是有很大

一段距離的。』 

  當小孩長大之後慢慢離家，夫妻減少因子

女教養所需要投入的時間與精力，重新從父

母回到夫妻的兩人世界。但事實上，從發射期

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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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進入空巢期，中年夫妻的滿意度其實是無

法回升到以前的程度，檢視其中最核心的問

題便是在於夫妻溝通。研究顯示，從新婚期的

二人世界到子女長大開始離家的中年期的衝

突議題皆為夫妻溝通，而育有較小子女的夫

妻則較容易為了孩子及金錢發生衝突。 

婚姻問題的核心：溝通、教育與社區化 

  當我們檢視不同家庭發展階段的婚姻關係

時會發現，其實家務與親職的分工衝突更像

是一種表徵，而深層因素還是在於夫妻對於

親職角色的共識以及彼此是否有良好的溝通

方式。以工作與家庭的關係為例，其實工作與

家庭是很難平衡的。每個人一天都只有 24 小

時，一定要有優先順序，不論是工作優先或是

家庭優先。因此，夫妻更需要相互協調與配合，

當誰有工作的需要時，另一方可以適時補位，

承擔親職及家庭的責任。只有夫妻雙方相互

合作才有兼顧工作與家庭的可能。而造就這

種合作的最佳可能，便是彼此溝通。 

  面對夫妻溝通、親職參與、父母教養的問題，

就要從教育著手，推行家庭教育的主要目的

即是提供大眾婚姻與親職教育等相關課程，

協助家庭成員增強溝通技巧、家庭經營能力。

在現代社會中做很多事情都需要有證照，但

是當父母或當夫妻卻不需要證照，但沒有人

生下來就知道要如何維持這些關係，此顯示

家庭教育的重要性。家庭教育法明文規定將

家庭教育融入高中和大學的課程當中，目前

全台各縣市皆有成立家庭教育中心，提供一

般民眾至少有 4 小時的家庭教育課程，協助

大眾增進家庭溝通及家庭經營能力，也透過

協會辦理家庭教育專業人員的認證，積極培

育從事家庭教育的人才，這些都是很好的開

端。2019 年 5 月立法院修訂「家庭教育法」，

給予各縣市之家庭教育中心更多的人力和物

力資源，提供推行家庭教育相關資源及服務。

但問題是，各縣市家庭教育中心（隸屬於各縣

市教育局的二級機關）的觸角仍然不夠廣，推

廣的專職人員也不足。若要落實家庭教育，建

議可以結合各縣市內的婦女暨家庭服務中心

或家庭福利服務中心，藉由組織調整和資源

整合，讓家庭教育能夠深入社區與家庭。以台

北市為例，各個行政區皆有婦女暨家庭服務

中心（隸屬於台北市社會局），如果我們利用

現有各區的社福體系，將家庭教育專業人員

也納入中心的編制，家庭教育專業人員負責

一般大眾的相關教育活動，並主動發掘高風

險家庭；而社工及心理輔導專職人員負責高

風險家庭及處遇個案的相關服務及資源整合，

教育及社福人員分工合作，便能建立更穩固

的家庭服務網。家庭教育專業人員亦可以依

照每個行政區的家庭屬性及概況，提供更符

合在地需求的家庭教育內容及模式，因為台

北各區的家庭及人口特性可能是不太一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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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新住民家庭比較多比例的地區，就可以

提供新住民所需要的服務內容。 

  因此，如果家庭教育要在地化，就必須符合

那個地區人口與地理環境的樣態。家庭教育

如果不接地氣的話，我們基本上將找不到哪

些是「有所需求」的人們。他們會認為：『我

沒什麼問題，為什麼要來這裡？那是有婚姻

問題、親職問題才會需要去的地方。』但若等

到婚姻發生了問題才去其實就已經太晚了。

預防重於治療，若能結合福利服務中心及社

區發展中心來共同推廣家庭教育，讓夫妻或

父母們覺得中心其實是一個平常就能來參與

活動，來增進自己的溝通能力及親職效能，而

非有問題才需要求助的地方。 

家庭教育的落實：跨部會的結合 

  我們可以再從另外一個面向看推廣家庭教

育的重要性。例如大家會覺得 3C 有負面的影

響。然而，這並不是 3C 本身的問題，而是怎

麼使用的問題。如果父母讓小孩無時無刻都

在看，不去了解小孩看什麼，那當然會有問題。

但如果父母能多了解 3C，和孩子一起分享、

一起遊戲，其實這也是增進親子關係的一種

方法，同時還可和小孩建立共同的話題。推廣

家庭教育的目的即是促進家人溝通，增進家

人關係品質。例如，許多父母的共同心聲是

『很想跟小孩子互動，但不知道方法？想和

小孩說話，但不知道要聊什麼？』如果能夠在

社區中推廣家庭教育，成立父母的支持團體，

就有可能聽到其他父母許多不同的教養方法

及所經歷的教養困境；經由參與家庭教育相

關課程，父母可以學習到新的資訊及新的做

法。家庭教育的其中一個面向即是教大家怎

麼樣做一個有效能的父母。 

  整體而言，光靠家庭教育中心「一個」單位

來推廣家庭教育是遠遠不夠的，畢竟其人力

與經費上都相當有限。若能結合教育與社政

體系一起來做，讓家庭教育更深入社區角落，

增加民眾對家庭教育的認識以及學習經營家

庭知能的機會與環境，便能將初級的預防工

作做得更為有效且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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