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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原住民的傳統社會裡，家

庭是整個社會結構的最基

本單位；它肩負族人增進子女

身心健康、傳授知識、培養道

德觀念、輔導行為發展等多種

責任和功能，雖然社會型態結

構不斷改變，但家庭地位的重

要性並不因此而消滅。儘管學

校教育不斷地進步普及，也無

法取代家庭親職教育的功能。

其實在人類成長的整個過程

中，家庭始終扮演著遠較學

校、社會來得重要的角色，對

兒童人格健全的發展具有決定

性的影響。時下許多青少年問

題，為人父母未能善盡教養職

責才是真正關鍵因素，因為天

下沒有不可教的孩子、只有失

職的父母和師長。為人師長和

父母如能了解孩子的需求和特

質，用有效方法因勢利導、因

材施教，必能為原住民社會培

育有用人才，並進而提升原住

民素質。

在原住民學校服務多年，

總覺得學生學習成就與父母的

教育態度及教育期望成正比。

原住民學生在文化刺激、經濟

各方面居於弱勢，現今九年一

貫的課程的內容尤重於家長的

密切配合，更顯得親職教育對

現今兒童學習成長之旅的重要

了。

原住民親職教育常見問題    

許多在原住民學校服務的

教育工作者對原住民的親職教

育容易感到無力感。原住民親

職教育中我們較常面臨以下問

題：

一、原住民家庭經濟普遍不

佳，忙於生計，無心也無

暇顧及到子女的精神生活

與課業，而原住民在這幾

次經濟寒冬中失業更顯嚴

重，直接影響教育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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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有些父母為了經濟在外工

作，孩子甚至長時間是由

祖父母來照顧；隔代教養

的現象，難兼顧到孩子的

學習狀況及有效的管教子

女。

三、單親家庭，家庭破碎對孩

童粗糙的養育過程也衝擊

到孩童的未來期望和信

心。

四、家長觀念的偏差，有些家

長認為孩子到學校，完全

就是學校、老師的責任，

殊不知現代教育是需要家

長、學校、老師之間的密

切配合及共同努力。

五、「身教重於言教」，但有

些家長沒有給孩子們做好

的學習榜樣，部落的一些

不良現象抵銷掉學校平時

的努力。

六、學校辦的活動，如教學觀

摩日、親職教育活動等，

總是「該來的都不來」，

學校想盡誘因吸引家長參

與，但出席率仍然低。

如何落實原住民之親職教育

個人認為，首先，原住民

社會幾乎都信宗教，教會在部

落裡是原住民的生活重心，透

過教會的力量，讓原住民警覺

及體認到親職教育之重要性，

但先決條件是，教會的牧師、

長老要認同、有共識。然後每

個人把部落任何一個孩子當做

是自己的孩子，看到有不良行

為都能善意勸導，互相關心幫

忙。其次，社區理事長、村

長、民意代表有共識，可以整

合整個資源，推動成人教育或

家庭教育，以減少家庭不利文

化對子女的影響。最後，學校

辦理親職教育內容要重新思

考，評估家長的需求，且方案

內容要趣味化。

另外，「該來的都不

來」的家長，也許是因為婚姻

失敗、單親家庭，或孩子在校

表現不好，以致不便參加；這

些家長都是急需協助，親職教

育之規劃更要重回原住民之尊

嚴與文化性。原住民家長對老

師都很尊敬，尊敬得「敬而

遠之」，所以學校老師要主

動積極，走入部落，深入家

庭，了解原住民文化、特

性，與家長建立良好關係，

讓家長信任學校、信任老

師，如此學校辦親職教育

時，應該是坐無虛席。

兒童成長的列車 

時機與乘客的影響

在這急遽變遷的社會中，

父母的角色越來越難為，一般

家長是心有餘而力不足，教育

孩子似乎成為一門困難的藝

術。而原住民社會從傳統大家

庭形式轉變為小家庭制度後，

失去了傳統的依恃，面對愈來

愈棘手的親子問題，我們不禁

自省，親子之間的了解到底有

多少？溝通之門是否敞開？6

歲以前是良好習慣養成的重要

階段，正如竹子成型必須在竹

子發芽之階段，否則徒勞無

功。孩子是親職教育的當然主

角，但除此之外尚有許多圍繞

著孩子、共搭此成長列車的共

乘者，對幼兒的學習都有著輕

重不一的影響力，孩子從他們

一言一語中，學到許多知識和

經驗，也從他們的一動一靜中

學習到許多習慣和楷模。

兒童在親職教育成長之

旅中，守護神是父母、第一

個偶像是老師。史學家是祖

父母、親密對手是兄弟姊

妹。永遠良伴是朋友。現今

是個多元發展的時代，如果

家長能知道如何教育子女，

養育健康的孩子，將能發展

良好的行為和習慣。

時下許多青少年問

題，為人父母未能善

盡教養職責才是真正

關鍵因素，因為天下

沒有不可教的孩子、

只有失職的父母和師

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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