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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年來由於資訊傳遞的便捷

與豐富，台灣政治、經

濟、社會環境產生了快速的變

遷，相對的原住民鄉保有原來

的產業及生活方式，明顯的與

接受科技文明的地區有某種程

度的生活品質與生活條件上的

落差。當原住民家庭外出工

作，並輾轉流動於不同的都會

及文化時，和其他族群的家庭

一樣，脫離原來鑲嵌的社會文

化脈絡，同時也失去原有的社

會支持網絡；即便是留在原鄉

的家庭，在面臨產業經濟衰

退、文化流失，以及更廣泛的

政治、社會問題，有可能衝擊

到原鄉家庭的功能發揮，實為

關心原住民教育工作者首應重

視的議題。

家庭成員在互動中，從涵

化、濡化的歷程建立與人互動

的安全依附、信賴關係，學習

適當的社會行為、價值觀，責

任感等符合社會期待的行為；

而照顧者，通常是父母，扮演

了極為重要的傳遞與監控角

色。然而今日台灣之父母面臨

挑戰，迷惑於父母該傳遞什麼

樣的家庭核心價值，並在資訊

及經濟快速變遷的歷程中，失

去了親職的自主性。

當前原住民鄉的親職教育

推動，大致來自二個方向，一

為專程在學校或社區裡舉辦的

親職教育活動，如各縣市家庭

教育舉辦的專責活動；另一方

面為各公、私部門舉辦各類型

的親職教育相關活動。

原鄉親職教育的問題與限制

一般而言，早期的原住

民鄉受限於地理位置等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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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響，發展出與主流社會

明顯差異的風俗文化。當前

的親職教育推動方式忽略了

文化差異、城鄉差距，以當

代主流價值的思考所推動的

親職教育方案，可能產生事

倍功半，甚至成效不彰的結

果。究其親職教育施行不易

的主要問題大致如下：（1）

原住民鄉隔代教養問題較為

普遍；（2）照顧者教養方式

與兒童發展需求未能契合；

（3）照顧者在現實經濟議題

較迫切的考量下，忽略親職

實踐；（4）社會支持網絡小

而脆弱的問題。

依據個人在嘉義縣及南投

縣推展親職教育的研究發現，

原住民父母親職實踐有下列幾

點限制：

一、在認知上同意並接受父母

應擔負親職的觀念，但是

因為社會經濟變遷造成部

落生活改變，部分原住民

父母並未完全負起責任教

養子女。

二、社經地位較高的原住民父

母在情感上能主動、有意

願、有熱誠擔負親職教

養；擔負親職時感到正向

的情緒（愉快、滿足）；

疏於親職時感到負向情緒

（罪惡感、難過、焦

慮）。但是社經地位較低

的原住民父母在擔負親職

時，負向情緒高於正向情

緒。

三、原住民父母的生活壓力與

生活習慣，會影響實際執

行親職教養任務、提供物

質資源（經濟、環境），

以及協助孩子成長的能

力；男性對於配偶擔任親

職教養給予情緒與物質支

持仍有待加強；但是接受

教育能夠改變原住民父母

的親職行為，與子女的互

動頻率高，且有關懷與愛

的正向關係。

原住民族父母在實踐親職

時，和世界上所有的父母一

樣，會面臨到必須滿足孩子的

各項發展需求，以及因此而必

須擔負的教養責任。然而親職

教育和其他教育層面一樣，透

過預防性的認知傳遞，協助原

住民父母透過與主流文化的對

話過程，提供知識、技能累積

與傳承，進而透過族人間的互

動、省思與交流，以達到深層

生命內省，產生質的改變，找

回成為父母在教養子女歷程的

自主性是不可忽視的歷程。

推展原鄉親職教育新契機

和新移民親職教育的需求

與困境一樣，原住民親職教育

的推動有諸多的不利因素。社

會快速變遷，多元文化、多元

價值的觀念已逐漸能為一般人

所接受，原住民鄉的親職教育

推展有了新的契機：（1）在

主流社會謀職不易的今日，更

容易鼓勵日益增多的原住民教

育份子返鄉投入部落的親職教

育工作；（2）應用當前便捷

多元的資訊傳遞科技，豐富當

地親職教育的趣味性，以增進

親職教育的成效；（3）有效

的應用中央原住民委員會充沛

的資源，引進學術界、實務界

深化原住民親職教育。

危機就是轉機，原住民族

在原本處於諸多弱勢的情形

下，如何化相對不利成為有利

的契機，透過親職教育的推動

提供原住民家庭所需的資源，

尋找屬於原住民族特有的親職

實踐將是未來努力的方向。

當前的親職教育推動

方式忽略了文化差

異、城鄉差距，以當

代主流價值的思考所

推動的親職教育方

案，可能產生事倍功

半，甚至成效不彰的

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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