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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摘要 

  家庭的功能眾多，其中教育功能首當其衝，而現代家庭經家庭結構變遷、往

城市集中、生育率下降、離婚率增高、生活水準提升及職業婦母增加等變化，現

代青少年的親子關係也越加不同。艾爾德最早將父母分為七類，分別有獨斷、權

威、民主、公平、寬容、放任和忽視，在民主與寬容的父母管教下，子女有較高

的自主獨立性。貝克以其為依據，提出類型圖（如圖一），不過一般父母的教養

行為常有結合的情況。 

  雪佛以二個層面四個向度分類父母管教類型（如圖二）；馬寇比與馬丁又將

父母的教養方式分為四個類型──權威教養型（高度接納＋適度控制）、獨斷教

養型（訴諸物質力量控制子女，忽略心理需求）、寬容溺愛教養型及寬容冷漠教

養型，以上又可製為類型圖（如圖三）。 

  奧斯柏針對青少年的自主行為提出衛星理論，認為父母對子女如恆星之於衛

星，青少年獨立勢必經過「脫離衛星化」，脫離方式有可能只是「重新衛星化」，

將依賴轉移至同儕、愛情身上，而此過程是漸進的，需父母協助方有好的成效，

若青少年有「非衛星化」的情形，不外乎是低度價值化（拒絕型）及過度價值化

（溺愛型）兩種情況。如要脫離衛星化，需經過三個機轉──重新衛星化、嘗試

贏得地位及進行探索，能解決問題與克服困難的青少年即能證明自己具有足夠能

力、不需依賴父母，因此家長應多容許青少年有做錯事的權利、多鼓勵子女放手

去做，才能成功獨立自主。 

  家庭是一社會體系，需要良好的親子溝通，艾德沃特認為常見的溝通問題有

三類，為低度反應的溝通（無法激發感情）、不良品質的溝通（無法反映情緒）

與不一致／矛盾的溝通（傳遞錯誤訊息），而親子間會有溝通不良的問題，又與

代溝（代間差距）有關。青少年與中年父母們多因社交習慣、責任、學校事務、



家庭關係．．．等有不同的觀點（詳情看 P.473），而家庭中又可能有兄弟姊妹間

的關係與相處問題。新精神分析學者阿德勒認為家庭團體的心理結構就像是一個

「家庭星座」，不同階段出身的子女會受排行影響其社會期望，因而影響其未來

發展（詳情看 P.475）。 

  現代家庭受離婚率影響，單親家庭的出現越來越多，波奔與懷特認為家庭由

次級系統組成，越多次級系統家庭心理結構越複雜，又可以父母離婚前階段、時

階段即後階段來評估青少年的心理狀態，尤其是離婚後，子女須適應新的家庭生

活、監護權的爭奪，甚至是重組家庭的適應，離婚後／重組後的父母更有自己的

心理困難，間接導致子女的適應困難，不過也有學者認為，離婚不見得對子女的

影響都是負面的。如在接受家長離婚時，需經歷否認、憤怒、協議、沮喪及接受

五階段，接受則為他們開始適應的契機。 

  除了原生家庭影響，現代青少年開始有早婚及同居的情況，早婚會引發經濟、

下一代子女、健康、心理發展上等多方面的沉重壓力，需進行有效的婚前輔導與

性教育及社會福利政策的配合。 

二、 心得 

  家庭關係影響甚深，有良好親子溝通的孩子也教認識自己、較積極樂觀，反

之，則容易自卑、更需學校資源鼓勵扶持，但校方態度須謹慎，需多給予幫忙而

非用異樣眼光看待。自小我父母因工作關係分隔兩地，生活大小事都是母親一力

撐起，然而卻在有次跟母親聊天時談起小時候難以管教，補習班老師居然說我像

是單親家庭的小孩，所幸後來母親也是因為工作關係與我分開，在澎湖教書，我

進入學校宿舍後，反而自食其力，開始獨立自主，我父母都嘖嘖稱奇。 

  由此可見，父母親長期不在身邊並不代表這個家庭的孩子一定會變壞，若有

家人幫襯加上良好刺激，是會趨向正向發展的，我因為體諒家人辛苦，所以更能

體會母親辛勞，可見家人距離不是困難，而是父母有沒有心。現代環境多把教育

以為是學校、補習班的責任，殊不知真正能引起蝴蝶效應的其實在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