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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1　認識㉂我

主題2　家庭生活

主題3　㈻校生活

主題4　兩性關係

主題5　㈳區營造

生命的歷程從自我認識開始，接著了解兩性角色的差異，

建立彼此尊重及平等對待的觀念，從而擴及到團體組織的

建立。本單元主要從自我認識開始探討，進而了解家庭的

組成、型態、功能，以及面對衝突的解決之道及現代家庭

的常見問題。再者擴展到學校生活，了解課程的學習目

的，並培養學生自治的精神和終身學習的觀念，以作為日

後進入社會的基礎。最後，走入社區，參與社區事務的發

展，將所學應用於日常生活中，體驗人際間的互動關係。

1.  了解自我成長的過程，並體驗生命的意義及特性。
2.  了解兩性的基本差異，並學習如何與異性相處。
3.  了解家庭的組成、型態及功能，並學習如何解決家人間
的衝突和常見的問題。

4.  了解學校課程的學習目的及學生自治的精神，並培養終
身學習的觀念。

5.  學習如何培養社區意識、參與社區的發展及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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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庭的意義

1.  定義：家庭是人類社會生活中最基本、最重要、接觸最早、影響最深的一種社會
團體。

2.  重要性：家庭是學習性別平等最初始的場所、社會中最小的經濟單位、心靈的避
風港、提供人生長發育及保護安全的地方，也是人類疲憊時的加油站。

 
 

家庭是如何組成的？

家庭是由兩個或兩個以上的人，因為血緣、婚姻或收養法定血親而組成。

　家庭的親屬關係

1. 血親
(1)  自然血親：因為血緣關係而產生的親屬關係，分為：

1 直系血親：父子、母女關係等等。
2 旁系血親：兄弟、叔伯關係等等。

▲ 直系血親與旁系血親關係圖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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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法定血親：又稱為「擬制血親」，是指經由法定程序而收養子女所形成的親
屬關係，例如：養父母和養子女的關係。

2. 姻親：經由男女雙方的婚姻關係所產生的親屬關係。常見種類如下：
(1)  血親的配偶：兄嫂、弟媳、姊夫等等。
(2)  配偶的血親：公公、婆婆、岳父、岳母等等。
(3)  配偶血親的配偶：妯娌（媳婦間的關係）、連襟（女婿間的關係）等等。

3. 配偶：如夫妻關係。

　家庭的主要型態

1.  大家庭：夫妻＋有血緣關係的親屬所組成，又稱為血緣家庭或聯合家庭，傳統農
業社會中較多此種家庭組織，現代社會已經愈來愈少了。

2.  折衷家庭：夫妻＋其父母＋未婚子女所構成，又稱為三代或主幹家庭，為最理想
的家庭型態。可以分為：

(1)  「三代同堂」：（外）祖父母＋父母＋未成年子女。
(2)  「三代同鄰」：（外）祖父母與父母及子女比鄰而居，取代三代同堂的形
式。

▲ 大家庭示意圖

　　　　

▲ 折衷家庭示意圖

3.  小家庭：夫妻＋未婚子女所組成，又叫做核心或夫妻家庭，是目前臺灣家庭的主
要型態。

4.  另類家庭：此為現代社會中透過電腦科技，與一群志趣相投的人建立具有家庭功
能的網路，把家庭組織擴大到親密朋友之間，形成一種另類家庭。例如：網路家

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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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常見的家庭類型

1.  隔代家庭：（外）祖父母＋孫子女（因為父母親在外地工作）所組成，愈鄉下

愈常見。

2.  單親家庭：通常因為離婚、未婚生子或喪偶的關係，只有父（母）親與其子女

所組成的家庭。近幾年來，臺灣因為離婚率上升，造成單親家庭日漸增多。

3.  頂客族家庭：此為英文「Double Income No Kids」的翻譯，指的是夫妻雙薪，

但無子女的家庭。

4. 新三代家庭：父（母）親一方帶著子女與（外）祖父母同住的家庭。

5.  通勤家庭：夫妻雙方因為工作關係或其他因素而分隔兩地，以通勤方式在週末

或假日時相聚的家庭，所以又有人稱之為「兩地家庭」。

6.  獨居家庭：臺灣地區已邁入高齡化社會，老年人口數增加，許多老人因為子女

工作的關係或遭子女拋棄，而造成老人獨居家庭的增加。

7.  重組家庭：父親或母親其中一方曾經有過婚姻並帶來前次婚姻所生下的子女所

重新組成的家庭，又名繼父母、養親或繼親家庭。

　家庭的功能

1.  生育功能：指的是傳宗接代、生兒育女。原本這項功能是社會其他機構所無法取
代的，但是隨著生物科技的發達，可以透過非性交的方式生育第二代，例如：試

管嬰兒、複製技術（尚未合法化），使得家庭的生育功能受到衝擊。

2.  教育功能：以前多半是透過家庭來學習適應社會生活、技能、知識和價值觀。不
過由於社會快速的變遷，家庭的教育功能逐漸為安親班或補習班所取代。

3.  經濟功能：家庭是生產和消費的經濟單位，不但結合經濟資源，也維持家庭生活
所需，更是提供家人參與休閒活動的場所。

4.  心理功能（保護、照顧功能）：包括親情、保護、照顧的功能。一家人平時互
相關心照顧，不如意時更需要鼓勵和安慰，所以說「家是心靈及受傷時的避風

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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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庭的衝突

1. 衝突的原因
(1)  家務分工的衝突：如家事的分配問題。
(2)  意見和習慣的衝突：如夫妻教養子女的方式不同。
(3)  經濟方面的衝突：如夫妻對於金錢支出的看法不同。

2.  化解衝突的原則：家人應在互信、互愛和互重的原則下，透過溝通、讓步、包容
的方法化解，不管是父母或子女都應該要不斷的學習、調整，才能夠維持家庭的

和諧。

尼㈵族

「尼特族」為NEET（全名Not in  educat ion,  employment  or  t ra ining）在臺灣

的譯音，此一新興名詞最早出現在英國，指結束國民義務教育後，既不升學、

不就業、也不參加職業訓練，而依賴家人維生的年輕人。在中國大陸稱為「家

裡蹲」；在美國稱為「歸巢族」（B o o m e r a n g  K i d s）――畢業又回到家庭，

繼續依賴父母的經濟支援；在香港則稱為「雙失青年」――失學兼失業。尼特

族的出現是世界性的社會問題，主要發生在先進國家的青少年身上。在臺灣的

「尼特族現象」雖不如其他國家明顯，但仍值得關切目前青少年價值觀和與社

會脫離的問題是否日趨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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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庭的問題與解決之道

內容

問題類型
問題原因 解決之道

老人安養

人口老化邁向高齡化

社會

1.  三代同堂：可以兼顧奉養老人或互相照
顧的理想家庭型態。

2.  三代同鄰：因為工作或經濟等因素，無
法與父母親同住，可採用此模式。

3.  政府制訂完善的社會福利制度。
4.  終身學習：例如長青學苑，便是針對老
人的需求設計活動，提供老人育樂、休

閒功能，使老人可以自我成長並且提升

生活品質。

親子疏離

現在家庭多半雙薪家

庭為主，父母對於子

女疏於照顧

1.  改善工時，以足夠的時間照顧小孩。
2.  稅制改革：未來若家裡有扶養小孩，將
可獲得稅賦減免福利（目前政府尚未正

式執行）。

3.  改變觀念：父母應將時間和心力多放在
家庭和子女身上，子女也應該多體諒父

母的辛勞，為父母分憂解勞。

夫妻問題
離婚、婚外情等等 男女雙方婚前應該要儘量溝通，婚後則要

彼此包容，且雙方都要具有貞節觀念。

家庭暴力

主要指家庭成員在言

語及行為上的傷害。

如：

1.  父母虐待子女、棄
養子女。

2.  夫妻間的暴力問題
（婚姻暴力）。

3.  子女棄養父母，不
盡孝道。

1.  透過親友或專業人士進行勸導（警察單
位、社會局或社會其他機構）。

2.  直接訴諸法律。
3.  聲請保護令：家庭暴力防治法於民國87
年通過，88年正式施行，以法律來保護
家庭成員，對於施暴者施予法律制裁，

受虐者可以向地方法院聲請保護令，以

減少傷害。受害者若未滿20歲，可由法
定代理人、三等親以內的血親或姻親代

為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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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家庭的轉變

1. 家庭結構的變遷
(1)  小家庭逐漸增加，家庭成員逐漸減少：生育率不斷降低，使得子女數量減
少，導致每個家庭的平均人口數量日漸減少。

(2)  單親家庭日漸增多：主要是因為離婚率逐漸增高，加上其他的原因（喪偶、
分居、未婚生子），使得臺灣單親家庭的數量已經逐年增加。

2. 家庭成員關係的改變
(1)  家庭權威觀念的改變，子女在家中地位提升，平權家庭增加。
(2)  雙薪家庭的增加，家務共同分擔。

3. 家庭功能的改變
(1)  生育功能受到衝擊

1  女性教育程度提高，經濟獨立自主，使得結婚率和生育率逐年下降，家庭
成員因而減少。

2 婚前（外）性行為比率增多，使得非婚生子女的人數日漸增加。
3  醫學和生物科技的進步，像試管嬰兒等等，人們可以透過其他方式生育第
二代。

(2)  教育功能受到衝擊
　   由於雙薪家庭的關係，許多父母將年幼的子女提早送到托兒所或幼稚園，家
庭的教育功能已經逐漸被取代。

 

親權：指父母親對於未成年子女教養及保護的權利和義務；父母依法為未成年子

女的法定代理人，對於子女有懲戒權；但是若有虐待子女的情況，可藉由親友、

社工人員，向地方法院提出停止親權訴訟。地方法院的法官會視情況停止父母親

權的行使。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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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警方取締飆車的青少年後，通常會通知其家長到警局
了解子女的行為，以加強父母對子女管教的責任。這

樣的作法，主要是希望強化家庭的何種功能？

 (A) 生育　(B) 教育　(C) 情感交流　(D) 經濟支持
（　）  2.  爺爺奶奶住在宜靜家的隔壁，宜靜的爸媽下班後，都

會準備晚餐和爺爺奶奶一起享用。由此可見，宜靜一家人是以何種方式來照顧

家中的長輩？ 【90基測】
 (A) 三代同堂　(B) 三代同鄰　(C) 送往養老院　(D) 大家庭同住
（　）  3.  家庭是社會最基本的單位，具有許多重要功能。其中，家庭的哪一項功能是其

他社會機構所無法取代的？ 【90基測】
 (A) 生育功能　(B) 經濟功能　(C) 教育功能　(D) 保護與照顧功能
（　）  4.  以往家庭暴力的發生，常因無「法」可管而被視為家務事，但在「家庭暴力防

治法」公布實施後，則可以透過法律的規定來保護家庭成員。請問：下列哪一

種處理方式較能減少家庭暴力的傷害？ 【91基測】
 (A) 默默承受　(B) 離家出走　(C) 找朋友聲援　(D) 聲請保護令
（　）  5.  當颱風來襲，公司行號與中、小學是否上班上學的規定不一致時，常造成「父

母必須上班，而學童在家無人照顧」的問題，此現象應是下列哪一種家庭型態

的困擾？ 【92基測】
 (A) 大家庭　(B) 三代同鄰　(C) 核心家庭　(D) 折衷家庭

1.  【答】 (B)  
 【解】  家庭是養成個人價值觀及道德觀的最

初場所，父母對子女負有管教之責，

此為家庭之教育功能。

2.  【答】 (B)  
 【解】  三代同鄰的家庭，（外）祖父母與父

母及子女比鄰而居。

3.  【答】 (A) 

 【解】  生命的傳承是無法由社會機構來取代
的。

4.  【答】 (D) 
 【解】  政府公權力介入是較為有效的處理方

式。

5.  【答】 (C)  
 【解】  核心家庭即小家庭，缺點是年幼子女

無人照顧，父母年老後亦乏人奉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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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酗酒成性的老陳經常毆打10歲的女兒小青，為了保護女兒的權益，
小青的母親希望能宣告停止老陳對女兒行使親權。請問：他應向下

列哪一機關提出申請？ 【92基測】
 (A) 地方法院　(B) 行政法院　(C) 縣市政府　(D) 警察機關
（　）  2.  下列關於「家庭」的敘述，何者錯誤？
 (A) 家庭是個人進入社會的橋梁
 (B) 人類的社會生活是從家庭開始的
 (C) 「三代同堂」的家庭也叫做「血緣家庭」
 (D) 家庭是由婚姻關係所形成的親屬關係
（　）  3.  俗話說：「家有一老，如有一寶」，說明與父母同住可以照顧到父母，又能兼

顧到自身的小家庭。請問這是屬於下列哪一種家庭型態？

 (A) 核心家庭　(B) 血緣家庭　(C) 折衷家庭　(D) 聯合家庭
（　）  4.  彭誠夫婦因為自己沒有生育子女，所以收養羅小尹為女兒。請問彭誠夫婦與羅

小尹之間是什麼關係？

 (A) 姻親　(B) 朋友關係　(C) 自然血親　(D) 法定血親
（　）  5.  我國的親屬稱謂遠較西方社會多，具有下列何種意義？
 (A) 西方社會不重視禮貌　　　　　(B) 我國的文化程度較高
 (C) 西方社會的人際關係較為疏離　(D) 我國較重視家庭與家族
（　）  6.  子女由父母身上學得如何表達情緒、關愛他人，這是屬於家庭哪些功能的發

揮？

 (A) 教育與娛樂功能　(B) 心理與教育功能
 (C) 娛樂與心理功能　(D) 生物與娛樂功能
（　）  7.  阿明的爸媽必須要出外工作，以便養活全家和支付阿明讀小學的學費，請問這

是家庭的何種功能？

 (A) 生育功能　(B) 經濟功能　(C) 教育功能　(D) 娛樂功能
（　）  8.  報載獨居老人病死家中，多日後才被人發現，面對社會結構的轉變，政府應該

要推動哪一方面的政策才能夠實現「老有所終」的理想？

 (A) 文化建設　(B) 經濟發展　(C) 政治革新　(D) 社會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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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9.  下列狀況中，哪兩人不屬於同一家庭中的成員？
 (A) 郭靖與楊過結拜為兄弟　(B) 諾璇透過法定程序收養小敏
 (C) 趙敏和無忌伉儷情深　　(D) 家若生下一女，於法定時間內報戶口
（　）10.  在法律上若要將一些不適任的父母停止其親權的行使，須經由下列哪一機構宣

布？

 (A) 法院　(B) 立法院　(C) 鄉（鎮）公所　(D) 縣（市）政府社會局
（　）11.  家長在有線電視臺加裝解碼器，疏忽監督而讓少年有機會觀看色情節目，如此

失職的家長違反下列哪一項法律的規定？

 (A) 家庭暴力防治法　(B) 消費者保護法
 (C) 少年事件處理法　(D) 兒童及少年福利法
（　）12.  下列何人不是你的直系血親？
 (A) 外婆　(B) 父親　(C) 妹妹　(D) 女兒
（　）13.  「家庭就是教室」這句話的意義為何？
 (A) 家庭和教室的成員一樣　　　　(B) 家庭和教室一樣都具有學習的功能
 (C) 家庭和教室具有一樣大的規模　(D) 家庭和教室提供的設備一樣
（　）14.  我國現行的法律中，哪一項法律是受家庭暴力傷害的婦女可以向法院聲請「保

護令」？

 (A) 刑法　(B) 民法　(C) 少年事件處理法　(D) 家庭暴力防治法
（　）15.  下列何者能讓「冰冷的建築變成溫暖的家」？
 (A) 老人集中安養　　　(B) 男尊女卑的夫妻關係
 (C) 親子間親密的關係　(D) 豪華的室內裝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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