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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主要目的是瞭解美濃地區客家籍家長的教養觀。在研究方法上，以文獻探討

整理中西方教養觀理論和研究；以問卷調查 209 位子女就讀小學和幼稚園的客籍家長，

以取得量化的分析資料；並透過深度訪談，質性描述客家父母的教養觀。 
研究結果顯示，在教養職責方面，客籍家長大多認為教養是父母雙方共同的工作；

在教養目標方面，最重要的目標是誠實做人；在教養方式上，在孩子做錯事，家長大多

會視情況處理，而孩子表現好時，大多數家長會用口頭稱讚來鼓勵；多數的家長自認是

民主開明的父母，也會隨小孩成長不同階段調整教養方式；家長的教養觀念主要來源是

靠自己的經驗累積；在親子關係方面，家長較能接受的親子關係是跟子女就像好朋友一

樣無所不談；在客家精神或價值觀傳承方面，刻苦耐勞是客籍家長認為最需要傳承給下

一代的客家精神，大多數家長認為學校應該進行客語教學，但也同意必須家庭、學校、

社會三方面共同為客語和客家文化傳承來努力。 
 
 
 



 2

第一章  緒論 

第一節  研究問題背景 

父母在子女成長過程中扮演這相當重要的角色，除了滿足其成長階段的各種生

理、心理需求之外，也透過有形無形的教導培育，使子女在身心方面日益茁壯、趨於成

熟。親子互動過程中，父母教養觀或教養信念扮演重要的關鍵角色，因此，父母的教養

觀點或教養信念一直是發展心理學家相當感興趣的研究主題。 
檢視國外 1970 年以後有關教養的研究，大多以驗證 Baumrind (1971)或 MacCoby & 

Martin(1983)的教養類型及其效果為主題。這類教養研究，多數以西方白人中上階級的

教養觀為理論基礎。研究通常顯示某些教養方式是合適的，對孩子的發展有正向的幫

助；某些教養型態或親子互動方式是不合適的，對孩子有負面的影響(劉慈惠，1999)。 
國內教養的研究則主要有兩個趨勢。第一種教養研究方向是運用外國教養或管教的

理論，這些研究主要以量化取向為主，探討現代父母教養對子女行為的影響。綜合這些

研究結果發現，父母管教態度或教養方式若傾向於拒絕、嚴格、控制，對孩子各方面表

現比較有負向影響，問題行為也較多；反之，父母管教若傾向於鼓勵、關懷、民主，則

子女在各方面的表現較佳，問題行為也較少。 
另一種教養研究取向則是直接研究中國傳統或現代父母的教養認知，這包括楊國樞

(1981)的【中國人的性格與行為：形成與蛻變】；余德慧（1987）的【中國人的父母經】；

林文瑛、王震武(1995)的【中國父母的教養觀：嚴教觀或打罵觀？】；劉慈惠（1999）的

【幼兒母親對中國傳統教養與現代教養的認知】；高敬文（1996）的【台灣家長幼兒教

養觀初探】和林惠雅(2000)的【父母教養觀之探討】等文獻，這些從本土出發的研究，

試圖找出傳統教養觀的內涵或現代父母教養認知，同時也作為教養觀的基礎架構。 
許多學者(Graue，1993；馮涵隸,1999；劉慈惠，1999)指出人是在脈絡情境中發展的

個體，每個族群或不同社經地位的父母，因所接觸的文化與生活環境不同，發展出獨特

的親子互動模式或價值觀。因此，研究教養觀或教養信念，絕無法忽略文化和環境的對

個體行為和價值體系的影響。亦即，研究某族群的教養方式，或評量其教養的優劣時，

必須了解研究者所生存的文化、環境與時代因素等各種因素。因此，教養觀的研究不僅

要考量文化、環境的影響，研究方法上最好能貼近和深入情境脈絡。另一方面，近年來

客家族群意識抬頭之後，客家知識份子嘗試從語言、歷史源流、宗教信仰、傳統文化和

生活、族群性格、和社會形象等各層面，找回客家族群的表徵和實質，許多相關的研究

也漸次開展，獲得顯著的成果。不過從客家研究文獻觀察，探討現代客家人教養觀念或

態度的研究並不多見。因此，從客家族群和文化的脈絡環境理解客家人的教養觀，成為

本研究的主要動機。 
選擇美濃作為客家人教養觀的研究樣本，一方面是當地客家人的純度很高(居民95%

以上是客家人)；再者，這個早期因地理位置封閉的客家小鎮，相當程度地保存了的客

家文化特質和精神，當然也包含客家人的教養觀；而身為美濃子弟的我，生於斯長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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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條件以融入觀察和深度晤談的方式，嘗試建構客家人的教養觀。 
舉例來說，有人說美濃有三多：博士多、老師多、警察多，這樣的描述是否隱含有

某種客家人的教養觀念呢？客家人素來最注重的「晴耕雨讀」在此展現無遺，美濃有句

俚諺「省吃省穿、賣田賣地，也要給子女讀書」，農民勤奮工作，一心期望子女受教育

以脫離農人身份，而造就了此地高比例的高等教育人口；而早年敬惜字紙的「敬字亭」

遺跡，則是重視教育崇尚知識的活生生歷史見證。因此，這個四萬多人的客家小鎮，目

前已產出近 180 位博士，在台灣鄉鎮名列前茅，甚至有「博士之鄉」美名；此外，美濃

的老師校長也很多，據統計光是在高雄縣，美濃籍的中小學校長約佔 1/4 左右，當老師

者更不計其數(美濃鎮誌，1997)。還記得筆者國三畢業那年，學校和家長集資包了幾臺

遊覽車，把一群懵懂的孩子，送往花師、東師、屏師應考，在客家的美濃，這年年上演

的場景隱然成為一種儀式，似乎也呈現了客家人保守穩健的集體性格。 
除了上述「重視文教」、「保守穩健」外，綜合學者(羅香林，1981；張奮前，1960；

陳運棟，1994)對客家人的討論，所謂客家人的精神、特徵、性格或文化歸納如下：客

家人是勤勞的，勤於勞動以維持生計；客家人是刻苦的，忍受苦難，不以貧窮為恥，刻

苦以求得生存；客家人是剛毅的，不畏艱難，持之以恆的；客家人是硬頸的，不向環境

的困苦艱難低頭的精神；客家婦女是艱苦耐勞、自重自立的；客家人是保守的，生活習

性上基本上是承襲前人的方式；重文崇教：客家人繼承中原優良傳統，歷來十分重視學

習文化；講究清潔：重視個人和環境的衛生；團結愛鄉：為保衛家園共同抵禦外侮。而

這些客家人精神或特色是否能反映或融入美濃客家人的教養觀上，亦是本研究的主要研

究動機之一。 

第二節  研究目的 

綜合上述的討論，本研究的研究目的有三： 
一、綜合文獻回顧和分析，瞭解國內外有關教養觀研究的趨勢。 
二、透過文獻歸納和深度晤談，建構客家人教養觀內涵。 
三、利用問卷調查，瞭解美濃客家人群體教養觀的普遍趨勢和差異；透過深度訪談

詮釋個體教養觀的特殊性。 
 

第三章  研究方法 

茲就研究設計、研究取樣、資料分析、研究工具、及研究流程等各部分敘述之。 

一、研究設計 

本研究主要採用量化調查研究法和質性深度訪談方法。取樣對象為美濃地區兩所

國小和鎮立托兒所學童家長，研究取得的量化資料主要以次數分配、百分比及 X 法進

行分析、驗証差異所在；觀察及訪談所得的資料則將轉譯成文字後，進行質性分析。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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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調查法所用工具為研究者根據文獻及小樣本初步晤談所編擬的問卷。 

二、研究取樣 

問卷調查法部分，以美濃兩所國小和鎮立托兒所學生家長為受試樣本，發出 240
份問卷，剔除非客籍家長受試者後，回收有效問卷共 209 份(男性 69，33%，女性 140，

67%)。在深度訪談部分，共訪談四對八位不同年代的客籍父母。 

三、資料分析 

研究所取得的資料可以分成量化與質性資料兩部分，其資料處理方式各異。自問卷

調查所取得的量化資料主要以次數分配、百分比及 X 法進行分析、驗証差異。 
深度訪談所得的資料，研究者將轉譯成文字後，再進行質性分析與探討。 

四、研究工具 

研究使用的主要工具為自編問卷。其編製流程為先進行文獻探討、小樣本初步訪

談，綜合相關因素後，編製成問卷初稿，並針對初步問卷做專家討論，完成效度檢核，

修改後編製成正式問卷進行施測。 

五、研究流程 

根據本研究之研究設計，研究主要研究流程包括文獻分析、初步訪談，確立變項、

編擬問卷、形成正式問卷、問卷施測和深度晤談、量化分析和質性分析，最後提出結論

和建議，茲將各流程進行順序以圖示如次頁圖 1。 

六、研究範圍與限制 

(一)研究範圍 
1.研究對象：以美濃鎮兩所國小、鎮立托兒所學童家長為研究對象。 
2.研究時間：93 年 3 月~11 月 
3.研究內容：本研究主要是探討美濃地區客家人的教養觀，而教養觀的主要內涵設定

在父母的職責角色、教養目標、教養方式、親子關係和客家特質、文化價值觀的傳

承。 
(二)研究限制 

1.在研究設計方面：本研究主要在了解美濃地區客家人的教養觀，兼用質化量化方

法，主要從教養觀的內涵去探討，而並不涉及教養觀和其他變項的交互作用。 
2.在研究對象方面：本研究取樣範圍以美濃地區客家父母為研究對象，由於研究者時

間、經費等客觀因素的限制，只能抽取小學和幼稚園學生家長和特定感興趣的家長

來施測和訪問。 
3.在樣本推論性方面：本研究只探討美濃地區客家父母的教養觀，因此在推論上必須

加以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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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研究結果 

第一節 研究結果與討論 

本研究研究結果內容頗多，限於篇幅，僅就重要結果摘錄如下： 

一、量化資料部分 

(一)在教養職責方面 

1.大多數家長認為教養子女是父母親兩個人的責任(95.2%)，只有極少數家長認為是

母親的責任(3.3%)。亦即，在認知方面，父母親共同教養子女已獲得相當的共識。

若進一步針對不同年齡和性別家長的差異進行卡方考驗，結果均未達顯著水準，

顯示家長所自陳教養責任，並未因年齡、性別而有所不同。 
2.大多數家長陳述目前家裡教養子女的工作是父母親兩個人來負擔(63.6%)，部份家

庭主要是由母親來負責(24.4%)。不同年齡、性別家長在「目前家裡教養子女的工

作由誰負擔」看法上有顯著差異。 
3.不太贊成「父親主要是要賺錢養家，母親要擔負較多教養子女的責任」佔 45.5﹪，

非常不贊成的佔 23.4﹪，非常贊成和還算贊成則只有 10.5﹪、21.1﹪。亦即，客

籍家長大部分具備現代的教養觀念，已經認知到教養子女是父母共同的職責，不

過也仍然有三成左右的家長基本上是認同母親要擔負較多教養子女的責任。 
4.大多數家長認為客家人教養子女的主要工作是父母親兩個人來負擔(47.8%)，部分

家長則認為主要是由母親來負責(37.3%)。亦即，對客家人教養職責的看法，認為

由父母共同擔負的不到五成，母親擔負主要職責的達到三成七。中研院 1995、2000
年同樣研究問題結果亦顯示有約八成家長不贊成「管教子女是母親的責任」。不

同年齡、性別家長在「客家人教養子女的主要工作由誰負擔」看法上有顯著差異，

女性家長認為客家人的主要教養責任由母親擔任。 
5.「非常同意」和「同意」大部份客家婦女教養子女的負擔，比其他族群婦女的負

擔還要重的家長佔(60.3%)，「非常不同意」和「不同意」 的佔 39.7%。亦即，約

六成家長同意客家婦女教養子女負擔較其他族群重。 

 (二)在教養目標方面 

1.「做人要誠實」是家長們認為最重要的教養目標(31.1﹪)，接下來是「身心健康

和快樂」。這部分與中研院「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計劃」有關父母教養目標問

卷調查結果一致，顯示不管是整個台灣地區或是美濃地區的客籍家長，均認為「做

人要誠實」是最重要的教養目標。不同年齡在「最重要的教養目標」上有差異，

30 歲以下和 31-40 歲認為最重要的是「做人要誠實」；而 41-50 歲家長則認為「身

心健康和快樂」最重要。 
2.大部分家長對孩子的教養目標，會隨著孩子不同階段而改變或調整(92.3﹪)，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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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家長則不會(7.7﹪) 
3.家長對孩子要不要孝順父母這件事，非常贊成的佔 83.3﹪，還算贊成的佔 16.7﹪。

顯示所有家長都贊成孩子要孝順父母，沒有不贊成的；若進一步問家長會不要求

孩子要孝順時，雖有七成三的家長會提出要求，但是也有部分家長體認孝順可能

無法要求，應由孩子自己決定。 
4.家長如果能協助子女選擇未來的工作，選擇軍公教警察有 26.3％、私人企業的有

4.8％、由他們自己決定則有 68.9％。研究結果顯示，大多數家長選擇由子女自己

決定，或許是意識到現在職業選擇的並非完全能由自己控制，找一份不錯的工作

已不是那麼容易，無法幫她們做決定。此外，就公家機關和私人企業比較，希望

子女進入軍公教警察等公家單位做事的家長比例高於私人企業，或許也反映出穩

健保守的客家價值觀。家長如果能協助子女選擇未來的工作，大部分家長選擇由

子女自己決定，而希望子女進入公家機關的家長也多於私人企業。 

(三)在教養方式方面 

1.當孩子做錯事時，家長通常「溫和規勸」的佔 21.5﹪，「責罵」的佔 4.8﹪，「口頭

威脅」和「處罰」的各佔 1.9﹪、5.7﹪，最多的是「視情形而定」(65.6﹪)，沒有

「不管」的家長。研究結果顯示，家長的大多是視情況來決定處理方法，中研院在

1984 年所做的同樣問題調查，發現大多數家長採處罰方式，足見家長們的觀念已

有調整。 
2.當孩子表現特別好時，家長通常會「口頭稱讚」的最多，佔 78.5﹪，其次為「買東

西給他」的佔 7.2﹪，「額外給錢獎勵」也佔 5.7﹪，其他的方式則都低於 5％。述

結果與中研院 1984 年同樣問題的調查結果一致，顯示口頭稱讚一直是家長們最常

用的獎勵方式。 
3.家長對「父母管教男孩應比管教女孩更嚴厲」的觀念，「非常贊成」的佔 9.1﹪，「還

算贊成」的佔 25.8﹪，「不太贊成」的佔 51.2﹪，「非常不贊成」的佔 13.9﹪。 
4.家長對「管教越嚴厲，子女將來越有成就」的觀念，「非常贊成」的佔 4.8﹪，「還

算贊成」的佔 23.4﹪，「不太贊成」的佔 57.4﹪，「非常不贊成」的佔 14.4﹪。比較

中研院 1995 年相同問題研究結果(贊成的比例約五成)，家長嚴教觀已有所調整。

不同年齡在「管教越嚴厲，子女將來越有成就」觀念上有差異，而 60 歲以上家長

「非常贊成」多過「不太贊成」。 
5.家長對「父母對子女體罰有其必要性」的觀念，「非常贊成」的佔 15.3﹪，「還算贊

成」的佔 54.5﹪，「不太贊成」的佔 28.7﹪，「非常不贊成」的佔 1.4﹪。中研院 1995
和 2000 年相同問題研究結果分別有七成和六成五家長贊成體罰，本研究針對小學

和幼稚園家長所做的調查亦發現仍有相當比例家長贊成體罰。 
6.家長對「給子女充分自由而不加約束，孩子才會健全發展」的觀念，「非常贊成」

的佔 12.0﹪，「還算贊成」的佔 30.6﹪，「不太贊成」的佔 47.8﹪，「非常不贊成」

的佔 9.6﹪。中研院 1995 的調查約有三成家長認同此觀點、2000 年研究約有四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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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贊成，本研究約有四成二家長贊成、五成七的家長不贊成。不同年齡家長在「給

子女充分自由而不加約束，孩子才會健全發展」觀念上有差異，31-40 歲和 41-50
歲家長以「不太贊成」最多；而 30 歲以下家長則是以「還算贊成」最多。 

7.大部分家長對孩子的教養方式，會隨著孩子不同階段而改變或調整(97.1﹪)，極少

部分家長不做調整(2.9﹪)。 
8.當夫妻之間對子女教養有不同意見時，通常會看事情情況來處理的佔 86.1%，以先

生意見為主的佔 7.7%，以太太意見為主的佔 6.2%。 
9.家長自覺教養方式是「民主開明式」的佔 72.7﹪，「權威嚴管式」的佔 24.9﹪，「溺

愛放任式」的只佔 2.4﹪。 
10.家長對孩子的教養態度的來源部分，來自「自己的父母」的佔 19.1﹪，「報章書籍」

的佔 4.8﹪，「電視媒體」的佔 1.4﹪，「自己經驗累積」的佔 59.8﹪，「和親朋討論」

的佔 11.5﹪，「其他」的佔 3.3﹪。不同年齡家長在「對孩子的教養態度」的來源上

有差異，30 歲以下、31-40 歲和 41-50 歲家長來源皆以「自己經驗累積」居多；而

60 歲以上家長的教養態度來源皆是「自己的父母」。 

(四)在親子關係方面 

1.家長較能接受的親子關係是「跟子女就像好朋友一樣無所不談」(45.0%)，「子女對

自己表現出對長輩的尊敬和尊重」則佔 20.6%，但也有 34.4%的家長希望親子關係

「不固定，隨著孩子不同階段而調整」。此外，不同年齡家長在較能接受的親子關

係上有差異，30 歲以下、31-40 歲和 41-50 歲家長皆較能接受「跟子女就像好朋友

一樣無所不談」；而 60 歲以上家長較能接受的親子關係是「子女對自己表現出對長

輩的尊敬和尊重」。 
2.家長自陳目前跟孩子的親子關係，「非常良好」的佔 63.6﹪，「還算良好」的佔 35.9

﹪，「不太良好」的佔 0.5﹪。 

(五)在客家精神、文化和價值觀的傳承方面 

1.家長認為要傳承給下一代的客家精神、文化傳統或價值觀依序是「刻苦耐勞」、「尊

師重道」、「重教育文化」、「節儉風氣」、「團結精神」、「勤勞愛勞動」、「愛鄉愛國」、

「講究清潔」、「硬頸精神」、「保守穩健」和「安命認命」。 
2.家長們認為最重要須傳承給下一代的是的客家精神、文化傳統或價值觀是「刻苦耐

勞」(41.6%)，接下來是「重教育文化」(15.8%)和「尊師重道」(11.5%)。 
3.在是否贊成子女返鄉服務方面，家長贊成的比例超過五成，但也有四成以上的家長

保持彈性，端視工作機會而定。 
4.家長對子女會不會說客家話的看法，「一定要會」的佔 43.1﹪，「盡量要會」的佔

40.2﹪，「由孩子自己決定」的佔 13.9﹪、「不一定要會」的佔 2.9%。此外，不同

年齡家長在「對子女會不會說客家話」的看法上有差異，30 歲以下家長認為「由

孩子自己決定」居多；31-40 歲家長以認為「一定要會」最多；41-50 歲家長以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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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盡量要會」居多。就另一半是否為客家人的差異比較，經卡方考驗分析未達顯

著水準，顯示在「家長對子女會不會說客家話」的看法上，並未因太太或先生是否

為客家人而有所不同。 
5.在子女客家話的表現方面，客家話「非常流利」的佔 22.0﹪，「普通」的佔 38.8﹪，

「會聽不太會說」的佔 32.5﹪，「幾乎完全不會」的佔 6.7﹪。 
6.大約有七成以上家長同意學校需要進行客語教學，但也有二成家長沒有意見。 
7.超過八成的家長認為家庭、學校和社會都應該為客語和客家文化傳承共同努力。 

二、質性晤談部分 

訪談對象：共有八位，四對夫妻。 
第一對夫妻（F1、M1）先生 70 歲、太太 68 歲，年輕時都以務農為主，兩人目前

均已退休，有四個子女，兩男兩女，其中老大（女）、老二（男）和老么（男）都在中

小學當老師，老三（女）則在學校當技工。兩人二十年來都在家幫忙照顧四個子女的小

孩，目前幫忙照顧么兒的第二個兒子。 
第二對夫妻（F2、M2）先生 50 歲、太太 46 歲，先生目前在國營事業機構上班，

太太在小學當老師，育有一男一女，女兒目前讀大學（師範學院），兒子目前讀高一。 
第三對夫妻（F3、M3）先生 44 歲、太太 38 歲，先生在私人公司上班，太太在公

家機關當工友，女兒目前讀小學 5 年級，兒子讀小學 2 年級。 
第四對夫妻（F4、M4）先生 35 歲、太太 33 歲，目前兩人都在自家的粄條店幫忙，

兩個小孩則分別是 6 歲（男）和 2 歲（男）。 
訪談主題：教養的職責角色、教養目標、教養方式、親子關係和客家精神和價值觀

的傳承。 

(一)教養職責或角色 

    依照受訪者的教養認知，基本上大部份的教養工作應該由母親來做，因為母親對子

女的性格、大小事都比較了解，女性天生也都比較有母愛，因此，照顧和教養工作由母

親來做會比較合適；至於父親則必須要承擔家裡的主要家計，以賺錢養家為主，在觀念

上還是不出「男主外、女主內」的傳統想法；從實際情形來看，母親對小孩的情形似乎

都比較清楚（特別是細節的部份），也擔負較多跟教養有關的工作（如接送小孩、檢查

功課、 跟孩子討論等….）。 
F1：阿爸負責賺錢，阿姆負責顧家、養小孩，本來就很正常，我自己的阿爸連女的（小

孩）都很少抱呢！事情要分工，才不會錯亂。像我較後生的時候，每日從早沒閒到

日頭落山，哪有時間照顧小孩子，另一方面很多顧小孩的事情男人也做不來，婦人

家比較在行啦!以前人都是這樣，也很少人要求做阿爸一定要怎樣幫忙照顧小孩，

賺比較多錢回家養小孩較實在啦!! 
M1：男人如果能賺多點錢回來養家，其實就不會差了，小孩基本上只要不發生大的問

題，做阿姆都可以處理，以前小孩的大小事情大部份都是我在處理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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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2：小孩小的時候補習、學才藝都是我在接送，功課也是我在看，老公都常要加班，

如果要靠他，事情都不用做了，以前我媽都教我們為人妻要如何如何，其實夫妻間

主要是互相體諒啦！教養工作，主要考量是如何對小孩最好，至於誰做多做少不會

太在意啦。 
F3：我在一家環保工程公司上班，每天工作時間蠻長的，大概都要八點多才能回家，有

時候回到家小孩都睡了，所以家裡大小事都是太太在管，包括我的薪水都交給他處

理，我幾乎都在當現成的爸爸，當然也感謝老婆的幫忙。 
F4：當父母的職責就是提供生活的照顧和經濟支持（吃的、穿的、用的）吧！像我們賣

板條賺錢就是為了照養下一代呀！我跟太太誰有時間就去照顧小孩，更多時候是我

爸媽（小孩的阿公阿媽）幫忙看，因為顧店常常忙不過來。 

(二)教養目標 

客家人講教養目標都是有層次的，基本的要求是不學壞、有規矩、要老實，再來就

是努力上進、能讀書盡量讀，至於光宗耀祖、出人頭地則放在理想目標的位置，不會奢

求，這種想法在某種程度反映了客家人務實的態度。另一種層次則是隨著孩子年齡不同

而調整教養目標，嬰幼兒階段比較重視身心發展和基本能力的養成，中小學階段則較重

視學業、人格和品格的陶冶，到大專或出社會則比較要求努力上進和獨立自主。 
F1：不管怎樣，就是要孩子多努力讀書，以後做文職的頭路，做老師、公務人員、電信

局、中油台電都好，別人才看得起你這家人。 
M1：我們一輩子務農，辛苦工作也沒賺到錢，總希望孩子們能有自己的出息，有不錯

的工作，不要像我們在田裡面過一生。像現在幾個孩子都在教書、媳婦和女婿也有

正當的職業，我們就覺得很滿意了，孩子日子過的好，以前養育的辛勞就覺得沒白

費啦！ 
M2：我覺得最基本是不要學壞、規矩要好；如果可以的話，書要讀好，尤其是我們教

書的人，自己的小孩教不好是很丟臉的。當然在每個不同的發展階段會有不同的教

養目標，孩子小的時候比較注意身體和基本生活能力的發展，國中小就比較重視功

課學業和品行方面，現在就要看他們未來能不能出社會獨立自主，做自己的主人

囉！ 
M3：以前自己書是沒有讀好，知道書念不好的辛苦，所以最希望孩子能在學業上多努

力，在這個重視文憑的地方，只有讀書最有前途。 
F4：做生意有時做不成，不是一個穩定的工作，最好做老師或教授，受人尊敬、薪水也

不錯，但是要先讀的識書，靠頭腦賺錢。 
M4：現在孩子還小，身體康健最重要，讀小學後就要開始要求功課了，還有就是不能

太皮、要聽話，更遠的教養目標，現在還沒想到那裡耶！ 

(三)教養方式 

    教養的觀念隨著時代的進步越來越民主開明，老一輩的教養比較嚴格，認為不打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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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器，小孩要磨練將來才有成就。比較年輕的父母則持比較開明的態度，希望透過獎懲

的制度，鼓勵小孩追求表現和避免犯錯。上一輩的教養態度對現代父母並沒有啥影響

力，大部分的教養觀念是來自親朋討論、報章書籍或自己的體會。 
F1：做錯事如果嚴重一點就會打，因為以前也被修理的很兇，但我這些孩子都算乖啦，

所以被打的機會很少；獎勵通常是給錢啦，以前錢比較大，考第一名或前三名會給

五角一塊來鼓勵，這樣子小孩比較會繼續努力。 
M1：孩子小時候，我對他們很嚴格，做錯事一定會被教訓，因為只有嚴格管教，小孩

才不會變壞。他們小的時候，如果不乖會被我嚇說警察或阿兵哥會來抓走，好像就

蠻有用的，不過隨著孩子長大，幾乎都是用講的比較多。 
F2：關於獎勵，我跟太太研究後就建立制度，大小考試達到什麼名次就可以得到不同程

度的獎勵，藉此希望小孩能不斷的努力，至於其他方面表現的好，通常只有口頭勉

勵，最多就是去外面吃飯，是真的外面喔！因為以前美濃餐廳很少，所以都要到外

地去吃或逛，否則就只能吃粄條囉！做錯事的處罰也是看情況啦！小孩犯錯比較嚴

重以前曾經打過，不過國中以後就不打了，一方面怕傷了孩子的自尊，一方面小孩

也比較大能跟她們講道理了。 
M2：小時候他爸爸會打他們，我讀師專受過師範教育，知道體罰的壞處，因此會阻止

先生體罰，他大概都能接受。當然我也不是放任小孩，孩子犯錯還是會處分，只是

方法不同，有時候就是打掃、禁足或減少零用錢，大一點就用說理的，小孩子大概

都能接受。 
F3：雖然以前也是被打出來的，但是還是不贊成用打的，因為對孩子心理的影響太大，

到現在我都還可以回憶以前被爸爸揍的情形，那是一段非常痛苦的經驗，所以不希

望加諸在自己小孩身上。小孩其實很聰明識相的，只要用對方法引導，就不會變壞。

一個小孩變壞，其實家長要負最大的責任，是否有盡到為人父母的職責。雖然家裡

的教養重擔都落在太太身上，但我們有機會還是會彼此討論小孩的教育和教養問

題，我們只有兩個小孩，不像以前老一輩都生一堆，應該有能力教養好自己的小孩。 
M3：家裡的賞罰都有規定，小孩也都很清楚，兩個小孩也會互相規勸、約束和鼓勵，

所以教養沒啥問題，現在比較要緊的是學業問題，因為書讀不好，以後會很辛苦，

就像我是家裡書讀的最不好的一個，其他兄弟姊妹都有很好的發展，還有唸到博士

的，我只有高職畢業，現在的工作不管薪水、社會聲望都不如人，所以體會到台灣

社會對文憑的重視，當然就非常要求小孩的功課，能讀上去一直讀上去，免得長大

後悔。父母的職責之一就是幫他們規劃未來啦！ 
F4：現在美濃觀光比較有名一點，假日外地客不少，生意很忙碌，所以教養工作大部分

是由我爸媽(阿公阿媽)來做，不過有時間還是自己帶，因為隔代教養還是會有些問

題。老大現在讀幼稚園中班，老二兩歲，現在是小孩變好變壞的重要時期，如果不

好好教育，以後如果有偏差再要管也管不動了。我的教養方式很簡單，錯就要講要

罵，表現好就要獎勵，我不會用打的，因為越打會越皮，以後會更難管。 
M4：我的教養觀念大部分都是跟親朋討論或書報雜誌看來的，父母以前管我們那一套



 12

基本上沒在用，因為那種嚴管嚴教方式不太適合現在的小孩，現在大家小孩都生的

少，我們也很寶貝自己的小孩，管教的方式都比較人性。 

(四)親子關係 

    所有父母都希望與子女保持良好的親子關係，但也希望子女能尊重父母和聽從父母

的話（特別是孩子小時候），隨著孩子的長大，許多父母也希望跟子女像朋友一樣無所

不談。 
F1：我跟小孩的關係還好，只是平常講話較少、溝通較少，他們好像跟媽媽比較親，這

也難怪，孩子都是從娘胎出來，而且大概都是媽媽照顧比較多。 
M2：孩子小時候學校發生的事都會跟我們說，我們家常利用晚餐時間進行家庭會議，

畢竟現在的小孩用高壓手段恐怕不太有效，多聽她們的意見、多和他們討論溝通才

能發展出良好的親子關係。 
F3：小孩子都有叛逆期，像我們家的老大只有小學高年級，就已經開始有很多自己的意

見了，有時候會被他的話給氣死。在小孩成長的過程，要維持和諧的親子關係的確

不是件容易的事。 
M4：我們家三代同堂，平常都是公公婆婆照顧比較多，我們有空的時候也會盡量陪小

孩，現在他們還小，所以還沒啥親子間的問題。 

(五)客家價值觀的傳承 

    現代客家父母對於教養行為中，是否會傳承客家價值觀和客家精神給下一代大都表

示還是會把優良的客家價值或觀念教給下一代，因為好的傳統或觀念是值得代代相傳

的。至於大家所提到的客家價值觀，主要包含節儉、勤勞、吃苦耐勞、團結、愛鄉等。 
F1：外頭人講客家人吝嗇，另外一層意義就是節儉，本來當省就要省，我常跟孩子說要

省一點，留些錢來以後做頭路或供他們的小孩唸書。很多客家人的好習慣不但要保

存，還要一代一代傳下去，像「愛清潔」這種事情怎麼會不重要；又像「愛勞動」

怎會不要緊呢？人講「地要日日掃，田要日日到」，就是教人要勤勞、不可懶惰。 
M1：我們的阿ㄟ教我一句「家頭教尾、田頭地尾、灶頭鍋尾、針頭線尾」四項婦工，

認為女孩子一定要學會了這些事情，才算是能幹，所以以前客家女孩子必須認真學

認真做，否則就會被叫做「懶尸妹」，很難聽的。但是時代不相同了，現在的媳婦

都沒我們勤勞啦！很多工作都沒法度做，同樣的道理，我也不會用以前的標準太嚴

格要求女兒，因為真的太苦的。 
F2：很多客家的價值和精神必須重新詮釋，這樣孩子才能接受。就像「省」的觀念，以

前小時候我爸媽規定一塊錢要用一禮拜，隨時要檢查錢還在不在，我們家小孩都留

到最後一日才花，有時候就交給媽媽保管。但是今天的「節儉」就改成教小孩「當

省則省，當用就用」，因為也不希望孩子對自己太壞，過得太辛苦。另外，也告訴

小孩要團結，尤其是姊弟要「和」，不可為小事打壞感情，平常要聯絡。要女兒讀

師範院校是認為女生當老師最好，工作穩定單純、薪水不差、名聲也不錯，講出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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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面子。 
M2：我們非常重視小孩的教育，從小才藝、課業輔導樣樣都少不了，目的就是希望小

孩以後能讀好學校、將來有出息。像我自己娘家把我送到路程十小時的花蓮師專去

考試，就是望我能當老師，其實雄女也有考上，也想去唸，但是家裡一方面考慮經

濟問題，一方面想到以後工作問題，還是要我去唸師專，不過想想女孩子在單純的

學校工作真得很不錯，所以啦，也叫女兒填師範學院，將來能當老師，不過最近看

到流浪教師的問題也覺得蠻擔心的。 
F3：以前常被罵不夠「勤勞」，讀書不夠「勤勞」所以讀沒書，做事不夠「勤勞」所以

做不成事，以前都覺得父母愛唸愛講，現在自己出社會了，在競爭激烈的職場，才

知道客家人勤勞的傳統對做事幫助有多大。像團結也是，在我們公司有不少客家

人，大家感情都不錯，有機會也會互相幫忙，所謂客家人的「和」，就表現出來了。 
M3：我們的小孩客家話講的還不錯，主要是在家裡我們都要求小孩要說，公公婆婆不

太會講國語，跟小孩也只用客家話溝通。但是發現一個現象，很多小孩小學入學前

客家話講得很好，但到學校受到同儕使用國語的影響，客家話越講越少，慢慢就退

步了。雖然目前學校有進行客語教學，但是最重要的是要常用、生活化，學校再怎

麼樣每週頂多兩節課，效果有限，重要的是每個客家人家庭都能使用客家話溝通，

這樣客語人口才不會流失和萎縮，我很多客家朋友都自己在家都講國語，又怪小孩

都不講客家話，好像有點矛盾。 
F4：我從來沒離開美濃到外地吃頭路，我認為要傳承給下一代的就是不忘本，了解自己

是什麼人、從哪裡出生，在哪片土地長大。很多美濃人在月光山下長大成人，但是

走就走了，從來不曾家鄉做出任何的貢獻，這種人拿到碩士博士或鴻圖大展很成

功，但是只有他自己好，講難聽一點，對家鄉的幫助還不如我一個賣粄條的，至少

人客到我店裡吃板條冬瓜封的時候，還可以跟他們介紹美濃的風土人情和美麗菸樓

河壩，推銷一下自己的家鄉。若問以後小孩長大會不會要求回家鄉服務，感情上一

定會叫他回來，因為我們會老，小孩留在身邊有個照應，但是這種講法好像太自私

了，有時候子女有心返鄉工作、回饋鄉里，但是不一定有適合的頭路，這樣講起來

好像跟我前面講的有矛盾，或許有些美濃遊子是有心返鄉服務卻沒有機會的。 
M4：我家裡賣板條，來來往往的外地人客很多，閒聊有時候會提說你們客家人如何如

何，譬如過去都說客家人小氣、吝嗇或節儉，或說客家人保守、認命、吃苦，我覺

得看你怎麼看這些啦!有些節儉的習慣應該被肯定，只要不要太苛刻，當用就用當

省則省，沒什麼不好。有些人覺得當客家媳婦很苦，要吃苦要求很多，但在我看來，

現在的公公婆婆很少還有過去的舊思想，大多都能接受現代的觀點，不會無理要

求。所以很多優良的客家的文化或精神，像注重清潔、節儉習慣、與人為善、讀書

風氣等，我都會告訴孩子，希望他們也能傳承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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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論與建議 

第一節  結論 

根據研究結果得到以下結論。 
一、在教養職責方面。大部分客籍家長觀念上都能認同教養子女是父母親兩個人的責

任；實際上也有六成三的家庭目前是由夫妻共同負擔的教養工作，但也有二成四家

庭是由母親負責。而提到客家人教養工作的分工時，認為主要由母親負責的比例提

升到三成七，女性家長甚至認為客家人的主要教養責任是由母親擔負。此外，約六

成家長認為客家婦女教養子女負擔較其他族群為重。 
二、在教養目標方面。「做人要誠實」是幼稚園和小學階段家長認為最重要的目標。九

成三的家長對孩子的教養目標，會隨著孩子不同階段而改變或調整。在孝順觀念

上，所有家長都贊成孩子要孝順父母，沒有不贊成的，但問及會不會要求子女要孝

順時，也有部分家長表示由子女自己決定。 
三、在教養方式方面。小孩做錯事，家長通常會視情況決定如何處理；而表現特別好時，

有七成八家長會「口頭稱讚」。家長對「嚴管」大多不表贊成，但 60 歲以上家長非

常贊成的比例多過不太贊成；但是傾向贊成體罰的家長卻約有七成；此外有七成二

的家長自認教養採開明民主式；教養態度養成方面，50 歲以下的家長大都強調靠

自己累積經驗，但 60 歲以上家長都是從「自己的父母」獲得教養態度。 
四、在親子關係方面。大部分家長自認親子關係非常良好或還算良好，而家長較能接受

的親子關係是「跟子女就像好朋友一樣無所不談」，特別是 50 歲以下的家長，但

60 歲以上家長比較能接受子女對自己表現出對長輩的尊敬和尊重。 
五、在客家精神、文化和價值觀傳承方面。家長認為要傳承給下一代的客家精神、文化

傳統或價值觀依序是「刻苦耐勞」、「尊師重道」、「重教育文化」、「節儉風氣」、「團

結精神」、「勤勞愛勞動」、「愛鄉愛國」、「講究清潔」、「硬頸精神」、「保守穩健」和

「安命認命」，而前三者也被視為最重要必須傳承給下一代的客家精神。贊成子女

學成返鄉服務的家長超過五成；也有八成三家長認為子女「一定要會」或「盡量要

會」講客家話，值得注意的是 30 歲以下的家長大多由孩子自己決定要不要講客家

話；在子女的客家話表現上，普通和會聽不會說的佔最多數，只有兩成客家學童客

家話非常流利；大約有七成以上家長同意學校需要進行客語教學，但也有二成家長

沒有意見；.超過八成的家長認為家庭、學校和社會都應該為客語和客家文化傳承

共同努力。 

第二節  建議 

根據研究結果，形成研究建議如下： 
一、從客籍子女的客語表現能力來看，客語流失的情形頗為嚴重，又從家長對客語教學

的態度觀察，仍有二成家長沒意見。或許家長在家能否有意願教小孩客語才是母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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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成功與否的關鍵。相關單位必須重視此現象，找方法讓家長們有意願又有能力

進行親子間的客語教學。 
二、在教養職責角色上，家長大多強調負母親兩個人共同負擔教養責任，但不少女性家

長認為自己事事都要管，擔負大部分教養子女的責任。雖說傳統客家婦女具備吃苦

耐勞勤勉持家的美德，但具備現代教養觀的客家男性也應該落實教養的責任，畢竟

父親是孩子重要楷模，多花點時間「陪」「養」孩子，協助其順利成長，也是客家

「婦」「孺」之幸。 
三、在教養目標上，客籍家長大都尊重其子弟未來工作的選擇權，縱然客家人仍隱含保

守穩健的集體性格，但家長們應順著孩子多元智慧的發展，發揮其所學所長，讓他

們歡喜、快樂的發展生涯，規劃自己的未來。 
四、在教養方法上，贊成體罰必要性的家長約有七成。根據心理學理論，體罰對個體心

理的傷害甚鉅，但也是即刻有短期效果的手段，因此很多家長習慣以體罰威脅子

女，以收威嚇管束之效，建議客籍家長可以尋求更有教育性的管教方式，視情況有

效運用，也不枉七成以上家長自詡為開明民主式的教養。 
五、在客家精神、價值觀的傳承上，許多家長都認為優良的傳統客家精神必須代代相傳，

客家文化才能繼續發揚。時代賦予這一代客家青年子弟的傳承和發揚客家文化的使

命。方法上，客籍家長在教養子女時，必須先要讓子女對客家文化認同，找回客家

人的自信，不要一天到晚強調自己是弱勢文化，反而應該以「台灣第二優勢的文化」

自居，找回客家人的光榮和尊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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