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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孩子多走一段路─攜手共親職，優化教養質 

撰文：吳順發校長 

 

「小安（化名）是某國小四年級學生，在疫情居家學習期間，各項作業表現

良好，與家人朋友互動熱絡，但新學期復課回到學校後，每天早上步入校門時，

都必須和母親上演一場感人肺腑的親子分離戲碼，無法主動踏入校門與師長同學

們共同學習，必須在母親及師長的陪伴下，等待調適好心情，才願意進到教室內，

開始他每天的學習旅程！日復一日，在大家的支持陪伴下，持續等待著小安的成

長…」。 

學齡階段兒童的學習發展與適應表現 

以上場景大家是否似曾相識呢？學齡階段是孩子步入正規教育的開始，各項

生活及學習規範與要求，相較於學齡前階段逐漸加深加廣，對於適應力較佳的孩

子而言，能在很短的時間內便達到成人們的期待，然而，對於發展步調比較慢的

孩子而言，學校學習與生活的適應，便是一個沉重的發展壓力！基本上，處於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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齡階段的孩子，除生理發展速度有所差異之外，在心理社會發展上，亦可能有不

同的發展進程，將學齡前階段之「自動自發與退縮愧疚」，此發展任務帶至國小

階段持續進化，連結學齡階段之「勤奮進取與自貶自卑」發展任務，呈現出發展

順利者，在求學、做事及與人互動上，會展現出主動積極、有責任感的態度；不

順利者，則容易呈現畏懼退縮、欠缺價值感及自信心等發展樣態（Erikson, 1963；

引自張春興，2013）。如能適切認知孩子們在學校生活的學習與適應表現內涵，

雙親將能攜手與師長一起合作，共同陪伴孩子多走一段路，在此階段找到最合適

的發展節奏，持續正向地朝下一個發展階段邁進與成長！ 

依筆者在國小教育現場之實務觀察，對應上述發展任務內涵，學齡階段兒童

在學校生活的各項學習發展與適應表現，大致會在以下面向中展現： 

（一）多元學習：在認知及感官等各項學習發展上，適應良好兒童能主動積

極地參與，並嘗試各項多元學習活動，願意努力解決困難以完成各項作業；適應

不佳者，則容易在欠缺興趣與自信的學習活動上，呈現退縮不合作的行為。 

（二）語言表達：在語言表達發展上，適應良好兒童能清晰具體地表達其感

受、需求與想法，讓對方能順利接收與回應協助；適應不佳者，少數甚至不願以

言語與他人溝通，大部分則以簡短語詞做回應，需要成人進一步引導。 

（三）情緒管理：情緒是對內外部重要事件產生的反應，適應良好兒童能勇

於面對、接受、處理、放下自己的情緒；適應不佳者，則會呈現出過度壓抑個人

感受或情緒失控狀況，進而引發自傷或傷人的不當行為表現。 

（四）人際互動：在人際互動之發展上，特別容易於新年段換班級時，遭遇

適應上的衝擊，適應良好者能在引導下調適自我，投入人際互動之中；適應不佳

者，則容易帶著過往未解決的議題，表現出拒學、拒友的問題狀態。 

共親職的意涵與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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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親職（co-parenting），是指伴侶能共同分擔照顧、教養孩子的責任，爸爸

不再只是有空才來協助媽媽照顧小孩的幫手，而是和媽媽形成一個親職同盟，在

相互支持、溝通合作及彼此尊重的原則下，建立愉快的親職同盟（許芳菊，2021）。

由於家庭形態趨向多元化，共親職已非同時運作（co-operation），而是參與式的

概念，家長參與孩子的事務，承擔照護與教養的責任，依雙方關係而有不同程度

的互動與認同，原則上，理想的共親職是合作式的家長，雙方衝突程度是最低的

（林秋芬，2016）。其內涵包括：（一）教導：如協助孩子解決問題、教導孩子新

技能、與孩子討論問題及處理孩子不當行為等；（二）照顧：如替孩子準備飲食

衣物及上學用品、清潔整理孩子的生活物品及房間等；（三）休閒活動：如和孩

子一起從事戶外活動、和孩子在家遊戲與參加其學校活動等（林惠雅，2010）。

家長如能同心協力共同教養孩子，不僅自己的親職壓力較小，對孩子未來各階段

的適應發展亦能有正向的助益。家有學齡階段子女之家長，可就以下四個部分做

思考，實踐共親職內涵，陪伴適應不佳孩子勇敢自信地迎接每段成長歷程的改變

與困境！ 

（一）溝通分工：針對孩子的發展需求，家長應連結學校教師、同學、親屬

等重要他人之觀察與建議，透過深刻對話歷程，發揮彼此在教養上的優勢能力，

共同陪伴孩子走過當前發展上所遭遇的難題。如：溫柔體貼的爸爸能在孩子上學

前給於擁抱鼓勵，在孩子放學後傾聽他的心情與進步；熱情活力的媽媽，則能主

動規劃並邀請孩子和家人，共同來場戶外活動體驗。 

（二）補位求援：有關共親職的分工內涵，可能會因為彼此的生活變化無法

順暢執行，此時，家長就必須能透過即時補位或尋求外援的方式，讓孩子的發展

需求能獲得照顧，如：每天載送孩子前往學校克服拒學壓力的媽媽，可能因為出

差，而無法陪伴孩子，爸爸應有所承接，參考媽媽與孩子道別的儀式，即時補位

這份愛的滋潤，協助孩子走過這一段過渡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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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包容鼓勵：在補位求援的實踐過程中，難免有不如預期成效的感受出

現，在此當下，應包容彼此的作法與思考，給予對方滿滿的鼓勵與讚美，攜手反

思每個行動當下可再滾動微調之處。如：當發現在配偶的陪伴下，情緒控管不佳

的孩子，於親子共學活動中和同學發生衝突，配偶卻無法適切協助時，應分享其

陪伴的經驗與做法，體貼其困難並鼓勵對方再嘗試。 

（四）與愛同行：分工固然是共親職實踐過程非常核心的一部分，然而，在

整體實踐歷程中，應隨時回到以愛出發的「合作」觀點做思考，找機會共同參與

每個細部分工內涵，製造親子同聚時間，展現 1+1 大於 2 的教養力量。在此同

時，也要提醒鼓勵彼此，容許孩子緩慢成長過程的曖昧不明，預留伴侶共同與個

別休息時間，調適好身心狀態後，與愛繼續同行！ 

結語─攜手共親職，優化教養質 

每個獨特個體的發展速度有異，其生長歷程所遇到的生命故事亦不同，陪伴

適應不佳的孩子成長，是條刻骨銘心之路，讓我們耐心地陪孩子多走一段路，雙

親協力以優化教養質量，協助孩子克服發展困境，同時存款於未來孩子多陪我們

走一段路的芬芳關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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