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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歌手王夢麟先生在「民歌四十高峰

會」上曾說：「我們這一代是懂得

孝順的最後一代，也是被下一代拋棄的第

一代，所以大家要保持口袋，我常說財產

早分光，病床睜開眼睛後，只有老婆在身

旁⋯⋯」這看似妙語如珠的一段話，卻讓

我百感交集，也反映出當代父母處在價值

差異、世代交替中的兩難！

父母角色面臨空前挑戰

父母角色的扮演，一方面受成長中

父母管教態度所影響，模仿上一代的教

法，在嘗試錯誤中摸索前進；但遇到問

題時又通 常自行解決，或

請教專家

或親友的意見，結果往往莫衷一是；甚

至同一套教法用在兒女身上，效果截然

不同，令人困惑！而教養兒女方法的差

異，也是許多家庭紛擾的根源。有些將

孩子托給祖父母隔代教養，但兩代的教

養態度南轅北轍；有的乾脆交給托幼單

位、安親班、住宿與私立學校等，以為

可以暫時紓解壓力，卻換來親子疏離；

即使孩子與父母同住，到了青春期，孩

子就仿如家中的「房客」，放學回家一

把關上房門，親子形同陌路⋯⋯。在在

都讓為人父母者苦不堪言！

在網路世紀，父母角色尤其面臨空

前挑戰！網路成為人際互動的主要媒介

後，世代差距愈來愈嚴重。根據統計，

日本目前有50多萬12∼18歲的青少年

上網成癮，醫院開始成立「戒網

科」，幫助父母協助青少年網癮

問題，文部科學省也計畫成立網

路勒戒營，聘請專業人士協助

上網成癮的青少年。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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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學另一章
文｜周祝瑛　國立政治大學教育系教授

「父母學」可依不同子女年齡層進行知識與經驗的交流與協助，讓身為

父母者擺脫單打獨鬥的艱辛，獲得其他父母與專業社群的支援系統，以

承擔當今社會培養孩子複雜任務的挑戰，享受擔任父母的喜樂與愛，進

一步教出懂得尊重個人與他人生命的個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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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的調查結果也顯示：國內20.4%的

國小四到六年級生，23.7%的國中學生與

32.3%高中職生網路成癮。而大陸青少年

約有13%網路成癮；韓國十八歲以下的學

生中，則高達30%網路成癮。可見青少年

網路成癮問題，已經成為世界各國的通

象，也是親子關係不可逆轉的局勢與挑

戰！甚至許多年輕父母本身就是網路重

度使用者，自己是不折不扣的低頭族，

也會用電動玩具或手機等安撫幼小孩

童，不知不覺讓小孩也染上網癮問題。

行事觀念兩代兩樣情

親子的世代差距更出現在行事觀

念上。最近，朋友的女兒即將結婚，準

新郎完全不考慮岳家的想法，竟以奇裝

異服、爆炸頭的裝扮至岳家提親。新人

雙方甚至都主張只要公證結婚，不宴請

賓客，理由是：「結婚是兩人的事，不

想太麻煩其他人！」經雙方父母好說歹

說，這對新人類才勉強同意：結婚是兩

家人的事，也要體諒雙方家長的心情

⋯⋯。但也只辦兩桌宴客，且限定成人

親戚小聚。年輕人還說：以後想補辦婚

禮的話，可以選個國外某小島，兩人去

慶祝即可⋯⋯。這對態度堅決、毫不妥

協的年輕人，從小即享受最好的學校與

家庭資源，高中玩樂團、在外租屋單獨

住宿，大學時仍由父母供養；畢業後，

賺幾年薪水便辭去工作，到國外旅遊，

顯然並不擔心父母奉養問題；結婚時，

父母早已準備好房子當作賀禮⋯⋯。這

樣「孝順」兒女的父母，到頭來只能含

淚妥協，接受兒女「結婚只是兩個人的

事」的殘酷事實，也再度印證王夢麟先

生的談話所言不假！ 

在世代差距的衝突中自我成長

有鑒於此，筆者呼籲國內應該重視

「父母學」(parentology)，無論是大學

開設跨領域的父母學課程(包含：教育、

社會、心理、哲學等)，幫助大學生從事

婚姻與家庭的性向試探與知識觀念的建

立。對於社會上廣大的父母民眾，更可

以依不同子女年齡層進行知識與經驗的

交流與協助，讓身為父母者擺脫單打獨

鬥的艱辛，獲得其他父母與專業社群的

支援系統，以承擔當今社會培養孩子複

雜任務的挑戰，享受擔任父母的喜樂與

愛。如此，不但讓生命得以圓滿，同時

也有機會在世代差距的衝突中獲得自我

成長與心理調適，進一步教出懂得尊重

個人與他人生命的個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