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些日子為了臺灣與中國大陸簽署兩

岸服務貿易協定，馬英九總統就曾以婚姻

為比喻，他說：「簽訂服務貿易協定如同

兩人結婚，婚後若發現某些因素無法在一

起，是能夠分開的。」總統藉婚姻為比喻

來闡述如此重大議題，某程度也呈現離婚

這事，在現代已經是一件屢見不鮮的事情。

然而，若兩人的婚姻已經有愛的結晶，分

開恐不再只能思考父母雙方，更應該審慎

思考孩子的情況。當然，單親家庭的產生，

不僅止於離婚造成，諸如父母雙方分居、

父母一方死亡或出走，或指由未婚媽媽或

爸爸獨力扶養等，都是產生單親家庭的情

況。一般而言，單親家庭孩子帶給社會的

許多不良效應（如：青少年犯罪事件等），

也比較容易被放大來檢視。在東原國中，

單親家庭孩子比率不在少數，這些孩子在

東原國中，他們會是怎麼樣的樣貌？是如

同外界刻板印象的難以輔導與管教，抑

或者有不一樣的情況。

國二的小靈來自單親原住民家庭，

與母親相依為命，國小畢業後，由師長

積極鼓吹到東原國中住宿就讀，接受舉

重訓練。小靈現在已經是青少年舉重 44

公斤級全國記錄保持人，代表臺灣先後

到烏茲別克、中國大陸、杜哈、泰國等地

比賽，目前在國家代表隊長期培訓。高二

的小穎來自父親早逝的隔代教養新住民家

庭，母親因案入獄服刑，由高齡 80 的阿嬤

扶養，國小畢業後，由師長積極鼓吹到東

原國中住宿就讀，三年後順利考取新營高

中語文資優班，目前仍住在東原國中，持

續接受東原國中的照顧。103 學年度的東原

國中，全校 192 位孩子中有高達 138 位來

自低收、中低收、失親、單親、隔代教養、

新住民子女、原住民等家庭。在東原國中，

弱勢家庭的背景，不再是阻礙孩子發展的

困境，而是一幕幕膾炙人口逆轉人生的故

事，小靈與小穎這兩位單親家庭孩子，只

是諸多在東原國中的弱勢家庭孩子的典範

之一。

從上述兩位孩子優質的表現可見，單

親家庭孩子在東原國中，各項表現均非常

亮眼，不但扭轉世俗對於單親家庭孩子的

刻板印象，也逆轉孩子的人生。要能達到

這樣的情況，當然也非一件簡單的工程。

尤其國中時期的

從學校看家庭教育

單親家庭孩子在東原國中的快意生活
黃添勇

▲順發3C吳錦昌董事長親自到現場為東原國中孩子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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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逐漸由家庭認同邁向同儕認同，此

時也因為急於證明自己已經長大，會出現

挑戰大人威權的現象，加上單親的因素，

容易會讓關心孩子的大人產生更大的恐慌。

學校面對單親家庭孩子，應該有怎樣的積

極性作為，才能有效協助孩子渡過最艱困

的時刻，在東原國中，我們有以下做法教

養來自單親家庭的孩子：

一、給予積極性差別待遇

單親家庭男孩若由父親扶養，對於母

親（女性）的印象相對薄弱，此時由具有

母愛的師長循循善誘，效果將會比較能彰

顯出來。（扶養角色反之亦然）

社會與學校對於單親家庭孩子，一般

都會帶著不同的濾鏡看待，但這差別待遇

確實有其必要，畢竟不同家庭背景的孩子，

就該有不同的輔導與管教方式。尤其對於

來自單親家庭的孩子，更要給予積極性差

別待遇，方能給予孩子正向增強。當然，

造成單親家庭的因素不一，加上孩子性別

的差異，積極性差別待遇的細膩程度與內

容也必須有所不同。

二、協助改善經濟狀況造成的困難因子

每年為孩子募得支持他們課業與生活

的愛心善款，並將這些善款做最有效的運

用，讓每位需要經濟支撐的單親家庭孩子，

都可以過著生活無虞的日子，協助擺脫家

庭經濟困境。也藉由協助孩子的生活支撐，

培養心存感恩的態度。

一般來說，單親家庭的家庭經濟狀況

相較於一般家庭會比較弱勢，這樣的差異

某些程度會造成孩子心理方面的壓力，甚

至有行為退縮情況。學校是一個良善的界

面，能有效將社會善心資源直接用在孩子

身上，也較能給予孩子適當適時的協助。

三、給予信任的關心

我們透過小老師或小助理制度，讓這

▲101.12.9東原國中社區生活營大鼓成果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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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孩子更有機會與師長良性互動，藉以讓

老師能有更多機會關心孩子，更提供孩子

責任感的建構機會，建構與孩子可以交心

的信賴夥伴。

師長關心孩子，天經地義。然而，關

心對孩子只有一半的幫助，甚至效果有限。

在東原國中，我們不只關心，更積極與孩

子建構互為夥伴的信任感。單親家庭孩子

在家中與父親或者母親的互動時間相較於

學校師長來得少，加上課業壓力，返家後

親子互動（成熟大人與小孩間的互動）機

會不多，學校可提供比較多的機會讓孩子

跟著大人學習成長。

四、建立正向同儕典範

優質的學長與學姊，絕對是孩子最好

的導師，尤其來自同樣背景的英雄典範，

絕對是單親家庭孩子最重要的學習楷模。

國中時期，朋友比家人與師長重要，

同儕的力量遠大於大人們。「近朱者赤，

近墨者黑」的影響力在此時最容易凸顯。

學校一方面要關注孩子在學校與課後的交

友狀況，為孩子減少負向拉力。另一方面，

也得藉由公開儀式、典章制度、適時故事，

大力讚揚學生積極性作為，建立正向同儕

典範，型塑優質學生文化。

五、培養自信心與榮譽感

當孩子犯錯後，最有感的一句話是：

「你是某某團隊的一員，你們團隊常常上

台領獎，下回領獎時，全校其他同學會怎

樣看你？你希望別人把你當成英雄？還是

認為這樣的人也可以領這個獎？」

東原國中班級全校十班以下，學生總

人數不到兩百人，卻開辦各項學生團隊，

在體育方面計有籃球、舉重、高爾夫與跆

拳道，在藝術方面則有立體紙雕塑、烏克

麗麗、牆面藝術、大鼓、舞獅、古典舞蹈、

旗陣、武術等，在生涯技藝方面總共有中

餐、西餐、美容、美髮、園藝、陶藝、化

工等技能培養。孩子利用課餘或社團活動

課程習藝，藉著專長培養自信心與榮譽感，

讓孩子避免提早自我跛足。行之多年後，

我們也藉著孩子對團隊的熱愛，進而要求

他們「做人謙遜有禮、做事認真負責、做

學問積極用心。」

六、聽比說更重要

無論怎麼氣，也總得要等孩子把話說

完，讓他們可以清楚且完整的表述自己的

意見。

一般人容易把單親家庭孩子犯錯情況

歸咎於這些孩子的特別成長背景，更容易

以說教方式面對孩子所發生的偏差觀念或

行為。當然，這些孩子同樣也會因為自身

成長背景而容易同樣放大解釋師長們的諄

諄教誨，易產生負面解讀。所以，對於單

親家庭孩子發生偏差觀念或行為時，當有

更多的耐心傾聽，給予孩子充分的表述機

會，然後再同理心的給予回饋，如此才能

有效改善孩子觀念與行為。

七、引導比指導更有效

無論怎麼急，也總得要留給孩子更多

的自由度，讓他們可以有犯錯的機會。

老一輩常有「囝仔有耳無嘴」的教養

觀念，認為這些涉世未深的孩子應該聽從

教導，不應該有太多的意見。但是現今的

小孩拜科技所賜，吸收資訊的管道與內容

廣泛，教師已經不再是孩子資訊的唯一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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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在此情況下，對於單親家庭孩子的引

導，絕對會比指導更為重要。應提供孩子

安全環境讓孩子可以嘗試錯誤，並在錯誤

中引導他們習得人生正確觀念。

八、黑白臉一樣重要

輔導與管教要有劇本，而且，要全校

師長一起擔任演員，有些人給予孩子當頭

棒喝，有些人則給予孩子溫暖支撐。

在現今的教育現場，因為諸多輔導與

管教的爭議，扼殺讓越來越多教師在輔導

與管教方面的熱忱，過去管家婆的個性在

如今變得行禮如儀，孩子發生偏差行為，

記過單一丟，輔導轉介單一開，就認為責

任已了。沒有熱情的輔導與管教等於無效，

只是醞釀孩子下次更大問題的產生。當孩

子發生偏差行為，該有人給予當頭棒喝，

也得有人適時伸出援手，雙管齊下，才能

有效解構偏差觀念，重構正確人生觀。

九、教孩子，先教大人

積極溝通找到共同處，讓親師的教養

觀念與方法更為一致，並藉以突破單親家

庭的透明天花板。

這幾年來面對單

親家庭家長，最容易

聽到的是：「我一個

人，真的不知道怎樣教

這個小孩。」或者是：

「就因為孩子來自單親

家庭，所以別人容易有

偏見。」有鑑於此，學

校於學生入學時，即應

協調導師給予單親家庭多

一點關心與聯繫，建構好

夥伴關係，並協助克服單親家庭的透明天

花板，讓家長清楚了解學校對於學生輔導

與管教的立場，雙方能一致性的引導孩子。

十、隨時檢討與改進

做到不能做的時候，才是做的開始，

才是做得更好的開始。

多數的師長來自正常家庭，若無專業

的訓練，實在難以感受到單親家庭孩子的

感受，也容易落入師生彼此殘害的惡性循

環。尤其在東原國中，教師流動率非常高，

孩子輔導與管教容易因為人員異動產生問

題，加上教師經驗不足，容易有所偏頗。

所以，每週二早上的導師暨行政會議即是

一個可以公開討論的平台，藉以檢討與改

進每位孩子輔導與管教議題，讓對孩子的

照顧做得更到位，更完善。

有時候，幫助者對於受幫助者容易有

習不查焉的霸權心態，對於受幫助者產生

另一層次的傷害。尤其過去我們對於單親

家庭孩子有「容易產生偏差行為」的刻板

印象，甚至放大解讀這些孩子的偏差行為，

這往往會讓單親家庭有更多的退縮或反抗。

在東原國中，來自弱勢家庭孩子

密度高到孩子並不認為自己的處

境有何特殊，加上學校刻意的

精心安排，讓每位孩子都有享

有高峰成長的機會與經驗。並

且給予積極性差別待遇，讓每

位孩子都能享有真正的公平，

如此一來，每位來自單親家庭

的孩子在東原國中，都能過著

「活得有自信、活得沒煩惱、

活得很精采、活得有尊嚴」

的快意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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