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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之所向　資源管理之所在

中華民國家庭教育專業人員協會理事長　林淑玲

這是一個快速變化的時代，學校裡所教

的知識或者能力總來不及讓學生出校門使用

就已經落伍。對於沒有思考或者著手去規畫

、管理自己的生活，只想要順著每日例行的

事項過著生活，平穩、平淡的人而言，面對

變化與挑戰，往往只能接受他人分配、給予

的資源，甚至最後落入社會的底層，淪為可

被取代的勞動人口，貧窮而終。因此了解社

會發展，並學習如何順勢因應及規畫是現代

人及現代家庭發展歷程重要的課題。

人類大部分的行為是目標導向的，例如

會為了可以上更好的學校而努力用功讀書、

為了讓自己更健康而努力運動；但是面對資

訊爆炸、瞬息萬變的社會，在每日的生活中

，我們會有很多的機會、也會遭遇到許多的

挑戰，當面對挑戰的時候，我們是不是具備

了能力並且已經準備好抓住機會改變呢？也

就是說，我們是否已經清楚知道自己想要什

麼，並且在每日的生活中逐步的累積自己的

能力，規畫運用資源來掌握機會？換句話說

，我們是否善用資源來讓自己更有能力的面

對急遽變化的社會，這是每一個人都需要學

習的資源管理的議題。

管理是有意識的創新生活機會，並且深

思熟慮的適應內部改變與環境需求，透過問

題解決與做決定，以調動資源的方式來滿足

人類的需求、實現價值、達成重要目標，以

及豐富生活品質的歷程(Rettig,2016)。根據

Rettig的說法，所謂的管理，始於個人想要有

更好的生活品質、有想要達成或者實現的價

值或目標，因此有意識的創新生活機會，深

思熟慮做決定、解決問題並運用資源來適應

環境要求。例如，某個人深思熟慮之後想要

出國進修以拓展自己的生活視野，脫離生活

舒適圈，創新生活，那麼將要面臨的管理議

題是這樣的改變真的是自己想要達成的重要

目標嗎？達成出國進修的目標，自己的心態

、生活習慣或者價值觀需要做什麼樣的改變

？出國所帶來的環境改變和挑戰是什麼？當

自己面對上述改變和挑戰的時候是如何做決

定、如何解決問題的？有那些資源可以幫助

自己適應並且達成出國進修，創新生活的目

標？

上述的歷程也可以用以思考如何提升家

庭生活品質。因為家庭是人的集合，所以在

運用上述思維時，可以從下列幾個議題來思

考：

一、家庭成員的需求是什麼？想要達成什麼樣

的重要目標？想要實現的價值是什麼？

家庭處在不同的發展階段，可以參與做

家庭決定的成員排列組合是不一樣的。例如

對新婚家庭而言，新婚夫妻是他們共同的小

家庭的主要決定者，因此家庭的目標決定要

由新婚夫妻共同協商，而不是任何一個人單

獨的決定。同時，新婚家庭想要達成的目標

，可能是如何盡快讓來自兩個不同背景的人

可以在共同分享的生活環境中適應彼此，並

決定是否迎接新生命加入家庭。

對於子女正處於青少年階段的家庭而言

，參與家庭決定的成員就不只是夫妻，還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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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準備進入成人世界的青少年；家庭目標

的決定，要將青少年和夫妻的需求、價值觀

納入考慮，達成共識。換句話說，家庭成員

間的異質性越大，成員間價值觀的差異越大

，那麼要凝聚或達成共同目標的難度也會越

大。在做家庭決定、設定要達成的家庭目標

時，如何照顧到每個家庭成員的心理及生理

、社會需求，並達成最大程度的妥協，是一

個需要學習的議題。

二、在面對適應內部改變與環境需求時，家

庭成員是否深思熟慮並且有意識的去創

新生活機會？

在面對不同家庭成員的需求和價值，要

凝聚共識並且適應生活挑戰並不是一件容易

的事，而且還要家庭成員對於所面對挑戰的

認知能夠深思熟慮的作決定，創造新的生活

機會，並不是船到橋頭自然就能直的。換句

話說，在面對環境或者家庭內部的壓力時，

考驗的正是全家人是否有足夠的凝聚共識；

但是家庭共識的凝聚並非遭遇事件的當下再

去面對就可以達成，相反的，這需要家人在

平日花時間相處、互動與溝通，在生活中表

達和磨合。例如家中的主要經濟來源者面對

裁員和中年轉業的挑戰時，全家人是否對這

樣的挑戰有共識，能不能一起深思熟慮面對

並清楚知道該如何作抉擇，不是在面對挑戰

時在去思考就能夠解決問題的，相反的，需

要全家人平日就有良好的關係，能夠瞭解彼

此，並且願意在面對挑戰時以全家人最大的

利益為前題共同創造新的生活機會。

三、在解決問題和做決定的歷程中，家庭可

以運用的資源是那些？

現代家庭為了因應社會變遷，不斷朝向

核心化、原子化的方向發展，也就是家庭的

人口數下降、代間數減少(在農業社會，一個

家庭中可能有三代或者四代，甚至五代同堂

；但是現在大多是二代)，相對的，在面對生

活挑戰或壓力時，家庭能夠運用的家庭或家

族內資源減少，而社會提供的資源重要性也

因而提高。舉例來說，農業社會的子女養育

照顧大多是由家族共同承擔責任，但是在家

庭核心化之後，小家庭無法完成承擔起子女

照顧責任，這時候家庭就需要考量有那些可

用的資源以解決這個挑戰。為了協助家庭因

應生活挑戰，政府提供了許多許多資源供運

用，除了社會局處提供的資源外，各縣市家

庭教育中心也提供了許多資源供家庭運用，

但是這些資源和社會局處所提供的物質資源

不同，而是協助家庭學習了解成員的特質、

需要、家庭發展的歷程，如何經營家庭生活

等相關的課程，都是幫助家庭在面對挑戰的

過程中，得以解決問題和做決定。

從上述從管理的概念來看家庭生活品質

提升的敘述中，不難看出其實家庭生活管理

的重點並不在於如何運用資源讓生活享有更

多更好的物質，而是如何認識、瞭解處在不

同發展階段的家庭成員需求為何、所面臨的

挑戰為何，家庭成員對家庭生活的共同願景

為何；在取得最大共同利益的前提下，透過

有效的問題解決和做決定的過程，運用資源

來提升家庭生活品質。這個歷程中的關鍵在

於家人之間的愛與信任是否足夠，彼此是否

花了更多的時間去了解彼此，而這些正是所

謂家庭「愛的存款」。家，是人心之所向，

就資源運用與管理的角度來看，真正取之不

盡、用之不竭的是「心力」而非外在的物質

資源，我們花多少心思在家人關係上，就可

以回收多少相對的回饋，這才是家庭資源管

理的核心理念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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