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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子齊心互動多‧家事有趣快樂做

林佑霖

根據教育部「中小學生做家務」調查(註

一)，親子會一起做家事的只占調查人口的半

數，有1/4的學生從來沒做過家事。這調查結

果會一起做家事的1/2親子值得我們喝采，但

我們也為從沒做過家事1/4的孩子覺得惋惜，

惋惜他們喪失了學習的機會。臺灣師範大學

人類發展與家庭學系主任周麗端(註二)表示

，學生不做家事的原因主要是沒養成習慣，

或父母過度包容，只要孩子以課業為重，沒

適時鼓勵和提醒孩子做家務，久而久之孩子

自然就不做家務了。

奧地利心理學家阿德勒認為：良好適應

的人，同時是具有高度社會興趣的人（註三

）；而社會興趣的內涵便是關心、合作的能

力，也是孩子未來在社會上必須具備的關鍵

能力。家庭是孩子學習此能力的最佳場域，

做家事則是具體的培養方式。因此，如何讓

孩子共同做家事，讓孩子將做家事視為自己

的責任之一，而非爸爸、媽媽的工作，顯得

格外重要。在鼓勵親子共同參與家事學習時

，筆者提供幾點建議：

一、成員合作，團隊分工

讓孩子從小瞭解家事是全家每個人的共

同責任，只要是家庭成員，都應該負有做家

事的責任，培養孩子對家庭的責任心和歸屬

感。依照年齡和能力配合家庭環境狀況，來

分工合作。例如：1歲開始可以教導從簡單的

收拾故事書、玩具、小物品、扔自己尿布…

等；到3至4歲時，四肢協調力發展較好，就

可以訓練簡單家事，例如：洗碗、掃地、摺

衣服、刷洗自己衣褲、幫忙照顧弟弟妹妹…

等，起初大人可以指導多一點，等孩子熟悉

後，可以盡量讓孩子獨立完成細部工作，增

加成就感；而6歲以上的孩子可以在飯後幫忙

收桌子、洗碗、倒垃圾、整理房間等家事，

讓家庭成員大家都有參與，提升參與感。

二、減少命令，增加協調

在家事分工或分配的過程，可以跟孩子

們一起討論與協調，避免用命令的語氣來指

派家事，多讓孩子說說哪個部分是他（她）

願意做的，或孩子能做的，當孩子參與此決

策過程時，會感覺受到尊重，參與的意願會

大幅提高，做家事的時候也能減少「心不甘

，情不願。」的狀況。

三、適度引導，家事有趣

以往家事常被視為負擔或要求，甚至是

一種對孩子的懲罰；家事無趣也導致孩子不

喜歡做，應讓孩子對做家事感到有趣，做有

興趣的事才能持久，這是讓孩子承擔責任的

第一步。如果父母能將家事以適度的引導，

變成對家人的愛，或當成遊戲。例如：大掃

除也能當成一種全家合作的活動，掃到垃圾

就是找到寶藏，比比看誰找到的寶藏多；將

拖把變成魔術棒，能把黑色的汙漬便不見…

等。相信在有趣的引導後，單純無味的家事

會變得有趣又好玩，才能培養孩子做家事的

習慣，同時也能促進家庭和諧。

四、親子參與，全家同心：

和孩子一起完成一件家事，孩子不但能

體會到身為家中一份子的責任感、父母的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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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更因家人的鼓勵而對家有歸屬感，父母

也能從中培養親子感情。例如：可以將拖地

、掃地、收拾雜物等工作細分內容來分配或

認領任務，大家一起協力動手，父母並在做

家事的過程中指導應注意的細節，使孩子遇

到類似的情境，對於「細節」就更能掌握，

也有助於生活適應與人際互動。另在親子共

同享受做家事所帶來樂趣的同時，不僅幫助

孩子歡心願意付出努力、承擔責任，提升孩

子的心理成就外，親子親密情感也建立了。

五、正向語言，鼓勵支持

以鼓勵代替責備，用讚美取代威脅，做

不好也不要當面指責，如果真的有孩子做不

好的地方，再偷偷幫忙做好剩下的部分，不

要因為怕孩子做不好，就急著出手幫忙或在

旁責罵。這種訓練剛開始時，或許家長要花

更多的時間將孩子沒做好的家事善後，但學

習是需要時間累積的，這也是教育的一部分

。所以要用正向語言鼓勵，讓孩子感受到家

人的支持，並強化孩子做家事的內在動機。

會做家事的孩子，有自信、有責任感，

且自我管理能力強；做過家事的孩子，更能

體會父母的辛勞，學會感恩，而且做完家事

，會充滿快樂與成就感。因此，家長要給予

孩子培養生活自理能力和獨立處事的機會，

同時父母也要肯定孩子的參與和努力，當然

在孩子做家事的過程中，父母要好好把握時

機進行機會教育與經驗分享，讓親子的互動

在做家事中變得更融洽，期許每個家庭將做

家事變成親子互動的最佳時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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