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媽媽不上學－這是目前就讀蒙彼利埃大學藝術史系的瑪麗今日

的寫照。因為女兒發燒加上幼稚園因罷工關閉，她今天無法到校上課。

自從有了小孩之後，今年二十二歲的瑪麗就開始學習如何在充滿風險

與挑戰，蠟燭兩頭燒的生活中走跳自如。但她並非少數個案。根據大

學生生活暸望臺(Observatoire de la vie étudiante，OVE)在 2016年所做

的調查顯示，4.5％的法國大學生至少育有一名子女。國家人口研究

院(Institut national d’études démographiques，INED)研究員洛利葉

(Arnaud Régnier-Loilier)稍早就此議題發表其研究結果：「我們預估大

約有十一萬大學生面臨這樣的情形。」 

 

不該被遺忘的特例 

 

十一萬顯然不是一個微不足道的數目。但洛利葉認為「應該用比

較宏觀的角度來看」。瑞典每五位大學生就有一位已經為人父母，但

在法國，大部分案例是在重拾學業之前，便在工作或失業期間生兒育

女。如果只算在學期間才有小孩的案例，則佔 2016 年受訪學生的

1,2 %。可見這樣的現象並不常見。然而，作為極少數的特例卻讓這

群學生所面臨的困境遭到忽視，首當其衝的就是學業上的表現。 

懷孕期間及育兒初期所帶來的疲憊感很容易讓父母自動忽視課

業。根據大學生生活暸望臺的研究，這群為人父母的學生在考試時面

臨較大的困難也在預料之內。在需照顧小孩的情況下，仍順利完成第

一學期課程的學生，男性約為 52%，女性則為 50 %，而一般學生的

通過率則為 65 %。 

 

關鍵時刻，社會資源進駐 

 

對這些已為人父母的學生而言，如何在有限的時間內作出取捨是

一個關鍵課題。花時間讀書就無法陪伴小孩，反之亦然。「日常的時

間因須配合小孩的生活作息而被切割得非常破碎，但這又是他們不可

逃避的責任，所以最困難的考驗莫過於善用得來不易的空檔。」巴黎



 

政治學院社會學博士生蓋德(Aden Gaide)表示。 

但生兒育女所產生的限制與不便並非毫無益處，有些人就因此重

拾追求學業的熱情。此外，這也是一個發展群我關係的特別機會，這

群學生受到周遭人群幫助與善待的故事不勝枚舉。目前就讀蒙彼利埃

大學碩士二年級的吾爾達奇(Lynda Oultache)回憶：「當她要補考卻找

不到人顧小孩時，系主任同意她可以帶著小女兒應考，這讓她有如吃

下定心丸般能繼續準備考試。」 

有些大學則設有校內托兒所，此項服務不僅提供給教職員，也開

放給本校學生。巴黎九大、波爾多大學、里爾三大等皆有如此設置，

而大學生服務中心(CROUS)也試著提供必要援助。 

 

政府政策及社會大眾觀念皆須革新 

 

觀察以上學生們的經歷是我們能在日常生活中給予協助的關鍵。

曾在懷孕期間就讀高等學院預備班的格麗森(Mayliss Grison)認為，提

供學生產假的措施勢在必行。她也強調社會觀念需要改變，在法國，

許多人認為完成學業、事業起步後才能生兒育女，這樣的直線思維讓

許多破例者備感壓力。因為大部分客觀條件尚未成形，同時兼任學生

和父母兩個角色就看似相當瘋狂。但許多學生仍然願意拋棄一切，只

在學業與孕育下一代的夾縫之間力求生存，這樣的情形值得更多被社

會大眾關注並給予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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