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CT 親職教育方案應用在幼兒園家長團體中的成效研究 

一、 研究主題與目的 

    近年來，台灣兒虐案件的比例不斷升高，且死亡率屢創歷年新高，令社會譁

然。而在台灣目前的研究中，以兒虐預防為主的親職教育方案研究卻十分有限。

有鑑於預防勝於治療的觀念，因此本研究結合政大大學社會責任計畫，進入大學

週邊平宅社區內的幼兒園，提供以暴力預防為主的親職團體—ACT 親職方案。

研究者調整與規劃 ACT 親職教育方案的內容，並將本土文化融入課程中，期待

透過提升親職知能及親子關係品質、改善孩童偏差行為的小團體課程，來預防潛

藏的家庭暴力，並針對高風險家庭提供進一步的追蹤與危機處遇。 

二、 研究方法 

    在平宅社區中的公立幼兒園，經由園方轉介，共招募十三位 0-10 歲孩童的

父母及主要照顧者，進行為期八週、每週兩小時的團體。第一次與最後一次團體

進行前後測問卷施測，作為團體成效的參考。而每一次團體結束後都有與當週內

容相關的回家作業，成員需於下一次團體前完成，並在下次團體中進行分享與討

論，團體帶領者會針對成員分享的內容進行正向回饋與接納同理。團體結束後四

個月，進行焦點團體，以瞭解團體持續的影響，以及蒐集家長對 ACT 親職方案

的回饋。 

    

三、 研究結果 

    本研究以家長團體後的焦點團體訪談內容為主，分析團體成員參加 ACT 親

職團體後，在親職知能、親子關係品質方面的影響，研究發現家長能內化團體內

容的收穫與學習，大致分為以下三點： 

（一） 逐漸建立「兒童本位」的思考模式 

    成員開始學習如何傾聽與回饋，用「回應」取代「反應」的方式與孩

童相處，並能理解孩童每個發展階段之特性為何？過去認為孩童故意要造

反、蓄意破壞的思維修正為「孩童正在探索與認識世界」的正常表現。 

 

（二） 建立普同感 

    透過這次的團體活動，促進家長彼此間、以及親師間的交流，並讓團

體成員體認到自己並非孤單面對問題，而是身邊其實有許多資源可以協助

及提供支持。 

 

（三） 區分管教與體罰，遠離家庭暴力 

    成員透過團體，真正在生活中實踐並體認到正向管教比負向處罰可以

更有效的去減少孩子的不良行為產生，成員不需要像以往一樣對孩子生

氣，反而與孩子好好溝通是更有用的解決策略，由此可知團體能帶給家長

矯正性的經驗。 

 



四、 結論與建議 

（一） 建立親師聯絡網 

    建立一個以幼兒為中心的「關懷網」，積極善意地溝通，有效的親師交流，

能取代過去家長對幼兒園「報憂不報喜」的誤解，並能與老師合作一同陪伴孩子

的成長。 

 

（二）辦理親職教育活動 

    目前幼兒園的活動中大多有相關的親職活動規劃，但若能以「孩童教養問題

的分享與交流」取代過去以「孩童作品、成果展示」為主的活動規劃，才能真正

有效的達到親職教育的目的。 

 

（二） 持續進行後續個案追蹤 

    此團體定位在「減少家庭暴力」的初級預防層級，透過團體發現與評估潛藏

的暴力危機，並需進一步規劃，才能針對已發現的高風險家庭進行後續的個案追

蹤與危機處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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