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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父母」的模樣好家庭

好教養

好夫妻

老少咸宜的「家族旅遊」

牽手，愛「我們的」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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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父母」的模樣

2019年調查發現：臺灣民眾初次為人祖父母的年齡約為54歲，以國人的平均壽命80歲

來看，祖孫關係可長達25年以上。「為人祖父母」是個人生命發展歷程中的重要事件，

祖孫關係也是家人關係中重要的一環。

「祖父母」的模樣

對於「祖父母」，你的印象是什麼呢？調查發現：有8成以上的祖父母認為自己是「救火隊」。對現代雙薪家庭來

說，祖父母確實是照顧孫子女、家中大小事件的重要救援部隊。在孫子女的眼中，多數認為祖父母是「歷史學家」，

家族的歷史與故事，由祖父母口中，世世代代相傳。人們常說「家有一老，如有一寶」，祖父母確實是家中的寶藏，

但或許並不「老」?！充滿活力、及時救援、話說古今的「祖父母」，有著各種可能的模樣！

「祖父母節」，

全家一起同樂共學！

每年8月的第4個星期日是

「祖父母節」，透過這個日

子，全家一起三代同樂。可

以這樣做：

< 喜歡『賴』在爺奶心坎裡

對祖父母而言，看到孫子女是最開心的事，「滑時代」下，住得遠、忙學業的孫子女，

試試以下３個好方法，讓祖孫常常「賴」在一起！

語音訊息
利用「語音訊息」留一段話，「阿孫，颱風放假了！要出門還是要小心喔」彼此傳遞訊息與關心！

即時分享
「即時分享」照片或影片，分享生活大小事。 「阿嬤！我在墾丁天氣晴｣

互動遊戲
善用貼圖、換臉等互動遊戲，增加樂趣，拉近祖孫距離！

祖父母的模樣 爺爺一定有辦法

大手牽小手

外婆萬歲

全家拍照趣

https://imyfamily.moe.edu.tw/%E5%AE%B6%E4%BA%BA%E9%97%9C%E4%BF%82/%E7%A5%96%E7%88%B6%E6%AF%8D%E7%9A%84%E6%A8%A1%E6%A8%A3
https://imyfamily.moe.edu.tw/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42&catid=8&Itemid=306
https://imyfamily.moe.edu.tw/%E5%AE%B6%E4%BA%BA%E9%97%9C%E4%BF%82/%E5%A4%A7%E6%89%8B%E7%89%BD%E5%B0%8F%E6%89%8B
https://imyfamily.moe.edu.tw/tree/index.php/grandparents/article?id=339
https://imyfamily.moe.edu.tw/tree/index.php/photo/


老少咸宜的「家族旅遊」!

小時候，爸媽帶我們出去玩，是童年記憶中最美好的回憶。

趁著暑假，帶著阿公、阿嬤和孩子，全家三代一起出遊去，創造出更豐富的家族回憶！

祖孫同遊，三代聚在一起，祖父母可以和孫子女同樂，同時也是父母的最佳幫手。不過，

規劃適合「年長」+「年幼」的家族旅遊，不簡單！要如何安排？可以試著用以下的檢

核表事先準備，讓家族旅行大小都開心，一路歡樂。

三代同遊，車程建議兩個小時以內，對全家人都適宜。短短的車程中，除了

閉眼休息外，可以試試以下小撇步，增進旅途趣味，也能使三代的關係更緊密！

回味無窮的沿途風光，

一起

 定期藥物：

出遊前先去醫院，與醫生確認

定期服用藥物，及旅遊自備藥

 避寒避暑：扇子、薄外套、

遮陽帽、墨鏡

 行走：拐杖(助行器)、輪椅、

便於行走的鞋子

 物品：手機、證件、緊急聯

絡資訊

 常備藥物

內用：腸胃、發燒、止咳藥、

鼻水、過敏藥物

外用：OK繃、蚊蟲咬藥膏

 避暑避寒：帽子、扇子、薄外套、

雨衣

 行走：推車、背巾

 物品：尿布、玩具、安撫小物、

小零食、耳溫槍、副食品

 隨身物品：濕紙巾、衛生紙、

乾洗手、毛巾、手帕、防蚊液

 飯店選擇：通用設計、無障礙

 餐廳選擇：空間較大的餐廳、

有兒童座椅

 景點選擇：考量安全、體力與

喜好，定點式從容漫遊

 了解天氣：雨備、合宜穿著

 視需要購買保險

坐電車，出發

給祖父母
的TIPS

給祖孫子女
的TIPS

給全家人
的TIPS

7歲+

此階段的孩子可以完整表達並理解大人說的話。

藉著車程時間，分享三代間的不同的經驗和感受，

對彼此的生活有更深入的了解，促進三代間的交

流與情感。

彼此分享對景點的想像以及期待的心情

彼此分享曾經去過的景點和回憶

討論旅行景點的特色(風景名勝、地理人文等)

父母的最佳幫手

喜之客：super 阿嬤的超級教養術

來看看小朋友對祖父母的印象是

老人印象拼圖

做好萬全準備 家庭急救包

試試看：

https://imyfamily.moe.edu.tw/tree/index.php/grandparents/article?id=342
https://icoparenting.moe.edu.tw/%E5%AF%B6%E5%AF%B6%E7%9A%84%E5%81%A5%E5%BA%B7%E6%88%90%E9%95%B7/%E5%AE%B6%E5%BA%AD%E6%80%A5%E6%95%91%E5%8C%85
https://icoparenting.moe.edu.tw/%E5%AF%B6%E5%AF%B6%E7%9A%84%E5%81%A5%E5%BA%B7%E6%88%90%E9%95%B7/%E5%AE%B6%E5%BA%AD%E6%80%A5%E6%95%91%E5%8C%85
https://icoparenting.moe.edu.tw/%E5%AF%B6%E5%AF%B6%E7%9A%84%E5%81%A5%E5%BA%B7%E6%88%90%E9%95%B7/%E5%AE%B6%E5%BA%AD%E6%80%A5%E6%95%91%E5%8C%85
https://imyfamily.moe.edu.tw/tree/index.php/grandparents/article?id=464
https://imyfamily.moe.edu.tw/%E5%AE%B6%E4%BA%BA%E9%97%9C%E4%BF%82/%E8%80%81%E4%BA%BA%E5%8D%B0%E8%B1%A1%E6%8B%BC%E5%9C%96
https://icoparenting.moe.edu.tw/%E5%AF%B6%E5%AF%B6%E7%9A%84%E5%81%A5%E5%BA%B7%E6%88%90%E9%95%B7/%E5%AE%B6%E5%BA%AD%E6%80%A5%E6%95%91%E5%8C%85


當孩子出生，我們的父母就成為孩子的「祖父母｣！兩家人的生活多了含飴弄孫、三代

共處的時刻，重要的是，夫妻倆人與上一代的互動模式會影響到祖孫關係及全家人的相處。

對於祖父母在孫子女成長過程中的參與，夫妻的想法如能有共識，搭起三代間情感的橋樑，

這將是我們送給父母及孩子最棒的人生禮物。透過以下兩個練習，拉緊三代的心！

牽手，愛「我們的」父母

練習1：認識另一半的成長經驗，了解祖父母的教養方式

要完整的認識一個人，不只是看他現在說的話、表現的

行為，而是要進一步了解行為背後可能的成因，認識彼此

的原生家庭需要發揮這種偵探精神。首先，和另一半聊聊：

印象中，小時候父母的管教方式，可以幫助我們理解祖父

母的教養習慣；接著，讓另一半說說小時候對爸媽的印象，

例如：覺得爸媽是怎麼樣的人？個性如何？家庭世代之間

相處情形等，進一步理解另一半原生家庭經驗與價值觀。

練習2：理解「祖父母」對孩子的愛與期待

孩子健康快樂成長，是全家人共同的希望，兩代也許做法不同，但出發點是一樣的。當兩代之間想法不同，

先「看見」祖父母的出發點是「愛孩子」，再解讀祖父母的作為。例如，祖父母期待孩子在忙碌的學校生活外，

可以有放鬆的時光，所以讓孩子看電視、吃點心等。因此父母若能先戴上「正向」的眼鏡，想想祖父母的行為

背後可能的原因，有助緩和代間的教養差異，也可以有兩代對話與溝通的契機。

做你家人的好家人

設立原則

教養孩子是父母的責任，

由夫妻二人溝通：屬於我

們家的教養原則，以及設

立這些原則背後的原因。

育兒心連心 意想不到的幸福家庭秘訣

了解另一半原生家庭的教養價值觀
的三個關鍵問題

重要的教養規範
如：幾歲可以有零用錢？
犯錯最常被處罰的方式？

重視的品格養成
如：最常被懲罰的原因？
最常被肯定的行為？

家庭互動與習慣
如：平日家中吃晚餐時
的場景？過年的習俗？

找一條回家的路

不同世代的生活情境會影響教養的觀念，兩代之間不免會對教養孩子的想法或方式有所不同。

面對意見不同時，可以先建立屬於夫妻倆人的小默契，攜手一與上一代溝通、協調。

正向的態度看待上一代愛孩子的

心，謝謝他們願意以他們認為最好

的方法，來對待我們的孩子，適時

向祖父母表達感謝。

聆聽與理解上一代想法的同時，

以「我的父母、由我去溝通｣為

原則，夫妻協力讓上一代明白我

們家的教養原則與想法。

合宜溝通正向眼光

https://icoparenting.moe.edu.tw/edm_sys/index.php/goodfamily
https://icoparenting.moe.edu.tw/edm_sys/index.php/Heart
https://imyfamily.moe.edu.tw/tree/index.php/library/article?id=653
https://imyfamily.moe.edu.tw/tree/index.php/library/article?id=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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