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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職講座 

本學期親職講座辦理方式是實體與線上，隨著疫情已減緩，本校安排 2 場的實體講座，講師與家長

親自面對面互動、提問回答親職教養相關知能。也因應家長需求，另外安排 1 場線上講座，橫跨空

間場域、時間性，也能讓家長隨時隨地都能加入。目前報名人次皆非常踴躍，以下是本學的親職講

座簡述內容: 

 

第一場 3 月 7 日[擁抱刺蝟孩子：給孩子更多力量的溝通回應技巧]，由諮商心理師、作家-陳志恆心

理師，分享親子之間如何開啟對話以及回應的方式，感同身受+表達出來=同理心，同理心的練習，

用｢情緒形容詞｣說出對方的情緒感受。最後給予有效的肯定-正向聚焦。希望經過練習，詮釋親子之

間情緒的同理，彼此增加信任感，讓親子溝通更順暢。 

   

 

第二場 4 月 11 日[別讓負面情緒綁架你~自我照顧與壓力紓解]，聘請心理顧問-胡展誥心理師，親職

教養過程中，先照顧好家長的心靈，才能好好的照顧小孩。請給自己一個療傷的機會！讓我們以正

向思維積極面對情緒，傾聽內心最真實的聲音，透過擺脫自我懷疑。學會正視自我負面情緒、以正

向思維培養積極態度、擺脫自我懷疑增進教養效能、找到親子之間的平衡點。 

   

 

第三場 6 月 1 日[心理韌性：培養孩子面對挫折的勇氣]，邀請新北市輔導與諮商中心-賴芷瑜心理

師，父母想要打造孩子的心理韌性，或者想培養出恆毅力，其實是有方法的，但可千萬不能躁進。

《心理韌性》書中開宗明義，人生就像是參與一場馬拉松，我們不追求贏在起跑點，卻是希望孩子

能「一直願意跑」，這樣終究才有機會登上高峰。一直願意跑，跌倒了爬起來繼續跑，這就是恆毅

力，是成功的要訣。 



 

[幸福甜甜圈]親職團體 

112 年上半年本校申請新北市政府家庭教育中心[幸福甜甜圈]親職團體課程，本親職團體課程以自我

成長團體方式進行，參加成員為主要照顧者包含父母、祖父母等。本次成員有 10 位媽媽及 3 位祖

母，隨著時代改變，阿嬤帶孫子的方式也需要改變，過去的打罵教育已不合時宜，現代的孩子需要

什麼養分，照顧者亦須調整教養方式。感謝薛重生老師及陳惠娟老師的帶領，讓家長的教養上一路

互相扶持與陪伴。以下是家長愛的留言: 

 

1.透過課程和討論，更多的看到自己教養方式一直朝著”好”的方向前進，中間有挫折就先安頓好自

己，就有能力去挖掘孩子的特質去欣賞上他。接著我對自己的期許是能做一個看見孩子需求的媽

媽。 

2.敞開心胸接受跟小朋友不一樣的想法。 

3.問題只是引導我們思考、看見孩子的價值肯定孩子。 

4.慢慢的藝術、放下手機專心說話、溫柔的說話。 

5.先認同、鼓勵再教導，聆聽心裡的聲音，不要被情緒所主導。 

6.每個人在成長過程中，或多或少都有過同儕相處的問題。透過課程的引導與省思，讓我們安慰曾

經受傷的自己。 

7.提升自我價值，看見孩子亮點，感謝孩子願意分享，懂得學會適時放手。 

8.這次的課程讓我了解更多的與小孩溝通和對方的心理想法，更能了解當爸媽的想法以及我們教育

方式是否對錯。 

9.因為希望孩子好而來上課，學到的新思維及做法，不但可以用在孩子身上，也可以反省自己的行

為。多給自己鼓勵，讓自己過得開心、快樂、舒坦，好好照顧自己，才能給孩子及家庭合適照護與

支援。 

 

  

 



  
 

 [當我們童在一起] 

以「情緒教育」與「問題解決能力」為主軸，透過導師、輔導老師的教導，一起幫助孩子了解自己

的情緒，以適宜的方式表達情緒及感受，養成同理心、友善他人，並自我激勵。 

對象是一年級學生，一年級班導師及專輔導師(葉美瑩老師、王佳珍老師)進行指導，課程主題:認識

情緒名詞、快樂上學我不怕、都是你害的、結交新朋友、我會讚美別人少批評、我的玩具不見了及

我是家事小幫手。希望幫助孩子在人際互動方式。 

  

班導師:介紹情緒轉盤行動方法        專輔老師:認識情緒 

 

 

 

  



[孝親感恩系列活動] 

五月的感恩季，以學習型家庭提倡親子分享、情感交流，建立學習行動與溝通表達、國際文化與 

互動關懷、感恩惜福與慈愛孝順的新北幸福家庭。系列活動如下: 

一、我最感謝的人：活動期間請學生提供與長輩合照，並寫下對長輩的感恩、感謝的話語，將學生

作品展示播放於一樓穿堂大屏。 

二、愛的行動學習單：給學生兩項任務，「愛的支票」及「為愛朗讀」，為為長輩服務、為愛朗讀。 

三、實物銀行：愛心募捐物資至實物銀行，當天邀請志工共同協助，活動後送至輔諮中心。 

 

   
 

   

 

   
 



   
 

   

 

   
 

家庭教育中心官網 

 

 

讓我們來幫幫您 



1.法律扶助資源:法律扶助基金會 412-8518#2(手機請加 02)。 

2.親職教育相關資源:各縣市家庭教育中心 412-8185(手機請加 02)。 

3.經濟協助資源:福利諮詢專線 1957。長照服務專線 1966。各縣市政府就業服務(站)處。家庭(社會)

福利服務中心。新(原)住民家庭服務中心。 

4.疑難雜症:市民服務專線 19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