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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家庭」是社會最基本的單位，也是家人享受「愛」與「溫暖」的地方。高二

修習家庭教育課程，在課程中閱讀到教育部於 2010 年做了一份調查：「我國國民與

家人間互動情形調查」，發現住在一起的家人，欠缺親密互動，相互表達關心與愛

的方式也很有限。 

 看到這份調查，令人有些遺憾，家是散播「愛」與「溫暖」的地方，欠缺親

密互動，家人關係是否會變得疏離冷漠？那麼，要如何增進家人的親密關係呢？

我們想要從自身做起，因此找了幾位志同道合的同學，一起探討甚麼是親密關係？

家人如何表達親密關係？並且學習如何增進家人之間的親密關係？ 

 在研究過程中發現，一般談到親密關係，通常直接聯想到男女朋友或夫妻之

間的關係，在青少年階段，父母親、兄弟姊妹、祖父母乃是我們的重要家人，因

此，本研究探討的是以居住在一起的家人為研究的核心，設計問卷了解青少年與

家人互動的頻率、方式，並收集有關家庭教育的相關資訊，藉以增進家人親密互

動，我們稱之為「愛家行動」。 

二、 研究目的 

(一) 探討何謂親密關係？ 

(二) 探討青少年與家人互動的情況。 

(三) 探討如何增進青少年與家人的互動關係？ 

三、名詞解釋 

(一)青少年 

  又稱「青春期」或「狂飆期」，具體言之，當個體出現第一性徵及第二性徵時，

即為青春期的起點。唯個人出現性徵的時間有很大的差異，有的早在九、十歲即

開始，有的則延至十四、十五歲才出現。青年期的個體在身體、情緒和認知發展

方面皆有很大的變化。 

(二)家人關係 

    即家庭成員之間的人際關係，也尌是家人間發生的心理層面與社會層面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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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互動關係。家人關係有別於其他人際間的關係，是普遍且最持久的一種，此一

互動關係不停變化著，包含了角色、功能、情感連結等狀態。在心理層面的關係

上，主要是家人之間所感受到的安全感、愛與隸屬的感覺、價值觀等情感，而社

會層面的關係則是家人之間基於血緣、婚姻等元素所形成的角色關係。 

(三)親密關係 

    通常是指密切的私人聯繫與歸屬感，通過深切的互相了解和認知形成的一種

互相熟悉和喜歡的關係，真正的人類親密關係特性包含對話性、透明性、脆弱性

和互惠性。 

四、研究範圍 

(一)研究對象：以高雄市Ｓ高職的學生為研究對象，主要探討和我們年紀相近的             

       高職學生和家人的親密關係。 

(二)研究場域：以高雄市Ｓ高職為研究場域，實際讓高職學生填寫問卷調查，來 

             了解青少年和家人的互動關係。 

貳●正文 

一、何謂親密關係 

    親密關係是人際關係的一種，有持久的行為並相互依存，經常的相互作用，

情感依戀，需要精神上的滿足感。親密關係在人類的生活經驗、經歷方面，占有

舉足輕重的地位，而當這些需要被滿足時，親密關係尌形成了。 

親密一詞乃引申於拉丁文 intimus，其意乃指「內在或內心最深處」，「親密」

是一種與他人內在親近的情緒感受。曾志文（1996）。 

「親密關係應包括開放性的感情溝通，接受對方為有價值的個別個體且有深

刻同理心的瞭解」。為了彼此有深度的參與，個人必須有勇氣表露真實的自我。羅

傑茲（1970）。 

綜合上述，家人要有親密互動才能持續與家人增進感情之間的關係，與家人

親密行為與互動，像是每天早上起床是否打招呼？是否給予對方讚美與鼓勵？是

否可以當個聽眾，聽聽他今天發生甚麼事？會不會心存感激？甚至是否擁抱？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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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都是與家人增進親密互動的方式。 

二、家庭心理學者 Olson（1979）將家庭關係分為三類： 

 

親密關係類型 說明 

黏膩糾結型 
一個心理健康的個人必須有能力將自我與他人區分開

來，這樣才能擁有健全的人格發展。 

疏離鬆散型 

兩個人都帶著厚厚的防護罩，不肯摘下來，因此一方永遠

無法進入對方的心裡去了解他的感受，兩人的關係是極為

冷淡，好像永遠無法交集的兩條平行線。 

平衡適中型 

親密關係中最適當的，也是我們強烈追尋的。兩個人各自

擁有獨立的自我且自主性很高，但是卻又能在不干涉的前

提下向對方表達關心與支持。 

 

三、青少年期社會發展的變化 

1.親子關係緊張：青少年追尋獨立自主，若父母管教方式和期望不能配合青少年發   

               展而調整，很容易產生親子衝突。逐漸不再依賴父母，留在家庭   

               陪伴父母時間減少。 

2.參加同儕團體：重視友誼和異性關係，青少年希望被同儕團體肯定接納，重 

        友誼，對於培養獨立自主的能力、異性關係的建立等有所幫助， 

        在此階段青少年相當需要同儕之間的互動，若互動不良可能會有 

        情緒出現，導致與家人吵架。 

3.情緒容易不穩定：青少年時期容易情緒不穩定，容易焦躁，無法克制自己的情緒， 

          而導致與家人溝通上會有困難。 

  綜合上述儘管青少年處於身心劇烈變化的時期，但是只要與家人相處能多一

點付出、多一點笑容、多一點體諒、多一點包容、多一點溝通、多一點點的愛、

多給一些鼓勵，那麼也許會少一點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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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愛家行動： 

    愛家，尌要有行動。以下收集有關家庭教育及促進家人關係的相關活動，可

以提供給青少年及所有家人參考，將愛化為行動，讓家人關係更加和諧親密。 

 

政策與口號 倡導單位 內容 

三三三專案 

（溫暖三三三 

   家庭守護方案） 

兒童福利聯盟 

每天擁抱子女 30 秒 

聆聽子女說話 3 分鐘 

陪伴子女 30 分鐘 

幸福家庭 123 新北市教育局 

每「1」天， 

陪伴孩子至少「20」分鐘， 

一起做「3」件事 

愛家 515 教育部 

呼應 5 月 15 日國際家庭日，提出「5 到」學習行動： 

眼到：相視含情 

耳到：傾聽會意 

口到：讚美鼓勵 

手到：擁抱支持 

心到：關心包容 

優質陪伴 家扶基金會 

愛我「家」四部曲：每天一個擁抱，一次讚美， 

  一同吃飯，一回傾聽，讓愛住我家。 

１. Ｈ(Hear：用心傾聽)：用心傾聽孩子的心聲 

２. Ｏ(Open：開放態度)：用開放的態度同理孩子 

３. Ｍ(Ｍental：重視心理需求)：用心主動參與孩子

生活，給予支持 

４. Ｅ(Ｅncourage：給予鼓勵跟讚美)：用鼓勵讚美鼓   

舞孩子 

LOVE ABC 家庭 親子天下雜誌 

LOVE 家庭的核心價值 

A：accompany 陪伴 

B：blance 平衡 

C：commiement 承諾 

表1愛家行動 

四、研究工具 

 

(一)研究架構 

 
探討如何增進

青少年與家人

的互動關係？ 

 

探討何謂親密

關係？ 

 

愛家行動----青

少年與家人親

密關係之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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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研究架構圖 

 

(二)問卷設計 

「青少年與家人親密關係之探討」 問卷 

親愛的同學您好： 

我們是樹德家商幼保科的學生，由於我們正在研究「青少年與家人親密關

係之探討」，因研究內容需要，所以我們設計了一份有關青少年與家人關係之

問卷，懇請各位同學花費幾分鐘的時間，用心為我們填寫這份問卷，感謝您的

幫助與支持。 

指導老師： 杜淑美老師 

學生：王詠萱、唐英溎、謝嘉琪中華民國 104 年 09 月 01 日 

性別：     男        女     年齡〈  〉歲 

 極
少 

偶
爾 

經
常 

總
是 

〈1〉 每天與家人擁抱     

〈2〉每天與家人相聚 30 分鐘以上     

〈3〉每天傾聽家人的心情故事     

〈4〉每天關心與問候家人     

〈5〉每天與家人一起用餐     

〈6〉與家人一起旅行     

探討青少年與

家人互動的情

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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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遇到挫折時家人是否關心     

〈8〉家人是否參考我的意見     

〈9〉是否一起分擔家事工作     

〈10〉是否與家人慶祝重要節日     

〈11〉表現良好時家人是否讚美     

〈12〉對於不會的問題家人是否協助幫忙     

〈13〉當我犯錯時，家人是否會和我一起解決     

〈14〉家人是否關心課業     

〈15〉是否能和家人像朋友一樣相處     

表 2 青少年與家人親密關係之探討問卷 

〈三〉研究程序 

 

 

 

 

 

 

 

 

 

 

 

 

 

題目擬定 

確認方向、收集與閱讀文獻 

構思研究對象、目的與架構 

 

擬定「青少年與家人關係」問卷調查表 

 

發放問卷 150 份請 15-19 歲的Ｓ高職學生填寫 

 

 資料分析與結果討論 

 

研究報告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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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27%

6% 4%

1.是否每天與家人擁抱

極少

偶爾

經常

總是

圖2研究流程圖 

参●結論  

一、 問卷分析  

 

    針對S高職學生進行問卷填寫，並請每位學生配合填寫本問卷，發放問卷150

份，回收了150份問卷。將回收的問卷，採用Excel統計 軟體進行資料處理與分析，

並針對結果加以說明與討論。 

 

比例顯示極少占 63%出現最多次 比例顯示總是占 45%出現最多次 

比例顯示偶爾占 37%出現最多次 比例顯示偶爾占 34%出現最多次 

比例顯示總是占 42%出現最多次 比例顯示偶爾占 35%出現最多次 

14%

25%

16%

45%

2.是否每天與家人相聚30分

鐘以上

極少

偶爾

經常

總是

22%

37%
26%

15%

3.是否每天傾聽家人的心情故

事

極少

偶爾

經常

總是

20%

34%27%

19%

4.是否每天關心與問候家人

極少

偶爾

經常

總是

14%

21%

23%

42%

5.是否每天與家人一起用餐

極少

偶爾

經常

總是

31%

35%

15%

19%

6.是否與家人一起旅行

極少

偶爾

經常

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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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顯示偶爾占 34%出現最多次 比例顯示偶爾占 37%最多次 

比例顯示經常占 31%出現最多次 比例顯示總是占 33%出現最多次 

比例顯示總是占 33%最多次 比例顯示經常站 30%出現最多次 

比例顯示總是占 30%出現最多次 比例顯示偶爾占 40%出現最多次 

20%

34%27%

19%

7.遇到挫折時家人是否關心

極少

偶爾

經常

總是

16%

37%27%

20%

8.家人是否參考我的意見

極少

偶爾

經常

總是

12%

30%
31%

27%

9.是否一起分擔家事工作

極少

偶爾

經常

總是

23%

23%
21%

33%

10.是否與家人慶祝重要節日

極少

偶爾

經常

總是

22%

22%
23%

33%

11.表現良好時家人是否讚美

極少

偶爾

經常

總是

15%

29%
30%

26%

12.對於不會的問題家人是

否協助幫忙

極少

偶爾

經常

總是

14%

28%
30%

28%

13.當我犯錯時，家人是否會

和我一起解決
極少

偶爾

經常

總是

13%

40%23%

24%

14.家人是否關心課業

極少

偶爾

經常

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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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顯示偶爾占 33%出現最多次 

 

二、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根據問卷分析結果，獲得以下結論： 

1.青少年與家人互動的方式，最常出現的是共同用餐，也會共同慶祝節日，較少 

  以身體接觸的方式互動(例如：擁抱)。 

2.大部分的青少年，仍然能夠感受到家人的支持、關心，例如：挫折時，家人會        

 表示關心，家人會支持青少年的意見，表現良好時，家人會給予讚美。 

3.青少年對家庭仍感到有歸屬感、大部分會分擔家事工作，認為遇到部會的問 

  題，家人會協助幫忙。 

(二)建議： 

1.  60％左右的青少年與家人相處的時間有 30 分鐘以上，但較少傾聽家人的心情

故事，建議家人相聚、宜多溝通，增進親密互動。 

2.  有問候家人習慣的比例不到半數，家人每天相處，問候是表示尊重與關心的簡

易方法，建議以問候，促進家人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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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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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是否能和家人像朋友一樣

相處

極少

偶爾

經常

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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