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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獨生子女家庭被認為比較特殊，近來台灣夫妻生育子女數逐年下降，獨生子女家庭有
越來越多的趨勢。從接觸中發現，獨生子女家庭因為只有一個寶貝孩子，他們往往成為家庭
關注的焦點，家人習慣把愛、重心與家庭資源全部放在獨生子女身上，獨生子女也不自覺地
較自我中心，常常被認為具有任性、驕縱等人格特質。因此，教養獨生子女時，在親子關係
以及個人特質發展等方面，需要格外注意，父母若能留意培養孩子人際互動的能力及擴大孩
子的生活體驗，將有助於獨生子女發展出健全而成熟的人格。以下將逐一探討。  

親子關係的特色親子關係的特色親子關係的特色親子關係的特色        

獨生子女家庭之親子關係特色，大體來說包含以下兩點：  

．父母對子女期待較高  

由於家中只有一個孩子，有些父母非常寵愛孩子，往往花費許多時間、心力和金錢教育孩子；
相對地，亦會期許孩子高人一等，因而對獨生子女有更多的期望。由於沒有其他手足可以分
散父母的注意力，通常這類孩子承受的壓力高於其他非獨生子女，這對孩子的成長可能是阻
力而不是助力。  

．親子關係較為密切  

當家中子女數少時，父母需要處理家務瑣事的時間相對減少，再加上獨生子女沒有手足，父
母與他們相處的機會、時間自然較多，不管是家中活動，或是到戶外遊玩，他們享有父母全
心的照顧。獨生子女的父母比多個子女的父母有更多機會接觸自己的孩子，也有較多時間陪
伴孩子成長，形成密切的親子關係。如此一來，可能使獨生子女較善於與大人相處，而較少
與同儕互動，這種親密的模式，有時會侷限彼此生活圈的發展，易使孩子太過依賴父母。  

獨生子女的特質獨生子女的特質獨生子女的特質獨生子女的特質        

關於獨生子女的特質，常被討論與歸納為正面與負面兩種，其實這些特質有時是一體的兩面，
簡要說明如下：  

．正面特質  

1. 較有自信：根據研究發現，獨生子女比較有自信，這可能是他們在成長的歷程中，父母給
予他們充分的讚美，且深入參與孩子的學習和成長，這些生活在肯定之中，同時擁有家庭充
足資源的孩子，在學習方面具有優勢，對自己較有信心，懂得引人注意。  
 
2. 習慣獨處且具創意：獨生子女通常擁有自我獨處的能力，他們平日獨處時間長，缺乏手足
互動，多半是獨自從事各項活動，因此，需要自己安排、規劃時間；凡事要靠自己去思考、
解決，觀察、學習力較強，能獨當一面，獨立性高。由於擁有揮灑自我的空間及角色，獨生
子女較具創意。  

．負面特質  



1. 自我中心及任性：由於獨生子女集數千寵愛在一身，而且父母往往照顧得太周到，幾乎是

有求必應，長久下來，孩子容易形成養尊處優、自我中心與任性的性格，缺乏與他人合作

和分享的經驗，不懂得為人著想。進入學校與同儕相處，一旦發現同儕不一定會對他讓步，

或受到同儕的壓力時，獨生子女就容易感到挫折或適應不良。  

2. 孤獨、不近人情：有些獨生子女較不習慣與他人相處，在群體、吵鬧的環境中不知如何自

處，容易形成孤僻、不易與他人相處的個性，也較缺乏同理心。 

教養獨生子女的四個原則教養獨生子女的四個原則教養獨生子女的四個原則教養獨生子女的四個原則        

基於獨生子女的親子關係與特質，父母教養獨生子女時，應特別注意以下四點：  

．依照孩子的特質來教養  

每個孩子都擁有獨特的人格特質，獨生子女父母在教養孩子時，因為期望過高，容易按照自
己的期望來教育孩子，以期塑造出心目中理想子女的形象，結果造成親子關係緊張，甚至斲
傷孩子的心靈。  
因此，父母需要了解獨生子女的氣質，按照子女的獨特氣質來引導他們，並適度地規範孩子
的行為，尤其要有一致的教養態度－－不溺愛孩子，這是維繫良好親子關係、使孩子朝正向
發展的重要關鍵。 

．協助孩子接觸同伴  

獨生子女成長過程少了手足的相伴，往往要等到進入幼兒園才開始學習如何與他人相處，若
孩子不適應，心理上會遭受許多挫折。因此，獨生子女的父母平日如能邀請親友、鄰居來家
中，或是透過拜訪親友，讓孩子多有機會與年齡相仿的孩子一起談話、遊戲，可以幫助孩子
學習分享、表達、人際互動的禮節與技巧，甚至當孩子與同伴發生爭吵時，父母可藉機引導
孩子實際面對與解決衝突，建立孩子主動關懷他人的同理心與人際互動網絡，這些都能增進
獨生子女人際能力的協調發展，有助孩子日後進入學校或與同儕的互動。  

．多參與親師活動  

獨生子女父母不妨積極參加學校的活動，或是透過與老師的聯繫，了解孩子在校生活和同儕
之間的互動情形，並鼓勵孩子參加團體或社團活動，多與同儕相處；也請老師多提供孩子人
際互動的機會，讓獨生孩子也能順利發展友伴關係，學習與他人分工合作。  

．擴大孩子的生活圈  

父母是獨生子女的生活重心，是孩子青春期前最常接觸的對象，如果父母懂得逐漸放手，避
免過度保護，且引導孩子學習與人分享、探索環境，可擴大孩子的生活領域，使孩子擁有更
寬廣的視野。例如：父母可以與孩子一同參與社區或志工的活動，增加獨生子女參與社區及
人際互動的機會，讓孩子體驗不同的生活經驗，這些都能夠幫助獨生子女有更健全的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