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中市家庭教育諮詢委員會 108年第 2次會議紀錄 

壹、時間：108年 12月 19日(星期四)下午 3時 

貳、地點：臺灣大道市政大樓惠中樓 901會議室 

參、主席：楊副主任委員振昇代                          紀錄：蕭名汎 

肆、出(列)席人員：如簽到表 

伍、主席致詞：(略) 

陸、臺中市推展家庭教育績優個人暨團體頒獎：(略) 

柒、工作報告： 

一、工作報告事項如會議手冊第 4頁。 

二、臺中市家庭教育中心補充說明事項：關於「臺中市家庭教育諮詢委

員會設置辦法」草案修法一案，修法重點如下： 

(一)體制改變：依家庭教育法第 6條規定，現行「臺中市家庭教育諮

詢委員會設置要點」(行政規則)應改制為自治規則，修訂為「臺

中市家庭教育諮詢委員會設置辦法」。 

(二)委員會的組成中，團體代表及學者專家代表人數應佔委員總人數

1/2以上。 

(三)增列會議得邀請兒童、少年或其他相關人員列席。 

三、主席裁示事項：惠請業務單位儘速完成修法事項。 

捌、提案討論： 

案由一：有關本市西區 108年 8月 27日發生「婦人抱子跳樓自殺」案，

研議本市預防性家庭教育工作，提請討論。(提案單位：家庭教

育中心) 

說明： 

一、依據「臺中市重大兒童及少年虐待案件 108年第 3次暨重大家庭

暴力事件 108年第 2次檢討會」及「臺中市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

治各業務工作會報 108年第 4次會議」決議事項辦理。 

二、有關本市西區 108年 8月 27日發生婦人抱子跳樓自殺案，前項

會議委員建議事項如下： 

(一)針對婚姻、婆媳、妯娌等關係衝突可提供協助之資源加強宣

導。 

(二)案家問題包括嫁入豪門、婆媳、妯娌、財產、親子、娘家等

議題，是很標準八點檔劇情，建議可以藉此做置入式行銷宣

導。 

(三)應重視孕產前之親職教育，並採強制性作為，納入兒童及青

少年權益保障法，以協助父母了解孩子發展期程及降低家長

非理性情緒反應，透過課程參與狀況發掘潛在個案。 

三、關於本年度辦理孕產前後之親職教育，及婚姻、婆媳、妯娌等關



係衝突課程或服務，本中心說明如下： 

(一)本年度提供有家庭教育宣傳海報、DM、貼紙等宣導資料給本

市各學校、圖書館、戶政公所、區公所等機關，於民眾參與

活動或洽公等適當機會時，提供給民眾知悉並運用。 

(二)與本市幼兒園合作辦理新手父母，家有學前兒-「家庭起步走」

及「上一代的榜樣，下一代的模範」課程，提升新手父母「共

親職」觀念，並討論子女發展與家長角色議題。 

(三)結合本府聯合婚禮活動，辦理新婚者幸福婚姻講座，引導新

婚佳偶於婚姻中，相互尊重、協力合作，共同實踐婚姻生活

的酸甜苦辣。 

(四)辦理新婚夫妻「幸福‧婚姻教育營」，提供新婚佳偶正確婚姻

觀念。 

(五)提供 412-8185全國家庭教育諮詢專線服務，由諮詢輔導志工

提供電話諮詢或面談諮詢服務等。 

四、未來之策進作為 

(一)與衛生局、民政局合作，於孕產婦女實施產前檢查或健康檢

查時，或是民眾辦理新生登記、結婚登記等時機，提供本市

的家庭教育網絡資源。 

(二)各局處透過多元管道，如網際網路、廣播、粉絲專頁、官方

Line等方式行銷本市家庭教育資源，讓民眾更容易接收到相

關家庭教育資源訊息。 

本府相關單位說明 

一、家庭教育中心：案係 108年 9月 23日召開臺中市重大兒童及少

年虐待事件 108年度 3次暨重大家庭暴力事件 108年第 2次檢討

會議中，委員們針對「婦人抱子跳樓自殺」案提供之建議事項。

該案決議事項如下： 

(一)請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將專家學者之建議提案至家庭教育推

動委員會研擬。 

(二)宣導工作講求多元化、持續性及立即性，三單位可各自依業

務主軸規畫宣導主題，若再遇有自殺個案發生時，則可執行

立即性的預防性自殺宣導。 

(三)請業務單位(臺中市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向中央建議

將孕前產後親職教育納入法規強制執行。 

二、衛生局 

(一)有關家庭教育中心提供家庭教育網絡資源的部分，建議印製

成如名片大小，可夾進衛生局提供給孕產婦的孕婦資源手

冊。 

(二)有關自殺防治工作上，本市設有心理健康委員會，邀請本府



跨局處共同推動心理健康與自殺防治事項。 

三、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目前已經發函給中央，建議將孕產

婦家庭之親職教育列為強制事項。 

委員建議事項 

一、陳怡君委員 

(一)預防性宣導工作的可即性及可近性非常重要。目前家庭教育

的宣導模式是「政府提供資訊，民眾自己看」，該如何讓家

庭教育的宣導及服務可以進入家庭？這個部分還有可以進

步的空間。 

(二)社區總體營造可以是作為家庭教育宣導一個方向，以社區為

單位進行宣導，更能貼近民眾日常。例如透過社區管理委員

會、地方警察局等。 

(三)「宗教」也是一個民眾的日常，也可以作為家庭教育資源的

管道之一。 

二、魏麗敏委員：一個新生兒的誕生，對於婦女而言不只是生活上的

改變，對心理所產生的影響甚大。很多母親在生產完後，因生活

模式的改變而有或重或輕的焦慮不安，對未知生活帶來的挑戰產

生壓力，甚至進而有產後憂鬱的情況發生。如果家人沒有適時的

給予協助或支持，對於媽媽及孩子而言，都是辛苦而危險的。如

何提供婦女在生產前後，提供醫療資源、嬰幼兒照顧資源、心靈

自我調適及家庭教育等支持課程，是應該要重視的。 

三、陸正誼委員：目前本市已有向中央建議將孕產婦家庭列為強制性

親職教育之對象，但相關的修法程序需漫長時間，在這之前，臺

中市是否能擬定相關的積極作為。這個案例是發生在社經地位中

上的家庭，雖然這樣的家庭不會進入三級介入的服務範圍，但是

還是會使用衛生局及民政局的服務，例如婦女懷孕會去醫院產檢

或生產、新生兒出生要去戶政機關登記等，因此應該要把握這樣

的時間點，提供更積極性的服務措施。 

四、魏渭堂委員： 

(一)臺中市是個幸福城市，如何在宣導家庭教育服務時，加入正

能量的氛圍，對於推動家庭能量是有幫助的。尤其目前在推

動「共親職」的概念，父親角色是很重要的，如果未來有規

劃強制上親職教育，父親應該也要一起。 

(二)建議營造家有新生兒的幸福感，例如只要家裡有新生兒，就

可以到政府機關領取小禮物，給予祝福，並歡迎民眾常常運

用公部門資源，這樣做，民眾不僅認識了資源單位，也鼓勵

了民眾使用資源。 

五、陳隆天委員 



(一)對於一對準備登記結婚的新人，要如何處理衝突情緒、面對

婆媳或是妯娌間的壓力等，政府單位應該要提供相關婚姻或

情緒管理的課程，例如在戶政機關辦理課程，並提供遇到家

庭衝突或是子女衝突時，可以協助的資源管道。 

(二)對於離婚登記的民眾，應該要提供調適情緒、離婚後的角色

及位置等資源。 

(三)關於全國家庭教育諮詢專線 412-8185，建議改成 3碼或是 4

碼，容易記憶的號碼，增加民眾的記憶也較能提高使用。 

相關單位回應 

一、衛生局：針對產後憂鬱的預防性作為，本市醫療機構會在孕婦等

待產檢時間時，安排護理師提供心理健康量表，如果有發現高風

險個案時，會主動提供輔導協助；此外，各衛生所提供有免費的

定點諮詢服務。 

二、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 

(一)關於強制性親職教育的部分，因為為「強制性」，仍需要透過

法規才能執行。 

(二)在通報案件中，如有通報而未開案之案件，而有親職教育需

求，會用「觀念通知」的方式邀請民眾參與課程，或是運用

諮商輔導資源。 

(三)每年本中心都會彙整歷年重大兒保案件重點，列入年度社區

宣導，並透過家庭防暴員進入社區進行宣導，而這個個案的

客觀條件是家庭資源支持性高的案件，所以當時會議中委員

是強調一級的預防工作要更落實。 

三、民政局：可以配合家庭教育中心規劃，在民眾進行出生登記、結

婚登記及離婚登記的時候，提供家庭教育網絡資源；如在服務過

程中有發生異狀時，配合依法通報。 

四、家庭教育中心 

(一)關於全國家庭教育諮詢專線號碼修改的部分，本市及其他地

方政府都曾於相關會議中向中央建議修改成容易記憶的號

碼，中央目前沒有這樣的規劃。 

(二)有關委員建議是否能有積極作為部分，本中心將規劃召開本

府跨局處聯繫會議，共同擬定積極作為。 

決議： 

一、有關各位委員提供的建議，請各單位配合擬定明年度合作機制，

尤其是衛生局及民政局的合作機制，期待透過跨機關網絡合作，

完備本市家庭教育資源網絡。 

二、餘如擬。 

 



案由二：研議 109年度本市家庭教育政策亮點，提請討論。(提案單位：

家庭教育中心) 

說明： 

一、依據本市家庭教育諮詢委員會 108年第 1次會議決議辦理。 

二、為讓本市家庭教育政策亮點達到有效行銷臺中，讓民眾有感，建

議訂定 109年度家庭教育亮點。 

三、家庭教育中心擬定亮點草案如手冊單張夾頁，請參閱。 

委員建議事項 

一、陸正誼委員：這是一個大方向，需要各個單位一起做發想。要去

思考反問的是，「本市這一年中，有哪個家庭教育作為是這一年

的亮點？」「最印象深刻的？」或是「代表作是什麼？」，這需要

凝聚大家的創意，做延續性的規劃也是可以。 

二、魏麗敏委員：「伴」是一個很棒的發想，建議可以用一個響亮的

活動名稱，例如由市長來推一個「婆婆媽媽好作伴」的母親節活

動；或是臺中市目前正在推動的金婚活動，2020年擴大舉辦大型

的活動，名稱也結合「伴」這個字，讓全國看見「伴」的幸福感，

讓記者們有亮點協助行銷。 

三、魏渭堂委員 

(一)這個草案是一個很棒的亮點。其實本市各個機關都有辦理很

多家庭教育工作，無論是社政、衛政、民政等，只是要如何

將各個工作項目營造成全國性關注的焦點，例如結合萬聖節

辦理一個「裝扮節」，邀請大人小孩一起來做各種不同的裝

扮，就會激發各式各樣的創意，整個臺中市都會有歡樂的家

庭氛圍。 

(二)之前曾在臺中市辦理的園遊會中，看到心理師參加園遊會設

攤，推廣心理健康或是認識心理師職業內容的活動。建議本

市用類似的概念，辦理親子園遊會、婆媳園遊會等，這個亮

點就有特色、有價值。 

(三)再者，臺中市政府的服務也是一個「伴」的概念，也就是提

供市民好的家庭教育「諮詢」服務，讓民眾可以在需要的時

候，政府機關給予陪伴支持的角色。。 

(四)草案內容建議修改如下 

1、「共伴」、「良伴」、「陪伴」、「夥伴」的詞改成較活潑的副

標。 

2、親職教育 

(1)「親子溝通及其技巧」改成「親子關係與親子溝通」。 

(2)相關議題「EQ與親職教育」。 

3、倫理教育 



(1)「認識老化」改成「成功老化，活力長者」。 

(2)「家庭中的關懷與感謝」改成「家庭的愛與信任」。 

(3)相關議題「延伸家庭，愛與傳遞」。 

決議： 

一、本案政策亮點係依教育部家庭教育重要議題訂定之，委員提出

之建議，請業務單位研議酌修亮點政策草案，修正後通過。 

二、亮點政策需要各機關單位協力合作，請大家在規劃明年度活動

或計畫，參酌這個亮點政策，共同推動。 

三、本案亮點在納入明年度推動家庭教育具體行動策略與工作執行

中，請各單位在 109年 1月 7日前提交擬定具體措施內容。 

玖、臨時動議：無 

拾、散會：17時 13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