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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各級學校施行家庭教育課程及活動實施要點 
 94年 10月 17日北市教社字第 09437823000 號函訂定實施 

96年 8月 9日北市教社字第 09636132200 號函修正實施 

103年 6月 5 日北市教終字第 10335992100 號函修正實施 

一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以下簡稱本局）為全面提昇各級學校學生家庭生活知
能，強化其正確家庭價值觀，培養其經營良好家庭生活之能力，提昇國民
及家庭的生活品質，建設祥和樂利的社會，特訂定本要點。 

二  本要點所稱各級學校指本局所屬公私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 

三  各級學校施行家庭教育除融入領域課程之外，應依本要點規劃於每學年實
施四小時以上之家庭教育課程及活動，課程總目標在增進家人關係與家庭
功能，其參考大綱如附表。 

四  家庭教育課程及活動規劃之原則： 

（一）共同參與：由學校成立家庭教育委員會，以校長為召集人，規劃家庭
教育課程及活動，提經課程發展委員會討論通過後實施，
並指定專責處室統籌辦理，其他處室協同執行，全校教職
員工共同負責，並於學校行事曆載明。 

（二）廣徵意見：廣徵教師、家長及學生意見，瞭解其需求，並參考教育
部、本市及其他縣市出版的家庭教育課程教案參考彙編，
做為學校安排家庭教育課程設計的參考依據。 

（三）適性推展：為使家庭教育課程及活動達到最大成效，實施方式宜多
元、彈性、符合終身學習的目標，並以學生經驗為出發
點，因學生身心發展、家庭狀況、學校人力、物力之不同
而規劃不同主題，以適應家庭生命週期發展需求。 

（四）善用資源：善用學生家長委員會、家長志工團、駐校社工師、青少年
輔導或社會教育機構等社會資源，施行家庭教育課程及活
動。 

（五）親師合作：學校應會同家長會推展親職教育，並用各種方式鼓勵家長
踴躍參加，以同步推展「家庭」終身學習的概念，協助學
校教育，增進家庭教育課程及活動成效。 

五  家庭教育課程及活動得參考下列方式實施： 

  （一）演講：邀請家庭教育領域學者專家蒞校演講或校內人員擔任。 

  （二）座談：議題討論、深度對話及經驗分享。 

  （三）辯論：利用議題正反意見論證，澄清問題。 

  （四）讀書會：利用短文、繪本、書籍等文字媒介進行閱讀討論與分享。 

（五）影片賞析：利用電影、紀錄片等視訊媒介進行觀後感討論與分享。 

（六）角色扮演：議題困境解決、家庭角色易位演示等 

  （七）參觀活動：家庭教育機構或社會資源機構參觀。 

http://www.law.taipei.gov.tw/taipei/lawsystem/showmaster.jsp?LawID=P05G2005-19910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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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親子活動：親子營、親子郊遊、親子共學時間，或配合親子節慶舉辦
聯誼或趣味活動，並邀請家長參加。 

  （九）其他方式：遠距教學、個案輔導、自學、成長團體等。 

六  家庭教育課程及活動得參考下列時間實施： 

（一）國小部分：晨間時間、導師時間、朝會、彈性課程、空白課程、家長
會活動或學校日、運動會等學校大型活動及其他時間。 

（二）國中部分：導師時間、朝會、班會、週會、彈性課程、空白課程、家
長會活動或學校日、運動會等學校大型活動及其他時間。 

（三）高中職部分：導師時間、朝會、班會、週會、彈性課程、空白課程、
社團時間、家長會活動或學校日、運動會等學校大型活
動及其他時間。 

七  家庭教育課程及活動實施的內涵，經統整家庭教育法第二條所指稱之家庭
教育範圍項目，成為以下二大主題軸（共包含五項核心內涵），並依學生
年級區分五個學習階段，分段訂出各項家庭教育能力指標。 

（一）家人關係：包含瞭解家庭、關懷家人、預備建立家庭（含生育傳衍價
值）等三項核心內涵。 

（二）家庭生活管理：包含家庭資源與管理、家庭生活經營與管理等二項核
心內涵。 

八  學生學習評量方式： 

（一）以學習單、問卷等方式評量：瞭解學生對家庭教育課程及活動的學習
成果。 

（二）績效追蹤評量：在活動過後一段時間，以預擬項目觀察學生的行為表
現，或家長提供其子女之行為表現。 

九  學校辦理情形考核與獎勵： 

（一）學校定期考核： 

1.於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議中，提出推動家庭教育現況之討論，對於待
改進處並作追蹤檢視與輔導。 

2.召開家庭教育委員會議，由有關人員按預定項目實施自我檢核。  

（二）列入校務評鑑，實施考核。 

（三）經校務評鑑考核辦理家庭教育課程及活動成效良好學校，由本局予以
獎勵。 

十  本要點所需經費，由本局及各級學校編列年度預算或由相關經費項下支
應。 

 

附表：臺北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融入領域課程外實施四小時以上家庭教育課程

及活動參考大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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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題軸 

    核心內涵 

能力指標 

學習階段 

主題軸Ⅰ：家人關係 主題軸Ⅱ：家庭生活管理 

第一階段 

（1、2年級） 

一、瞭解家庭 
 認識家庭成員的姓名、生日、關係及

適當稱呼（家政 4-1-1） 

 描述家庭對個人的意義與功能 

二、關懷家人 
 關懷父母及家人多元的角色和責任

（社會 5-1-4） 

 主動和家人分享生活點滴（綜合 1-1-

1） 

 關心和愛護家庭成員（健體 6-1-2） 

一、家庭資源與管理 
 認識個人成長所需的家庭資源 

 參與個人物品與玩具的購買 

 整理個人的物品與玩具 

二、家庭生活經營與管理 
 建立良好的家庭生活習慣（生涯 1-1-

1、綜合 1-1-3） 

 參與家務工作 

第二階段 

（3、4年級） 

一、瞭解家庭 

 比較家庭成員間的角色、權利及責任

（家政 4-2-2） 

 描繪自己的家庭，並從中探討不一樣

的家庭型態 

 暸解家庭的獨特傳統 

二、關懷家人 
 透過分享愛、價值及傳統，以提供家

人情感支持（健體 6-1-2） 

 使用適當的方式表達對家人的愛與關

懷 

 與家人分享生活經驗（家政 4-2-3） 

 參與家庭活動並分享參與經驗（綜合

2-2-3、家政 4-2-5） 

一、家庭資源與管理 

 瞭解家庭資源的意涵 

 瞭解家庭日常消費情形 

 瞭解金錢與物品的價值 

二、家庭生活經營與管理 
 瞭解並實踐家務技巧 

 規劃、執行與檢討自己的生活作息安

排（生涯 3-2-1） 

第三階段 

（5、6年級） 

一、瞭解家庭 
 瞭解家庭成員的發展樣貌，並正向看

待家庭成員（綜合 1-3-5） 

 瞭解兒童的家庭責任 

 覺察家庭轉變，並以正向的態度面對

家庭出現的轉變或逆境 

 參與家庭活動，並省思文化及傳統如

何影響個人與家庭發展 

二、關懷家人 
 關懷家庭及家族中需要特殊照顧的人 

 瞭解並關心家庭中可能的語言或肢體

暴力，並採用適當的方法避免傷害

（性別 2-3-8） 

 主動關懷家族成員 

一、家庭資源與管理 
 熟悉如何運用個人與家庭資源（綜合

2-3-1） 

 瞭解傳播媒體對消費的影響 

 瞭解與應用社區資源（家政 3-3-4、

自然 4-3-3-1、綜合 2-3-4） 

二、家庭生活經營與管理 

 瞭解家人作息，並參與規劃家庭生活

活動（綜合 2-3-3） 

 瞭解家庭生活和社區的關係 

第四階段 

（7-9年級） 

一、瞭解家庭 

 認識並實踐青少年在家庭中的角色和

責任 

 瞭解家庭發展歷程 

 瞭解社會與自然環境對個人及家庭的

影響（社會 5-4-4） 

二、關懷家人 

一、家庭資源與管理 

 運用家庭資源訂定自己的合理生活目

標（綜合 2-4-6） 

 瞭解家庭財務狀況 

 瞭解法規與公共政策對家庭生活的影

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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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題軸 

    核心內涵 

能力指標 

學習階段 

主題軸Ⅰ：家人關係 主題軸Ⅱ：家庭生活管理 

 關懷家有青少年階段子女的父母 

 瞭解並關懷青少年階段親子衝突的成

因與因應 

 關懷家庭成員的需求與期待 

 營造家庭生活中與家人分享的機會 

三、預備建立家庭 
 瞭解約會、婚姻、家庭等關係的發展

（綜合 2-4-2） 

 學習與父母或家人討論異性交往的議

題 

二、家庭生活經營與管理 
 分析並反思家庭生活中的性別角色與

分工（性別 1-4-4） 

 規劃並執行家庭休閒活動（家政 4-4-

5、綜合 4-4-2） 

第五階段 

（高中、職） 

一、瞭解家庭 

 剖析家庭系統對個人的影響 

 探索健康家庭的特質 

 瞭解家庭發展歷程中可能出現的發展

任務及壓力 

 認識家庭韌性，並學習提升家庭韌性

的方法 

二、關懷家人 
 反思與家人的互動關係 

 瞭解並實踐自己的家庭責任 

 蒐集並與家人分享新知，營造學習型

家庭 

三、預備建立家庭（含生育傳衍價

值） 

 探索人生伴侶的選擇 

 瞭解婚姻的意涵 

 描繪自己的家庭願景 

 瞭解生育與家庭、社會人口結構的關

係 

 瞭解生育的喜悅與壓力 

一、家庭資源與管理 

 運用家庭資源訂定家庭目標 

 探索家庭理財知能 

 運用家庭資源處理家務工作 

二、家庭生活經營與管理 
 規劃並執行家庭參與社區活動 

 規劃並落實簡樸又環保的家庭生活 

備註： 

1.各項家庭教育能力指標，若有可對應的九年一貫課程學習領域或重大議題能力指

標，則以括弧標示出該能力指標。 

2.資料來源：教育部家庭教育專網公告「高中以下學校家庭教育課程參考大綱」。

（http://moe.familyedu.moe.gov.tw/ezcatfiles/d001/img/img/238/171034244

.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