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壹、緣起 

苗栗縣106年家庭教育中心志工性別分析 

隨著時代的變遷，在後現代社會中，多元家庭型態已是時勢所趨， 

在競爭激烈的環境中，每個家庭都有要面對的難題，每個家庭也都有解

決問題的強烈動機與作為。為了因應社會民眾的需求，成立一個具家庭

教育推廣及諮詢功能的單位是必要的，它提供友善的家庭生態環境，支

持每個家庭及個人，促使家人都願意努力向上，營造溫馨、和諧、健康

的家庭。 

苗栗縣家庭教育中心源於民國78年的「親職教育諮詢中心」， 

在幾經轉型後於94年10月 7日定名為「苗栗縣家庭教育中心」。為

服務18個鄉鎮約 56萬人口的家庭教育推廣及諮詢工作，徵求志願

服務人員，來協助業務滿足民眾的需要，成為人力運用的重要管道，是家

庭教育工作成效的關鍵。 

貳、家庭教育中心之志願服務

一、家庭教育志工的定位 

教育部為適應社會發展需要，並解決日益嚴重之家庭問題及青

少年犯罪比率增高之現象，依據第六次全國教育會議，積極加強辦

理推行家庭教育，以強化親職教育功能，協助國民建立完整、幸福

健康的家庭生活。家庭教育的志願服務涵意包括了志願服務的基本

內涵與目標，家庭教育志工就是在這樣的基礎下，用來協助家庭教

育中心推展各項和家庭教育相關的活動，所以家庭教育志工對自我

定位如下: 

（一）自願、自發性的志願服務: 

家庭教育志工的服務並非強迫或基於行政命令，如此方能激起

內在源源不絕的助人動力從事服務。 

（二）需要學習、具目標性、及計畫性的服務: 

家庭教育志工的服務並非完全是事務性的，它的內涵具有許多 



專業性，如諮詢輔導、各項成長性活動的帶領、與民眾接觸建立關

係等，這些皆是需要不斷的學習方能具備的助人技巧；且家庭教育

志工的工作內容有其目標導向，並非臨時起意就可達成，它需要時

間籌畫準備，方能有效達成計畫目標。因此志工需要自我學習，以

提供專業的服務。 

（三）講究團隊合作: 

家庭教育的推展無法依賴個人來達成，定需要團隊的合作分 

工，方能有效服務廣大的群眾，單打獨鬥不可行，所以應學習與其

他志工夥伴建立合作團隊，才可充分發揮服務精神。 

（四）服務是互惠、自我學習的過程: 

家庭教育志工在服務的過程中，不應視受助的民眾為無能者， 

而自己是所謂的拯救者，我們可以將焦點放在這樣給予付出的過程

中，志工與受助者獲得哪些寶貴的體驗，視其為一項互惠的歷程， 

相信如此在服務的過程，必能得到許多不同的體驗與學習，也更對

於助人持久性有所助益。家庭教育中心的志工可分為諮詢輔導、推

廣活動兩大類，以協助家庭教育中心的業務推動。關於家庭教育中

心志工的招募，教育部訂有「直轄市及各縣市家庭教育中心志工及

榮譽志工遴聘實施原則」，作為原則性之規範，而要成為各縣市家庭教

育中心的志工，則皆必須經過嚴謹的專業訓練，以及面談等過程加以

篩選。中心再依其個人專長、人格特質等，分派適合中心所需要之家

庭教育工作，讓志工能發揮其所長，並強化其服務動機。因為志工

為推展家庭教育的第一線人員，所以，如何充分運用人力資源，關

係著未來家庭教育推展之效能及其成效。 

二、家庭教育志工的服務項目與內容 

   家庭教育中心志工的服務項目與內容陳述如下: 

（一）諮詢輔導志工 

諮詢輔導服務係以客觀的態度、科學的方法，以及當事人的需



要為基礎，藉電話輔導、信件輔導、晤談輔導、團體輔導或其他活

動，以瞭解當事人身心狀況、生活品質、家庭環境、社交關係及婚

姻關係等予以適當誘導啟發，以協助求助者能自我瞭解、接納、澄

清問題，找出問題解決原則方法與步驟，進而處理問題，重獲良好

的幸福快樂生活。其它並應協助家庭教育中心辦理各類家庭教育推

廣活動，以發揮預防性、發展性的輔導教育功能。 

（二）推廣活動志工 

推廣活動志工係以主動積極的態度，詳盡確實的工作程序，以

當地社區居民的家庭教育需要為基礎，透過不同的工作方式，如講

座、成長團體、讀書會、活動營隊……等等，提供完善且全方位的

家庭教育觀念，以達預防的功能。因此，推廣活動志工除了協助中

心行政業務之外，活動的推展便是推廣的重點工作。推廣活動志工

的主要服務項目與內容如下: 

1.協助中心策劃和執行家庭推廣活動，以發揮預防性、發展性的推

廣教育的功能。 

2.協助中心建立完整的家庭教育推廣相關資料和成員檔案，以利存

檔為未來成效評估之資料。 

3.透過專業知能和活動技巧，協助參與民眾學習解決面對問題的知

識和技巧，並提供完整、客觀、正確的資訊，以協助加強其處理問

題的能力。 

4.協助中心的行政業務等。 

綜觀而言，家庭教育志工為教育部所設置在各縣市家庭教育中

心現況來關注家庭教育推動的主要關鍵人力資源，目前在政府資源

有限的情況下，如何有效運用志工人力資源，將是政府未來所應重

視及開發的；而如何激發家庭教育志工的服務潛能，提供民眾更優

質的家庭教育服務措施，則是各縣市家庭教育中心所應關注的。家

庭教育志工如何在服務他人的過程中，一點一滴地儲備能力及內化



經營個人與家庭，當志工更了解志工的定位與未來發展時，相信一

定能產生更多力量來服務更多的群眾，使家庭教育能永續經營，朝

向祥和社會邁進。 

參、志工參與家庭教育服務的動機理論大致歸類有： 

一、行為理論：此觀點認為動機是學習而來，學習的歷程包括了 

「需要→趨力→行為」的模式，當行為的後果能滿足需要而削減趨

力時，個體的行為與動機均同時被增強，此為習慣形成的歷程。 

二、認知理論：個體依自己的信念和抱負水準達到預定的目標， 

而其達成與否端視個人過去成敗經驗或團體標準的影響，認知是一

種信念的堅定，繼而產生持續性的行為，此為認知與行為協調的效

果，因此如果個體認為參與志願服務工作是一項有意義的事，則會

強化其參與的行動。 

三、利他主義：指的是毫無期望回收報酬的助人行為，一種無私

的奉獻。Simth 指出：利他主義可能只是個人參與志願服務的多面

理由之一，絕對的利他主義是罕有的。志工多半會在利他之餘也滿

足了自我需求的部分。 

四、效用理論：透過志願服務的工作，個人可以得到最大的效  

益，如同經濟學家所謂的效用，也就是一個人將他的資源，安置在

一個最有利的位置上；效用也是欲望滿足程度的指標，志工在服務

時同樣會考慮到所獲得的效益。 

五、交換理論：個人想要採取某種行動時，會先考慮到所付出的

代價，和所獲得的利益之間的比例，當利益大於代價時，人們往往

會採取行動，選擇最有利最具吸引力的事務，例如：志工在服務時

會評估對於自己最有實質幫助的事項投入。 

六、社會化理論：此理論認為人之行為係受他人之影響而成，即

是社會化的結果，即個人之行為模式是受到社會價值觀影響而成。

志工會參與服務會受到社會價值觀「回饋社會是每個人應盡的責

任」，或是身邊志工朋友、親人的影響而加入志工服務的行列。 

七、需求層次論：Maslow 從需要的層次來看動機，將需要依序列

為生理的需求、安全需求、愛與被愛的需求、自我尊重的需求、自

我實現的需求。志願工作者已滿足生理和安全之基本需求，希望藉

由參與社會服務過程中找尋社會性歸屬、自尊及自我實現等層次的



實現。 

言而總之，將志願服務的參與動機歸納出以下： 1.利他動機：

以毫無期望回收報酬的助人行為，一種無私的奉獻，如行善助人、

服務他人、回饋社會等。 2.利己動機：經由服務他人的過程中，自

己有所獲益，如：學習新知與技能、希望被他人欣賞以及尊重、享

受服務的樂趣、增加生活情趣、體驗不同的人生等。3.意識形態觀

念動機：受意識形態導引、價值觀、使命感使然，驅使個體參與服

務。4.社會型動機：藉由服務的過程中，達到實踐社會性接觸、拓

展人際關係的目的，如提升身分地位、擴展人際關係等。5.休閒時

間動機：將志願服務當作一種打發時間的活動，主要是以退休人員

或沒有職業工作者為主。6.多重動機：係指一開始參與服務的原始

動機可能隨著服務時間改變。7.情境因素動機：針對政策或社會情

境因素，促使個體參與志願服務，如：機構成員的鼓勵邀約，這個

機構指的可能是社區、家庭成員、社會認可等。 

肆、本縣家庭教育中心志工人力分析 

本中心志工人數計有 81 人，透過不定期招募方式歡迎新血加

入。男性志工有 23 人約 28％，女性志工有 58 人約 72％女性為多。

其相關分析依性別、年齡、學歷、年資等分析如下： 

一、志工性別分析 

性別 人數 比率 

男 23 28  

女 58 72  

二、志工年齡分析 

年齡級距 男 女 

45-49 歲 2 0 

50-54 歲 5 12 

55-59 歲 6 10 

60-64 歲 4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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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歲以上 6 18 

三、志工學歷分析 

  
 

四、志工年資分析 

服務年資 男 女 

1-5 年 12 23 

6-10 年 2 5 

11-15 年 3 11 

16-20 年 2 1 

21-25 年 1 6 

26-30 年 3 2 

伍、結論：家庭教育志願服務性別整體分析 

參與家庭教育志願服務的男女比例大致為 1：3，主要原因大可

歸類為：(1)女性比起男性針對家庭事務表達有更多情感性動機， 

例如是被需要的、對他人有慈悲心、有樂趣的；反之男性則較重視

特定的回饋，如被肯定。(2)對女性來說，透過志願服務中照顧工作

的提供可瞭解自我，澄清自我周遭問題並增長知能；但對男性而言，

則是獲得任務完成後的成就感。(3)女性將家庭照顧視為是自我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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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展現；但男性將其定位為某些特定角色的扮演。 

其次，在志工的年齡、學歷及服務年資上，因家庭教育志工大

多數為教職人員退休之風華再現，故學歷上大都為大學畢業；在年

齡上也為 50 歲以上從職場退到幕後的人居多。服務年資上，服務

30 年有 1 位男性志工，其原因推究為男性較不易因個人或家庭因

素所牽動，加上從事輔導諮詢上的熱情，故能延續至今。 

未來本中心將致力於招募志工男女比率推進為 1：2，鼓勵男性

參與並提供展現舞台；在年齡上也希望年輕化，積極招募年輕甚至

是大專院校學生參與，讓性別平等教育從家庭教育志願服務中落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