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你是「模範父母」嗎？模範父母選拔活動
帶來的框架、期待與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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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媽媽出生於貧困家庭，育有1子2女，先生英年早逝，她含辛
茹苦撫養子女長大。」
「陳爸爸育有2子2女，不僅在自身專業領域表現亮眼，也相當重
視子女們的品德教育，子女皆以父親為榜樣。」

自1953年開始，各縣市政府每年都會舉辦「模範父母親選拔與表
揚活動」，距今已69年。活動目的旨在發揚孝道及倫理親情，並
喚起民眾對於家庭教育的重視，其中部分縣市則結合父親節、母
親節的慶祝活動，藉此感念父母親的辛勞與偉大無私的付出。許
多子女也會推薦家中的長輩參與選拔活動，希望能讓父母親因獲
得這項榮譽與肯定感到欣慰。

置身「模範父母親表揚活動」現場，主持人分享一個個動人的家
庭故事，而被唸到名字的父親、母親依序上台，開心地接下縣市
首長手中的獎狀，並合影留念。頒獎環節結束後，現場還有精彩
的舞蹈與樂曲表演，模範父母親代表在會場與親友合照、接受採
訪，表揚活動在溫馨熱鬧的氛圍中落幕。

但在這個溫馨動人的活動背後，也不禁使人好奇，究竟什麼樣的
父母才算是「模範父母」？各縣市的評選標準為何？目前的選拔
機制真的適用於現今的親職角色與家庭型態嗎？

母親要相夫教子、鼓勵配偶教養子女？ 部分縣市的評選
標準強化性別刻板印象

檢視全臺灣各縣市的模範父母親選拔規範，可以從某些縣市的評
選標準觀察到現今社會對於父親、母親這兩種家庭角色仍抱持刻
板的想像與期待。舉例來說，花蓮縣模範母親遴選標準的第一條
即指出，母親要「茹苦含辛、相夫教子、並鼓勵配偶參與子女的
教養責任」，而模範父親的遴選標準卻沒有相對應的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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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標準不僅傳遞「母親本就該親自教養子女」的觀念，同時
也強化「父親較不常參與教養子女過程」的刻板印象。而當「鼓
勵配偶參與子女的教養責任」成為模範母親的遴選規範時，也可
能造成母親們的壓力。因為父親是否積極參與子女的日常照顧受
到許多因素影響，最重要的應該是家族成員如何溝通、協調彼此
的家務與教養責任，而非將這個壓力加諸在母親身上。

此外，彰化縣、苗栗縣、新竹縣的評選規範也存在類似的問題，
許多用詞跟標準都可能再次鞏固現今社會對於父親、母親角色的
刻板印象與期待。當這些形象被視為「模範父母親」的模板時，
不僅會打壓其他多元的親職實踐方式，同時也會加強性別化的家
務分工與教養責任。

誰是模範？ 「模範父母」標準造就的期待與壓力

除了前文所提及的四個縣市外，臺灣多數縣市的選拔活動都是讓
父親、母親適用相同的標準，期待父母親能是堅忍刻苦、家庭和
諧、孝親睦鄰、犧牲奉獻的典範。雖然統一模範父母的評審規則
的確有機會破除依據性別劃分的家務與教養分工，但「模範」一
詞所造成的影響仍舊值得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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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現今社會也陸續出現更多元的家庭型態，這些家庭卻不一
定能被涵蓋到模範父母的評審標準中，包括由同志伴侶組成的同
志家庭、離婚後再婚的重組家庭、無血緣關係的收養家庭、照顧
親戚子女的寄親家庭等。上述這些家庭雖然成員間不一定有血緣
關係，且家族成員不一定會用「父親」、「母親」等詞彙稱呼其
照顧者，但這仍是「親職角色」的實踐方式，而這些照顧者的成
就與付出也同樣值得被看見。

在現代社會中，如何成為一個好的父親、母親等親職角色有多元
的可能性。過去的確有許多父母親為了家庭無私奉獻、犧牲自我，
這樣的付出固然偉大，但因為「堅忍刻苦」、「犧牲奉獻」而成
為「模範父母」，卻會強化這樣的印象與期待，進而導致父母親
認為自己應該要犧牲自我才是好的父親或母親。然而，健康的家
庭關係理應是所有的家族成員都能相互體諒、理解彼此，並透過
溝通來協調每個人的家務分工與教養責任，讓大家都能自在、舒
服地生活，而非將家庭和諧奠基在某幾個人的犧牲之上。

上述的例子皆彰顯「模範」一詞可能造成的影響，因為只要存在
「模範」的樣板，便會有不符合上述標準的人存在，進而導致父
母親有「需要達成標準」的壓力，而「其他多元的親職角色」也
難以被社會認同或看見。

近年來，有部分縣市也關注到這個問題，因而採用創新的形式辦
理活動。舉例來說，新竹市、高雄市開始增設多元的親職獎項，
除了鼓勵母親追求自我夢想，同時也肯定新住民母親、協助教養
他人子女者的辛勞，並將單親家庭、寄養家庭、機構安置教養等
多元家庭型態的照顧者也涵蓋在內。然而，活動的基本性質尚未
脫離競爭型的選拔形式，且新竹市仍持續使用「模範父母」一詞、
高雄市的「模範父親」評選則仍舊採用傳統的標準，例如奉公守
法、思想純正等等。此外，兩個縣市都設置了「魔力媽媽」獎項，
藉此將不同性別、婚姻狀態、養育自己或他人小孩的照顧者都納
進來，進而看見多元家庭的需求。但由於獎項內容仍強調「代母
職」、「代父職」，因此還是落入「家庭需要父職、母職」的框
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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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不需要成為「模範」 需要的是「社會支持」

在教養的這條路上，所有親職角色每天都在面對無數的困難與考
驗，他們不計辛苦為孩子付出、奉獻，但現行的「模範父母選拔
活動」真的是肯定他們辛勞最好的方式嗎？以下有三點值得我們
反思的面向。

1.父母親辛苦的程度適合被拿來比較、評選嗎？
所有的親職角色都很辛苦，而且每個人的生活狀況與安排不盡相
同，再加上模範父母遴選是具有淘汰機制的「選拔活動」，過程
中勢必會區分出「合格」與「不合格」的父母親。透過競爭型的
活動來感謝父母親的辛勞，真的是適合的方式嗎？此外，從現行
的評選標準可以發現，某些縣市的規範仍傳遞僵化、守舊的刻板
印象，不僅不符合社會現況，也存在過度樣板化的問題。

2.我們一定要透過「模範」的標準來界定誰是「好父母」嗎？
各縣市政府舉辦模範父母表揚活動的初衷，是為了感謝父母的辛
勞、肯定他們的付出。新北市政府〈模範母親代表評審作業要點〉
中提到，期待透過表揚活動建立社會教育的楷模與下一代的典範。
然而，我們一定要用「模範」一詞作為父母是否稱職的評斷標準
嗎？「模範」的標準不僅限縮多元教養方式的可能性，同時也加
強親職角色的壓力與負擔。

3.在感謝父母親的辛勞之餘，政府聽見他們的心聲與需求了嗎？
在臺灣已經有 69 年歷史的模範父母選拔活動，進行過程中的確
看見了父母的辛勞與犧牲，但這真的是父母親最需要的父親節、
母親節禮物嗎？父母親的辛苦確實應該被看見，但同時更需要被
解決。父母親所期待的友善育兒政策、社會支持系統，各縣市政
府聽到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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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籲政府看見多元家庭樣貌、調整模範父母選拔活動

若「模範父母選拔與表揚活動」會帶來限制與負面影響，那各縣
市政府究竟該如何調整、改變呢？

首先，應全面檢視表揚活動的名稱與評選標準中不妥之處，同時
避免以「競爭形式的選拔活動」來審查父母親是否足夠「模範」。
再者，應看見「多元家庭」的樣貌，避免將親職角色限縮於傳統
父母形象，而能擴大到家庭或機構中所有擔任照顧者的角色。最
後，縣市政府可以運用更多元、有創意、全民皆可參與的方式舉
辦父親節、母親節等慶祝活動，包括展覽、徵文、分享會等線上
或線下活動。除了能讓更多元的教養觀點、經驗被看見，同時也
依舊能表達對於所有親職角色的感謝與祝福。

回顧本文開頭所提出的問題：什麼樣的父母才是「模範父母」？
這個問題放在現代的臺灣社會中已經有許多不同的答案，且家庭
中的照顧者也不一定要是「父母」，而存在更多的可能性。因此，
反思、調整「模範父母選拔與表揚活動」便成為改變的一小步。
從這一步開始，讓更多人意識到「家」與「家人」的想像有很多
種；從這一步開始，讓父母親不再被侷限於某種「模範」的標準
中，進而轉變家人之間的相處方式，並開啟相互理解與尊重的機
會。

資料來源：轉載自台灣性別平等教育協會網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