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職照顧者？雙薪家庭？父親照顧？母親照顧？ 

打造親子關係的神隊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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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兒模式與性別角色的困境 

爸媽都要共同照顧小孩！以下所敘述的三種模式，你們是哪一種？並不是每一對夫妻都

有孩子，但對那些有孩子的夫妻而言，找出彼此都能接受的育兒模式也很重要。 

在過去十五年裡，父母親在孩子身上付出的時間與精力大幅增加。一九九○年代中期，

母親平均每週花十三個小時照顧孩子，父親則平均花四個小時在育兒工作上。到了今天，母

親平均每週花十八個小時照顧孩子，父親則花九個小時在育兒工作上。所有證據都顯示，有

兩個因素造就了這個趨勢，一個是社會壓力，一個是個人選擇。換句話說，不只是社會期待

我們在孩子身上花更多時間，我們也不想錯過他們的童年。 

此外，人們普遍因為無法花更多時間在孩子身上而懷抱罪惡感，顯然男性與女性都對怎

麼好好地照顧孩子，同時又能安排自己的生活，感到矛盾。 

事實上，在我訪問的雙薪父母當中，有些人擔心他們的孩子過得比那些由父母親全職照

顧的孩子差。他們因為不能參加每一次的校內活動、協助孩子完成每一份作業，以及有時由

其他人負責照顧生病的孩子而感到內疚。他們擔心，無法全職照顧孩子會對他們造成某種傷

害—導致心理或社交障礙、學業表現不佳、覺得自己被拋棄等問題。 

由於社會規範對父母親施加壓力，這些恐懼是可以理解的，但它們並沒有事實根據。許

多研究都證實了這一點。發展心理學家曾經對孩子進行追蹤研究（有些案例甚至長達十五

年），評估他們的認知能力、情緒發展、社交技巧、建立並維繫親密關係的能力，以及其他

特質。他們針對由父母親全職照顧和父母親都有工作的孩子，比較評估結果。 

結果顯示，兩者在各項發展和身心健康方面都沒有差異。真正重要的是，孩子與父母親

和其他照顧者的情感緊密程度。無論這些為人父母者是否外出工作，當他們之間的關係極為

親密時，孩子就能健康快樂地成長。 



 

如果你還是很難擺脫身為職業父母的罪惡感，請記得，這種罪

惡感絕大部分是因為文化造成的。 

在英國（我的家鄉）或美國時（我經常在美國工作），我聽到很多雙薪父母訴說自己的

內疚。但在法國（我在這裡定居），很少人會這樣做。雙薪父母的「失職」沒有事實根據，

只是我們自己這麼認為而已，我們可以選擇不要再這麼做。 

因此，讓我們拋開罪惡感，接受養育孩子最基本的現實。事實是，所有人（無論雙薪與

否）都將某些育兒工作外包出去—交給家人、學校、托兒所或保姆。這不是現代才有的現

象。在許多傳統社會裡，當父母親外出工作時，都是由家族裡的長輩負責大部分的育兒工

作。時至今日，將育兒工作外包出去，依舊使你們有更多時間和孩子相處。思考怎麼運用這

些時間，以及如何分擔責任與享受孩子帶來的喜悅，對你們之間的關係有著重大影響。和排

定工作順位一樣，謹慎選擇育兒模式是非常有幫助的。這裡有三種模式可以考慮： 

主要照顧者模式 

在主要照顧者模式（lead-parent model）底下，由其中一人扮演主要照顧者的角色，

承擔大部分的育兒責任。這不只是時間的問題。這個人必須對孩子周遭的一切瞭若指掌，並

且給予他們支援—知道哪一天有體育課、打預防針的時間、他們好友父母親的電話號碼、班

上死黨的名字；知道何時有校外教學，需要準備午餐，以及如何一起搭車去看足球賽等。有

位和我很要好的同事，因為扮演主要照顧者的角色，被三個兒子比喻為家裡的中央電腦系

統。儘管她和丈夫共同分擔多數育兒工作，他們都預期，她知道什麼時候會發生什麼事，並

隨時處理突發狀況。他就像是她的「員工」一般。 

主要照顧者模式的好處是角色明確。不只是父母親，孩子也知道由誰承擔主要養育責

任，因此感到較為輕鬆自在。此外，當主要照顧者真的很想扮演並享受這個角色時，他將感

到十分滿足。當然，這種模式的壞處是，在家庭的重要時刻，次要照顧者可能會覺得自己被

排除在外。最後他甚至可能會因為「錯過孩子的成長」而感到無比遺憾。 

 



 

輪流模式 

和工作順位的輪流模式一樣，在這種模式底下，夫妻必須輪流扮演主要照顧者的角色。

有些夫妻每三到五年進行角色互換，這個時間點也許正好和主要與次要工作者之間的轉換一

致。其他夫妻則是在其中一人面臨高強度工作時，暫時扮演主要照顧者的角色。和工作順位

的輪流模式一樣，這種模式的壞處是，對於何時轉換角色，兩人可能很難達成共識。 

共同照顧模式 

在共同照顧模式（co-parenting model）底下，夫妻一起扮演主要照顧者的角色。他們

通常會平均分配在育兒工作上投入的時間，共同分擔「中央電腦系統」的工作。比方說，其

中一人負責處理所有和體育課、醫療保健、家庭作業有關的事，另一個人則負責幫孩子安排

所有的社交與音樂活動，以及與老師聯繫。 

和你猜想的一樣，所有育兒模式成功的關鍵都在於，父母雙方謹慎地選出這種模式，它

與他們的工作順位模式也正好互補。這不是很顯而易見的事嗎？或許是如此，但許多夫妻都

隨意做出選擇。有時候，他們的育兒模式沒有跟上工作順位的轉換。這種不一致多半是由性

別期待所導致。比方說，根據統計，女性通常比男性在育兒工作上投入更多時間；即便夫妻

雙方都一致同意採取共同照顧模式與雙重主要工作順位模式，也往往是如此。 

我經常聽到雙薪夫妻說，他們之所以決定採行共同照顧模式，有一部分是因為兩人凡事

都想親力親為，另一部分則是因為他們都不想減緩職涯發展的速度。然而，他們之間往往存

在著明顯的不平衡。比方說，我訪問的某位女性就說，雖然她的丈夫是一位凡事親力親為的

父親，他們都認為，他只是「她的助手」。她進一步說明： 

週六早上吃早餐時，他總是會問：「我這個週末可以做些什

麼？」儘管我從他身上獲得的幫助，遠比我的朋友從丈夫那裡



 

得到的多，問題在於，他只是在「幫」我。我顯然還是主導這

一切的人。 

我們可以思考，是什麼原因造成這種落差（很多夫妻都會這麼做）。或許有些男性只是

在一旁等著女性指揮；或許有些女性展現出她們想主導一切的慾望。或許兩者皆是。事實

是，就連堅信男女平等的夫妻，也很難擺脫傳統性別角色。從大眾媒體的報導乃至微妙的人

際互動（像是要詢問問題或安排活動時，老師很自然就會打電話給學生的母親），我們的周

遭每天都以各種方式助長並強化這種傳統角色。 

傳統性別角色一直存在，這說明了為什麼有些女性是家中的經濟支柱，卻依然比男性花

更多時間在育兒工作和家務上。很顯然，即便在最講求平等的社會裡，要讓男性與女性對家

庭均等地付出，我們都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所以請特別注意，儘管你和另一半真的想要採

行共同照顧模式，傳統性別角色也可能會對你們的行為產生深遠的影響（無論你們有沒有發

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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