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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取向家庭動力與家庭評估
蘇益志

華人伴侶與家族治療協會理事長
台灣青少年與家庭輔導協會創會理事長

執業社會工作師

「人們通常不認為自己有
價值。

我覺得，除非他們開始感
到自己有價值，

否則不可能發生任何改變。
這時身為治療師的我，
就成了一個人接觸自己價

值感的首要途徑。
我和家庭相遇，就從這裡

開始。」
 （Virginia Satir語，

吳就君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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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家庭

一群共享特定物理、心理空間的個體所組成(情感、

忠誠、關係持久)

具有獨特性質的自然社會系統，

家庭具有規則、權力結構、內隱外隱的溝通，以

解決各種問題、有效執行各種任務。

只能經由出生、收養、婚姻等管道進入。

功能良好的家庭：能維持自身系統的生存，又鼓

勵實現個人潛力(在系統與個人的利益取向平衡)

家庭系統中的互動與結構層面

次系統

界線

層級

規則

角色

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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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系統中的互動與結構層面

三角關係化

家庭目標

文化與迷思

行為控制

溝通

情感表達

決策過程

壹、家庭次系統

 家庭系統分化與執行其功能方式的呈現

 每個家庭系統因家人的性別、興趣、世代、

功能之不同，而產生不同的次系統

1. 夫妻系統

2. 親職系統

3. 親子系統

4. 手足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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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妻系統

愛與親密

支持、友情、
信任、陪伴、
性關係、個人
發展、價值觀
與目標、理財
計畫

親職系統

領導執行功能

滋潤、關照

權威、結構、管
教、設限

手足系統手足關係

友情、陪伴、玩
伴、照顧者

親子系統 代際互動

傾聽、連結
指引、教導、
示範、創意
與好玩的

次系統與共存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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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家庭界線

界線
 一種次系統規則，決定何種情境、何人介入、

何時及如何介入的內容

 界線的滲透度為一連續體, 從疏離(disengage)
到糾葛(enmeshed) ：

Disengaged                                    Enmenshed

疏離 糾葛
嚴謹、刻板 鬆散、混亂

界域可能是疏離，
甚至形同陌路

界域可能是重疊的，重疊
的內涵可能是親密，也可
能是干涉

界域重疊的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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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線變化

疏離與糾葛夾雜

因應家庭生命不同階段而有不同的界線
品質

參、家庭層級

層級

 家人位階：

撫育、控制、聯盟與友伴

M            C             C+GM

F      M + C                               

F   C         F  M            F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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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家庭規則

家庭一套規範成員行為、關係與互動的準則

 外顯的與隱藏的

 功能的與失功能

 防制違反家庭規則

的機制

 彈性或僵化

 文化影響

1、外顯的家規

2、無形的家規

 對於你看到和聽到的事，你能說什麼？

 你能夠對誰說那些？

 如果你對某人或某事表示不贊成，你將怎
麼做？

 當你對某些事不清

楚時，你如何提出

疑問？你會提出疑

問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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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規則會透過語言或非語言的互動，
影響個人的人格

 這種家規有四類：

（一）屬於自我印象方面：例如女孩是沒有地位的；男孩沒

有哭的權力。

（二）關於對外在環境的印象：例如婚姻是吵不完的架，出

外靠朋友，所以不能得罪任何人等。

（三）關於人生態度方面：例如滾石不生苔、不要輕易改變

等。

（四）關於如何成為「好」孩子方面：例如天下無不是的父

母，孩子不要有太多感覺等。

伍、家庭角色

家庭成員在承擔家庭義務和享有
家中權利方面所表現出的一定行
為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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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家庭角色

角色界定

清楚？界定可否維繫此家人的人格發展？彈性

否？

角色分配

適當？合理？能滿足？

角色監督

規範後是否真的執行？

各自被所在何種角色中？

mo fa

c

mo fa

c

c

mo fa mo fa

c

A B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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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家庭權力結構

 某一家人對其他家人造成行為改變的能
力

 來源含：

1. 經濟

2. 支持

3. 社會連結

4. 感情

5. 渴慕

陸、家庭權力結構

權力掌握、分配與平衡、轉換過程

 權力是否具有彈性？是否平衡？

 是否會隨著時間發展而轉變？有何其他因素

影響？具有何種影響？

 隱藏的權力是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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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力評估

 誰做甚麼又誰認可？

 誰對誰說話

 誰先說

 誰和其他人同時發言

 誰打斷誰

 誰同意誰

 誰說最多話

 誰決定誰的決定

 誰的意見通常被家人接受

 誰有權力做最後決定？甚至推翻已經做的決定？

柒、三角關係化

權力與關係的結構

 當兩人關係因衝突，緊張逐漸升高時，其中一

人或兩人利用各種策略將第三者捲入，藉此調

節關係中的緊張氣氛

 第三者同樣也利用這種位置來滿足自己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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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人如何捲入第三者

A B

A B

A B

C

C

柒、三角關係化

權力與關係的結構

 當兩人關係因衝突，緊張逐漸升高時，其中一

人或兩人利用各種策略將第三者捲入，藉此調

節關係中的緊張氣氛

 第三者同樣也利用這種位置來滿足自己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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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態的聯盟

mo fa

c

mo fa

c
衝突

過度涉入

c

mo fa mo fa

c

A B

C D

捌、家庭目標

 清楚或隱藏

 一致或分裂或衝突

 滿足與否個人與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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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家庭迷思與認知模式

迷思：
n 人類無法以科學方法驗證的領域或現象，強

調其非科學、屬幻想的，無法結合現實的主
觀價值

n 迫害性

正向

文化的影響

 閩南文化「娶母大姊，坐金交椅」 。

 雅美族的習俗：當長子初生時，父母與祖父母
都要改名為某某的父親、母親或祖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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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女性家庭人際關係特質

委曲求全 挫折 努力自處

期待還在

不斷抱怨

卻無法爭取

文化制約

拾、行為控制

家庭處理危機的型態與滿足家人生理暨

心理需求的能力：

 僵化

 彈性

 鬆散

 無次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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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壹、家人溝通型態

 影響溝通因素

情境

我 對方

拾壹、家人溝通型態

 接收技巧

 表達技巧

 「I」訊息

 認知彼此優缺點並且肯定與成長



17

溝通中的內容與關係

 每一個溝通都有兩個層面

 內容（通知或報告）與關係（命令或請求）

 每一個溝通不僅是傳遞訊息而已，它還界定
溝通兩者之間的關係

溝通中的內容與關係

 關係是由指令訊息所定義出來的

 這些訊息構成了調節模式（正、反向回饋），
以穩定關係並界定家庭規則

 一再如此命令，就成為家庭規則

 可以從家庭成員的頻繁的互動中推論或歸納
出家庭規則

 家庭通常沒有覺察其規則，因為這些多半沒
有明文規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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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向回饋（行為被增強）

孩子欲離家
(威脅了家庭原有的恆定)

孩子向外擴展
(起飛期家庭形成)

家庭系統鼓勵
(促進家庭系統改變)

孩子成家立業
(孩子自成一個家庭系統)

母親轉移養育焦點
(新恆定狀況的調適)

夫妻功能的凝聚
(新的家庭恆定狀況)

規則改變
Second Order Change

反向回饋

孩子欲離家
(威脅了家庭原有的恆定)

孩子留下
(恢復家庭原有的恆定)

家庭系統反抗
(致力於維護家庭原有的恆定)

孩子住在家中
(家庭原有的恆定)

規則不變，將個人行為改變
First Order 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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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貳、家人情緒與情感表達的程度

 情感反應

在質與量兩方面具有能力以合適的感覺，去
對一個已知的刺激作反應。不論正、負向情
緒

瞭解如何傳遞與影響甚麼

• 質的方面

家人是否有能力去回應完整

情緒經驗是否包括刺激或情境內容

• 量的方面

拾貳、家人情緒與情感表達的程度

 情感投入

家庭對成員的一些活動與興趣的重視與投入。
情感投入分為：

1. 缺乏投入

2. 投入不足

3. 自戀型投入

4. 同理型投入：投入來自對他人的感受

5. 過渡投入

6. 共生式投入：病態性、相互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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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參、家人決策過程

我們的關係

我的需求 你的需求

結果如何被決定？

從民主到獨裁的分野

好的家人決策過程要素

 家人間須具備公開回饋及自我表達的能

力

 考慮每個人的需要

 有效決策的考量是以“需要”為基礎，

而非為“解決”或“有結果”而做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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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家人決策過程要素

 能夠想出各種可能性

 能夠考慮各種狀況, 衡量各種可能性

 能夠任務分配,決策完成並評估

 當家庭、家人的需要改變或有新狀況出

現時,允許彈性地修正或協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