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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隨著時代的變遷以及社會的演變，家庭形式越來越多元，其隔代教養為多

元化家庭型態之一，本研究透過了質性研究的方法，訪談十一組隔代教養家庭，

其對象為祖父母與孫子女，其中四位為未成年；藉由訪談型式探討其祖孫之間的

情感互動關係、和相處過程的困難，及如何拉近隔代教養祖孫關係的方式。 

    其研究的目的，經由蒐集祖孫訪談資料後，並根據訪談的結果，研究者

設計了「祖孫童在一起，讓愛齡距離」之活動，促使隔代教養家庭成員間之關係

更為和睦，並藉由活動回饋單所回饋的內容瞭解本活動之成效及祖孫之間情感的

轉變為何？ 

根據本研究訪談後分析的結果，歸納以下結論: 

1.藉由活動之實施，促使祖孫親密關係更加緊密。 

2.透過手作的過程，增進祖孫彼此間互相的學習及合作的樂趣，也藉

由活動參與勇於向對方表達感謝之意 

3.藉由活動中的互動及關卡的設計，提升祖孫間更好的互動關係 

 

關鍵詞:隔代教養家庭、祖孫情感互動關係、活動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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