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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編的話

本期一共收錄四篇文章，主題涵蓋教育、文化暨多元文化領域，

研究方法取徑於資料庫、問卷量表與內容分析。第一篇作者謝志龍以

Lareau對於Bourdieu的文化資本理論之延伸來作為論述依據，同時運用

臺灣教育長期追蹤資料庫的大數據進行實證分析。作者根據其所提出

的文化資本概念，進一步區辨出「家長認識或選擇學校」、「家長主

動聯繫學校」及「擔任家長委員或義工」三類家長參與學校教育的行

動，然後探討社會階層與家長參與的關聯，並且檢驗家長參與學校教

育對國中學生在校表現與教育分流的影響。第二篇聚焦於異性戀大學

生對同志家庭親職撫養與孩子適應的負向態度做探討。作者張德勝與

王采薇的研究發現，大學生性別、同志家庭類型、撫養態度層面之三

因子交互作用未達顯著；不利孩子適應的分數顯著高於不利親職撫養

的分數；男生對同志家庭不利親職撫養的分數顯著的高於女生；學生

對男同志家庭態度和女同志家庭的分數沒有顯著差異；不利親職撫養

層面和不利孩子適應層面達顯著中度正相關，女生的相關係數顯著高

於男生。

王淑芬在第三篇文章主要以內容分析為方法，探究2014年國小高

年級社會領域教科書時序概念教材的特色。研究發現，教科書使用大

量過去日期的詞彙，且以「西元、民國」的數量最多，也一致化地出

現不少臺灣歷史分期的詞彙。再者，教科書以分期詞彙作為時序架構

來編寫編年史與發展史。作者提出的建議包括，宜教導計算日曆時

間、從學科觀點教導時序概念的內涵、發展史教材宜著重教導主題與

外部因素的互動關係、避免傳遞歷史進步論的意識型態。第四篇的論

文中，

張凱程乃從遊戲與閱讀參與切入，並關注此些活動參與對孩子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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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力的作用，及相關背景、控制、中介等變項，是否是造成幼兒認知

發展有明顯階層化的因素。研究結果顯示，課室專注力會正向影響幼

兒認知發展，而遊戲社會合作的程度愈高，閱讀愈積極，會提高課室

專注力，並有利於認知發展。更重要的是，出身愈貧困，與家長教育

程度愈低之家庭，愈少去閱讀，課室專注力也愈差，進而造成其認知

發展與其他家庭幼兒的明顯差距。

期刊預計付梓於乍暖還涼五月天，而稿件與讀者的殷切期盼卻似

已近炎炎仲夏，熱度與熱望持續燃燒加溫不息，編輯團隊自當把握當

下難逢良機，珍惜各方先進不吝情誼，以追求更好的學術品質為深切

期許。

總編輯

陳成宏 謹誌

2021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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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參與學校教育作為文化資本 
對臺灣國中學生教育成就之影響

謝志龍*

摘　要

本研究的文化資本概念，是以Lareau對於Bourdieu的文化資本理論

之延伸作為論述依據，進而區辨出「家長認識或選擇學校」、「家長

主動聯繫學校」及「擔任家長委員或義工」三類家長參與學校教育的

行動，探討社會階層與家長參與的關聯，並檢驗家長參與學校教育對

國中學生在校表現與教育分流的影響。藉由運用臺灣教育長期追蹤資

料庫進行實證分析，研究發現，父親教育程度與母親職業愈高的家庭

對於學校認識或理解的程度愈多，藉由「家長認識或選擇學校」此參

與行動，將讓其子女進入優良的教育環境並取得較好的學業表現，進

而促成教育分流時有較高機率進入以升學為導向的學術分流。

關鍵字：文化資本、家長參與學校教育、教育成就、教育階層化

DOI　10.3966/207802222021050023001

*  謝志龍：國立臺東大學公共與文化事務學系副教授

電子郵件：sl.jung72@gmail.com
收件日期：2020.04.01；修改日期：2020.06.26；接受日期：2021.0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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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Parental Involvement on Educational 
Achievement Among Taiwanese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Capital

Chih-Lung Hsieh*

Abstract

By adopting the concept of cultural capital proposed by Lareau’s 
extension of Bourdieu’s cultural capital theory as the main theoretical 
framework, this study examined three types of parental involvement in their 
children’s schooling: (1) Parent knowledge and selection of schools for 
children; (2) Parent contact of children’s schools; and (3) Parent participation 
in parent’s associations or service as school volunteers. These types of 
parental involvement were applied to discuss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social 
class and parental involvement and thus analyze the effects of parental 
involvement on their children’s academic performance and outcome in 
educational tracking. By conducting an empirical analysis on data collected 
from the Taiwan Education Panel Survey, this study found that fathers with 
higher education levels and mothers with higher job statuses had a greater 
understanding of their children’s education or school affairs, and thus applied 
their knowledge in selecting schools, enabling their children to enter high-
quality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achieve high academic performance, 
consequently leading to a higher chance of their children entering an 
academic track.

Keywords:  cultural capital, parental involvement in schooling, educational 
achievement, educational stratification

*  Chih-Lung Hsieh: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Public and Cultural Affairs, 
National Taitung University
E-mail: sl.jung72@gmail.com
Manuscript received: 2020.04.01; Revised: 2020.06.26; Accepted: 2021.0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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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近年來，家長參與（parental involvement）日益受到重視。家長

參與可分為廣義與狹義兩種。廣義言，只要是家長在子女受教育過程

所參與的教育相關活動均屬其範疇（吳璧如，2001）。狹義則指基於

行使親權與身為學生監護人的身分，對學校相關教育事務有參與、溝

通、決定的個別與集體權（林俊瑩，2006）；此時，家長參與指涉的

是「家長參與學校教育事務」（parental involvement in schooling）此一

限縮定義。這種家長參與學校教育的父母親職與權力，在2006年獲得

政府認可而通過《國民教育階段家長參與學校教育事務辦法》（簡稱

《家參辦法》）。本研究所討論的家長參與，正是聚焦父母對於子女

就讀學校的種種參與及涉入行動。

事實上，臺灣長期以來家長參與學校教育的現象相當普遍。諸如

家長會就是早已存在且於法有據的家長參與管道，其他如家長義工協

助學校庶務工作，或者教師使用聯絡簿與家長維持互動等，更是頻繁

存在國民義務教育階段（王朝明，1998）。然而，臺灣過去相關研究

在處理家長參與議題時，由於研究旨趣的不同，主要著眼於發生在家

庭裡的教育參與，家長參與學校教育事務的面向相對較少被討論（林

俊瑩，2006）。當然也有與本研究同樣關懷投入相關資本（即文化或

社會資本）對學生成就影響的研究，但其解釋邏輯多與家長參與無

關，家長參與和資本理論之間缺乏具體連結，只是檢驗教育過程中相

關資本的效力而已。因此，不同家庭背景的參與行為是否有別？透過

何種機制發生作用？參與行動造成甚麼結果？當中的理論脈絡為何？

這些問題都還有進一步探索的空間。

本研究認為，家長參與子女的學校教育過程，凸顯出華人父母重

視子女教育的現象，當中可能隱含階層差異與不平等，與家庭社經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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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息息相關。依循此思路，本研究在理論層次討論家長參與的社會資

本與文化資本意涵，並採用Lareau的文化資本作為論證基礎；在分析層

次則使用「臺灣教育長期追蹤資料庫」（Taiwan Education Panel Survey, 

TEPS），合併國中學生、家長與導師等三份調查資料。藉由一系列量

化實證分析，本研究檢驗臺灣社會的家長參與學校教育背後所蘊含之

教育階層化意涵，以及家長參與對國民義務教育階段的國中學生在校

表現與教育分流之影響機制。由於國中階段的學業成就良窳將影響下

一個教育階段的選擇，釐清此議題具有重要的學術與實務價值。

總之，本研究聚焦家長參與學校教育以深入理解華人社會的教育

成就歷程，預期解答以下問題：第一，探討臺灣社會中影響家長參與

的因素，釐清家長參與行動背後的家庭背景所發揮的效力；第二，檢

驗家長參與對子女教育成就的作用，以及當中的因果機制；第三，藉

由文化資本的解釋脈絡，提升家長參與學校教育事務的理論意涵，並

探索當中所蘊含的教育階層化歷程；第四，建構一套足以分析家長參

與現象的理論意涵與實證成果，以期豐富學術的知識能量與提供實踐

家長參與學校教育時的信念基礎。

貳、文獻探討

一、家長參與學校教育的法令政策

不論國際條約或國內法規皆奠立家長參與學校教育的理念及法律

基礎。1 但目前規範家長參與最直接的相關法令則是《家參辦法》，

1  聯合國於1948年《世界人權宣言》主張：「父母有優先為子女選擇教育之
權利」，而1959年《兒童權利宣言》更明確指出：「負有輔導教育兒童之
責任的人必須以兒童最佳利益為主導原則，而父母是負有最重要的責任

者」（商永齡，2009）。臺灣的法律也具備同樣精神。最高位階的《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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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計11條，賦與家長參與學校教育事務的正式法源。《家參辦法》透

露出以下訊息。首先，維護子女學習權及親職教育是家長的責任，家

長在適當範圍內有參與學校事務的權利與義務。其次，這些參與項目

將實踐在家庭與學校兩個場域。家庭裡的參與項目包括輔導管教子

女，以及督導並協助學習；在學校則是參與相關活動，如教育講習、

活動、家長會、學習成果檢討會等。此外，家庭、教師與學校需共同

合作，保持良好溝通。一方面，學校應公開與子女學習相關事項的資

訊；另方面，家長得針對這些事項提出不同意見。

歸納《家參辦法》的家長參與類型，大致可分為「資訊請求

權」、「參與權」與「異議權」，以及「組織團體權」。前三者屬於

法》第21條明定：「人民有受國民教育之權利與義務」，第22條則說：
「凡人民之其他自由及權利，不妨害社會秩序公共利益者，均受憲法之保

障」。亦即，當兒童作為受教育權的實踐主體時，得享有合理的教育機

會，且由其父母加以監督與引導。此外，《民法》第1084條明定：「父母
對於未成年之子女，有保護及教養之權利義務」，此時由父母執行包括扶

養、保護、教育及協助成長等親權，自屬當然之理（李柏佳，2009）。更
明確的規定是1999年施行的《教育基本法》第8條第3項指出：「國民教育
階段內，家長負有輔導子女之責任，並得為其子女之最佳福祉，依法律選

擇受教育之方式、內容及參與學校教育事務之權利」。此為家長得以行使

之「教育選擇權」，包括選擇學校、在家教育與實驗性質的教育等，屬於

家長「個別參與」的權力行使（黃月純，2006）。此外，家長參與學校教
育的權利可能具有更強的影響力，例如，《國民教育法》第9條指出：「應
有家長代表參與國中小學校長遴選」、第10條指出：「校務會議應包含家
長會代表」，《教育基本法》第10條規定：「應有家長會代表參與地方教
育審議委員會」，《教師法》第11條指出：「應有家長代表參與高級中等以
下學校教師之聘任」（陳啟榮，2005），此為家長得以行使之「集體參與
／代表權」（顏秀如，2006），包含參與校長遴選與教師聘任，甚至負責
教育事務之審議、諮詢及評鑑等事宜。這些相關法令皆意味家長雖不是教

育基本權所保障的對象，但為實現教育基本權，家長得以藉由參與行動來

保障孩子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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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個人權，後者屬於父母之集體參與權。資訊請求權是指家長關於

子女在校學習的知的權利，它不僅是被動接受資訊，更應該是要求學

校或教師積極提供資訊的主動權利。實務運作常見家庭聯絡簿、提供

學校行事曆、通信聯絡、電話訪談、網頁公告等，使家長清楚得知學

校資訊（李晉梅，2003）。參與權則是指校方主導而家長與會或者提

供諮詢的權力類型。以家長會為例，參與範圍多以校內具有集體參與

性質的事務為主，如出席學校校務、教師評審等會議，其意見作為參

考或諮詢性質（顏秀如，2006）；以教育講習或活動為例，家長是學

習者或參與活動者的角色，由學校安排活動內容及範圍。所謂異議

權，又稱不同意見表達權（商永齡，2009），指家長得對教師及學校

所安排的教學內容提出意見。當然，教學自由依然掌握在教師及學校

手中，但家長在《家參辦法》的授權下能夠表示意見。而組織團體權

與前述的參與權息息相關，家長依《家參辦法》得組成不同層級之家

長團體（李柏佳，2009），根據相關法令得行使集體參與或代表權。

藉由上述法令政策的討論，本研究指出受教育權是中華民國國民

的權利與義務，特別是國民教育階段的學生之父母為維護子女的受教

育權，得以參與學校相關教育事務，包括個人層次的教育選擇權、資

訊請求權、個人參與權與異議權，以及集體層次的組織團體權與集體

參與／代表權等。2 進一步言，本研究也說明臺灣的教育制度對於親職

2  家長參與學校教育事務的相關法令政策之整理

層級 類型 事項
個人權 教育選擇 選擇學校、在家教育、實驗性質教育

資訊請求 聯絡簿、學校行事曆、通信聯絡、電話訪談、網頁公告
個人參與 家長會、教育講習、學習成果檢討會
異議 對教學內容提出意見

集體參

與權

組織團體 組成不同層級之家長團體
集體參與

／代表

參與校務會議、校長遴選與教師聘任，教育事務審議、

諮詢及評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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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與家長參與具有相當程度的想像與要求，家長參與學校教育事務

背後其實隱藏著一整套教育制度運作的邏輯。於是，本研究認為，家

長實踐參與行動與否將受到社會階層的影響，畢竟不是所有家長都理

解參與學校教育事務的意義與重要性，家長必須具備某種程度的知識

與能力（即後文討論的「非正式文化知識」）才可能進行深度且有效

果的參與。

二、家長參與學校教育在社會資本與文化資本的理論意涵

從社會資本及文化資本觀點出發，探討家長參與學校教育之國外

研究頗多。聚焦社會資本出發的經典研究，常見以Coleman（1988）

的理論為大宗，Coleman關注封閉性社會網絡所產生的效果，認為家

長、子女、子女的同學，以及子女同學的家長等，彼此可形成一種代

間封閉性的網絡；這種封閉性的人際連結一旦形成，封閉性的社群內

將產生有效規範與資訊優勢的效果。當家長們進入學校採取某些參與

行動時，子女在校的行為、活動、表現或成績等，皆可以有效被父母

掌握與回應。據此，其邏輯在於父母可透過付出額外的時間與精力參

與子女的教育，藉以與學校建立某種親近的關係，以維持既有優勢的

再製。McNeal（1999）探討家長參與和社會資本的關係，該文檢驗家

長參與作為社會資本對中學生的認知（理科成績）與行為（曠課及中

輟）之影響，主張家長參與是親師間的動態聯繫與社會網絡，其過程

主要受到父母所處階層位置之影響，有能力的家長藉由資訊傳遞與監

控在校表現而讓子女在教育過程獲益，所以富裕、白人家庭的父母更

加主動涉入子女的學校教育，包括參加親師組織（指親師會議、親師

活動、學校志工）與教育支持策略（指出席學校會議、與導師晤談、

參訪班級）等。

從文化資本出發的重要文獻則大都採借Bourdieu（1986）的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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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urdieu指出任何一個社會場域都有隸屬於自己的正統文化，是區分場

域內各行動者有利或不利地位的基本原則、分類標準，例如，在學校

場域內，文化修養、知識水準及高度專業化的語言表達能力即屬之。

也因此，具備較高文化資本的家長及子女，其性情、傾向、習性、興

趣等，皆與學校場域的文化更為貼近。此時，家長參與對子女教育成

就的作用，很大一部分的原因是父母投資子女某種有助於教育成就取

得的資源，涉及到家庭對於學校場域文化的親近性，此即Bourdieu的研

究取徑。McNeal（2001）補充了家長參與作為文化資本的理論架構，

指出眾多家長參與和教育成就之關係的研究成果有許多矛盾的發現，

包括家長參與對學業成績有正面影響、負面影響，以及沒有顯著關

係；據此，該文使用文化和社會資本的概念作為理論框架，嘗試探討

家長參與對認知（如科學成就）和行為（例如逃學和輟學）之間的不

同影響；研究結果指出，家長參與通常是解釋行為而不是認知結果的

重要因素，此時親師聯繫作為社會資本發揮了顯著的效果；然而，該

文也指出家長參與對於上階層學生有更大的影響，這支持了家長參與

作為文化資本的理論論述，亦即上層階級成員所擁有更高水平的文化

資本擴大了家長參與對優勢學生的影響。Reay（2004）指出在教育社

會學領域，文化資本的經驗研究大多集中在高地位者的文化參與，聚

焦行動者遵守或不遵守教育評估標準的微觀互動過程；據此，作者透

過更廣泛的父母參與來說明運用文化資本重現教育優勢的多種方式，

強調家長參與已成為學校利用父母文化資本資源提高標準的手段，該

文也證實中產階級以上的家長參與行動（相對於工人階級家庭），維

繫了既得利益家庭子女的優勢地位，加劇教育中的階級不平等。Lee與

Bowen（2006）即支持這種從文化資本觀點探討家長參與的研究，他

們從文化資本（即學校與家庭文化之間的契合度）的角度考察家長的

參與，發現占主導地位的群體（歐美白人、學歷較高、非貧困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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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到學校進行家長參與活動，並且與子女進行教育討論的情形更加

普遍，此種優勢團體家長頻繁參與學校偏愛的活動類型（即家長到校

參與學校教育）和子女的學業成就密切相關；此時，即便家長參與涉

及家庭與學校的連結，但此種社會資本帶來的優勢必須被鑲嵌在社會

制度下才能發揮作用，亦即個人出身的家庭慣習若能先與外在社會場

域的文化相符，將更有利促成種種社會優勢。在其論文中，出席會議

／活動、擔任義工、親師交流等被視為是文化資本而加以測量，藉以

探討家長參與、文化資本與小學生教育成就（閱讀與數學成績）的關

聯。該研究證實社會的支配團體透過家庭長期以來所蘊含的慣習將有

助子女熟悉教育系統的遊戲規則並累積優勢，這些家長也因慣習的緣

故，在行為、態度與觀念上展現豐富的教育知識、成就經驗與自信，

進而積極參與子女的學校教育事務，包括參與親師會議、擔任學校或

班級義工、參加學校舉辦的重要活動等。

上述經典文獻各自指出家長參與作為文化資本或者社會資本的理

論脈絡皆有其道理，但家長參與的變項操作則仍有重疊之處，例如，

出席會議／活動、擔任義工、親師交流等，既被認為是文化資本，卻

也是社會資本。本研究認為這是家長參與學校教育的本質所導致的研

究難題，因為當家長參與涉及家庭（父母）與學校（教師）兩個主體

的合作時，變項的概念化與操作化其實難以區辨家長參與究竟是因為

熟悉學校制度運作規則的解釋邏輯，或者是出自建立有效規範與訊息

流通的親師網絡之論證理由。

然而，本研究將偏重文化資本的思路進行討論，原因如下。

Bourdieu（1986）曾把資本劃分為經濟、文化和社會三種不同型式，並

認為三種資本可相互轉換。藉由資本形式的可轉換性，吾人可想像當

擁有大量經濟資本時，行動者能透過其經濟實力購買、取得與文化／

社會資本相關的媒介；反之，當文化／社會資本被教育制度認可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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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可在勞動市場發揮功效而獲取薪資並轉換成經濟資本。在這個資本

轉換的過程隱含兩個要件（Bourdieu, 1986）：第一，資本轉換的目

的在於保證資本和地位的再製，不同類型資本的可轉換性是構成某些

投資策略的基礎，這些策略的目的在於通過轉換來保證資本和地位的

再製，例如，當文化資本被教育制度認可時（即轉換成一種資格的資

本時），文化資本在勞動場域才能發揮功效，於是資本擁有者便以道

德、能力或功績主義的教育體制為面具，加以掩飾文化資本的傳遞，

唯有如此，以經濟資本為基礎的依賴和支配關係，才能經由再製的策

略綿延不絕地傳遞下去；第二，資本的轉換需要勞動，即資本從一種

類型轉換為另一種類型需要通過勞動時間才能完成，例如，將經濟資

本轉換成文化資本，通常是透過延長受教育時間和延遲進入勞動市場

時間，受教育過程的花費也要經由經濟資本的占有才能達成目標。本

研究認為，家長參與也是將文化資本轉換成其他形式的勞動：從社會

交換的角度，愈熟悉學校場域文化的家庭愈可能投入家長參與行動，

這種投資的利潤最終會以經濟、社會或文化等形式表現出來。Lee與

Bowen（2006）即認為社會資本帶來的優勢必須被鑲嵌在社會制度下

才能發揮作用，此時個人出身的家庭慣習若能先與外在社會場域的文

化相符，將更有利促成種種社會優勢。據此，有鑑於每個家庭的社會

階層不同，長期以來的生活方式與慣習必然有所差別（Bourdieu, 1984; 

Lareau, 2001; Lee & Bowen, 2006; McNeal, 2001; Reay, 2004），這正是

促成家長是否，以及如何實踐參與學校教育的知識基礎。當家長們所

處的社會階層具備高文化資本時，理解動員特定資本及轉換資本的意

義與重要性是這些階層家長們習以為常的生活方式，也因此後續的種

種參與行動才更容易被發動與落實。

綜上所述，本研究並非要斷然區分家長參與學校教育究竟作為文

化資本或者社會資本，而是嘗試描繪家長參與學校教育與此兩類資本

06-1-謝志龍_p001-046.indd   10 2021/5/17   上午 11:46:31



謝志龍 
 

 家長參與學校教育作為文化資本對臺灣國中學生教育成就之影響 11

可能有的關聯，並進一步將焦點置於文化資本理論來探討家長參與學

校教育的面向與學習成就間的關係。

三、家長參與學校教育作為一種文化資本

Lareau（2015）挑選12個家庭進行長期的民族誌研究，探討中

產、勞工及窮人此三個階級所形塑的文化邏輯與家庭策略，並發表一

系列關於家庭與學校二者關係的研究成果，描繪出美國社會的不平等

再製過程。在這些研究裡，Lareau（1987, 1988, 2000, 2007）特別關

注家長參與此議題，聚焦家長對子女正式課程以外的其他活動之參與

及重視，進而提出一套關於文化資本的詮釋脈絡，稱為「非正式文化

知識」（informal cultural knowledge）。文化知識意指一套社會過程

的事實、資訊、技能與理解，特別是制度運作的邏輯，它源自不同社

會階級長期以來生活方式的結果（Lareau, 2015）。Lareau發現學校教

育不僅存在正式的學習計畫與教育訓練，更隱藏種種非正式的教育活

動，父母無分階級皆被鼓勵以各種方式實踐家長參與，包括學校志工

服務、協助學校的志願課程、參加親師座談會等（Lareau, 1987, 1988, 

2007）。研究顯示，父母愈熟悉這套隱性的文化知識，愈能回應教師

的期待，將能幫助子女在學校中占有優勢（Lareau, 2007）。

Lareau的核心概念沿襲Bourdieu的文化資本理論，但Bourdieu的論

述基礎是發生在家庭中的父母親參與。上層階級通常藉由擁有文化資

本以凸顯身分並與他人區別，具體區別方式可透過生活方式來展現，

包括品味、信仰與習慣等（Bourdieu, 1984）。那些擁有豐富文化資

本家庭的下一代，一開始就占據先天之利，得以長期在家庭中累積豐

碩的文化資本（Bourdieu, 1986）。更由於上階層的精緻文化在學校

裡屬於主導文化，因而上層階級的學生經歷家庭環境的長期薰陶，在

學校中易與教師有較佳的互動關係，教師對其課業學習給予較多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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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更高期望，學生將更容易獲得高分，此過程有助學業成就的提升

（Bourdieu, 1984）。換言之，高社經地位學生的家庭生活方式讓他們

進入學校後相當容易熟悉學校運作邏輯，有助其入學後的表現，以及

有利教師對學生的正面評價（Bourdieu & Passeron, 1977）。

反觀Lareau的研究則聚焦子女進入學校後，觀察父母參與子女學

校教育過程的種種實際行動。由於不同階層家長對於學校科層組織運

作邏輯的了解與認識有差異，導致能夠採取的參與行動必然有所差

別；每位家長受限於本身的教育、掌握子女教育資訊的能力與意願

等，未必能夠符合學校制度的運作邏輯。Lareau發現雖然學校教師都

希望父母參與教育，但父母的回應明顯不同，美國社會的中產階級

（相對勞工及窮人階級）具備較豐富的非正式文化知識，這群父母將

表現出較積極的家長參與行動而回應教師要求的期望，進而形塑出更

正向的學業成就利基（Lareau, 1987, 1988, 2007）。換言之，Lareau認

為家長參與學校教育是連結到父母的階級位置，以及社會階層所蘊含

的文化資源，隨著社會地位的增長，家長的非正式文化知識愈高，正

是這種差異影響父母對教育的參與。由於這種非正式文化知識是一種

文化資本，當學校的標準並非中立，學校對父母參與的要求充滿知識

分子與經濟菁英的社會文化期待時，具備非正式文化知識的家長自然

會有較多的參與，進而形塑學校教師給予其子女較高的評價（Lareau, 

1987）。因此，家長參與行動其實取決於父母所處的社會階層，明顯

具有階層區別的效果。

本研究認為，臺灣家長參與學校教育的現象應較西方社會更明

顯。雖然東西方皆重視子女的教育，但華人社會由父母主導與介入的

教育方式長久獲得認同且被期待有助階級流動（李文傑、吳齊殷，

2004；謝志龍，2014）。在此種情形下，家長對子女教育過程的關

心、重視，甚至介入等實踐行動，將是一種可能的結果。此時，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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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reau的觀點來思考臺灣社會的家長參與情形，以下問題必須進一步檢

驗。第一，雖然Lareau描繪出家長參與的過程與結果，但質化研究取向

的有限樣本數未必足以推論實際情形。第二，當華人父母普遍重視子

女學業表現，以及介入教育過程時，Lareau關於非正式文化知識的觀點

是否可以解釋臺灣的現象？第三，當華人社會的親子關係與教育邏輯

有別於西方時，家長參與的行動是否相同？是否也對教育成就產生正

向效力？這些問題都有待本研究藉由實證結果加以澄清。

四、文化資本觀點的三類家長參與行動

Lareau（2007）指出學校作為一個龐大的科層組織，有一定的運作

邏輯與機制，若父母對學校運作的這些非正式文化知識有相當程度的

理解，將有助於家長在子女的教育過程扮演好教師期望的父母角色，

進而提高子女在校學習及適應上的優勢。這種非正式文化知識常以三

種形式展現在中產階級者身上，包括家長及學生對學校教育制度運

作的遊戲規則之了解、主動向學校師長要求協助的賦權感（a sense of 

entitlement），以及能依照過往對制度運作的知識及經驗使制度滿足其

期許、解決問題（Lareau, 2015）。本研究依此提出「文化資本觀點的

家長參與」此概念，涵蓋「教育選擇權」、「資訊請求權」與「個人

參與權」三項指標，依據資本動員的形式而區辨出「家長認識或選擇

學校」、「家長主動聯繫學校」及「擔任家長委員或義工」等三類家

長參與學校教育之行動類型（如圖1所示）。3

3  本研究提出「文化資本觀點的家長參與」此概念，代表家長參與行動不必
然是文化資本，但本研究只處理「符合文化資本概念的家長參與行動」，

因此研究者在對應家長參與變項時相當謹慎小心，務求各項家長參與行動

在理論上必須與非正式文化知識有所關聯。

06-1-謝志龍_p001-046.indd   13 2021/5/17   上午 11:46:31



教育與多元文化研究

第 23 期14

圖1　文化資本觀點的三類家長參與行動

（一）家長認識或選擇學校

指父母對子女就讀學校的關注、理解與安排。其意義為家長對學

校教育制度的知識與規則之了解，以此對應為「教育選擇權」，反映

出考慮孩子最佳利益的情形下，父母選擇適合其子女的教育型態之權

利。此過程涉及父母對子女就讀學校的認識、理解，以至於最終做出

選擇的行動。通常臺灣父母在子女教育過程的每個階段，多少都會花

費心思打聽子女未來可能就讀學校或班級的好壞，諸如辦學風格與特

色、班級教師風評與名聲，甚至就讀該學校或班級的未來發展與出路

等。這種家長參與方式代表父母嘗試安排子女進入理想的教育體制，

規劃與指導子女未來的求學歷程與教育環境，是教育選擇權的具體展

現。本研究認為此種參與行動關聯到家長事先對教育制度的理解與掌

握，父母必須具備一定的非正式文化知識。

（二）家長主動聯繫學校

是父母透過學校提供的正式管道主動與師長或相關人員聯繫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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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方式，藉以試圖認識或掌握子女在校的行為及表現。其意義為父母

向師長要求協助的賦權感，以此對應為「資訊請求權」。雖然資訊請

求行動也涉及動員社會資本，但本研究認為家長必須事先理解建立此

社會網絡的意義與重要性，例如，父母有權利與義務請求學校提供資

訊等，才會有態度與動機發動和學校的聯繫，因此，具備充足的非正

式文化知識是採取此參與行動的基礎。

（三）擔任家長委員或義工

指父母到學校擔任家長委員或者義工職務，家長委員負有贊助學

校特定活動、參與校務運作的責任，志工則經常執行指揮交通、協助

晨讀或維持秩序、提供專業能力額外輔導學生等義務。其意義為家長

遇到問題時，能依其過往對制度運作的知識及經驗，使制度滿足其期

許，以此對應「個人參與權」。本研究認為家長願意擔任家長委員或

義工的前提是理解這些角色背後的價值與獲益，也就是具備非正式文

化知識，例如，參與家長會將掌握更多與校務運作有關的權力與資

源，義工經由協助執行學校與班級相關活動才能獲知與子女學習有關

的第一手訊息等，後續的個人參與行動才會更可能發生。

五、家長參與學校教育對教育分流的影響

當家長們進行參與行動時，其實抱持著某種正向的期待與想像，

諸如期望提升子女的學業表現（Driscoll & Goldring, 2003）、改善親師

關係（Becker & Nakagawa, 1997）。周新富（2008）發現，影響學業

成就最主要的變項為家庭經濟資本，但家校互動對於教育成就亦呈現

顯著的預測力。當本研究進一步思考家長參與學校教育對教育分流的

影響時，既有研究顯示，臺灣學生與家長在面臨教育分流時皆較易選

擇以升學為導向的學術分流（謝志龍，2014）。相關研究亦指出，進

入學術分流者，未來教育、職業地位取得的機會優於進入技職分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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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毅志，2011）。然而，學術分流與否的篩選機制主要取決考試，

這似乎意味本研究提出的文化資本觀點之家長參與無法產生作用，因

為家長不論如何動員文化資本，皆不易干預此種匿名性、統一辦理的

學生基本學力測驗。4

事實上，基測成績還是受到國中階段學業成就的影響。臺灣高中

聯考制度最後一屆是2000年，2001年起正式實施多元入學，主要透過

申請入學、甄選入學與登記分發入學三個管道（陳怡靖、黃毅志，

2011）。首先，申請入學是以基測成績為依據，依各校特質另擇一至

二科加權計分，通常是國英數等主科，再加上學生的競賽成績，以書

面審查方式決定是否錄取。其次，甄選入學幾乎都是針對藝能科與特

殊資優學生的甄選，包括音樂、美術、舞蹈、戲劇、體育、數理、語

文資優等。第三，登記分發入學則是以基測成績排序，依學生志願分

發入學。換言之，此種多元入學的結果仍深受在學時的學業表現、

教師打分數與指導態度和推薦函，以及基測成績的影響（謝志龍，

2014）。亦即，當學生在校表現愈好時，獲得愈高的基測成績、跨越

多元入學門檻而進入學術分流應較容易；當教師對學生能力評價愈高

時，學生更可能得到較多關注、增加師生互動，教師評量學生的分

數、指導學生的態度及推薦函的內容與強度都將更為正面，有助提升

多元入學的競爭力。

綜合上述，本研究將針對義務教育階段的國中學生，從文化資本

理論來理解家長參與學校教育的過程與效果，藉以豐富臺灣教育階層

化研究的理論內涵，並將目前研究仍有疑義之處重新詮釋與釐清。

4  臺灣在2014年8月起將九年國民義務教育延長為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並以
「教育會考」取代「國中基測」。由於本研究的受訪者所經歷教育制度為

基測，故本研究的討論仍以基測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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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設計

一、因果模型與研究假設

本研究嘗試釐清臺灣社會三類文化資本觀點的家長參與，並期望

描繪出成就取得的教育階層化歷程：包括家長參與的社會階層差異、

家長參與對於子女教育成就的作用，以及當中的因果機制，研究架構

如圖2所示。

圖2　研究架構

根據Lareau的理論，愈高社經地位的家庭，父母將擁有愈多非正式

的文化知識，因此文化資本觀點的家長參與行動將會愈多。

假設一： 來自高社經地位家庭的家長，文化資本觀點的家長參與

行動較多。

綜合Lareau與Bourdieu的討論，由於家長熟習學校運作邏輯，將有

助子女在校的生活適應及學習；由於家長充分扮演學校所期待的知識

分子與經濟菁英的角色，教師將給予其子女較高評價。結果可能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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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子女將獲得較優良的在校表現，以及教師將給予較正向的評價。

假設二A： 文化資本觀點的家長參與行動愈多，子女在校的綜合能

力分數愈高。

假設二B： 文化資本觀點的家長參與行動愈多，學校導師對該家庭

子女的評價分數愈高。

根據文獻討論，基測成績可能受到國中階段在校的學業與表現之

影響。本研究預期文化資本觀點的家長參與將藉由在校表現作為中介

機制，進而影響學術分流與否的機率。研究假設如下：

假設三A： 文化資本觀點的家長參與行動愈多，子女在校的綜合能

力分數愈高，進而導致教育分流時選擇學術分流的機會

愈大。

假設三B： 文化資本觀點的家長參與行動愈多，學校導師對該家庭

子女的評價分數愈高，進而導致教育分流時選擇學術分

流的機會愈大。

二、資料來源

本研究使用TEPS進行量化分析。TEPS是關於臺灣青少年教育歷程

的大型資料庫，其問卷設計、抽樣訪問、過錄整理等資料蒐集過程皆

十分嚴謹，在相關研究中被廣泛運用，也累積大量及高品質的學術研

究成果。此種豐富、貫時且完整的大型資料庫，能夠真實反映出臺灣

教育的動態過程，相當適合本研究的議題。

TEPS運用固定樣本長期追蹤的方式，於2001年訪問國中一年級的

學生，並在2003、2005與2007年追蹤訪問。受訪對象除國中生本人，

也包括學生的家長與教師。據此，本研究合併TEPS國中學生、家長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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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師等問卷，包括2001年第一波訪問的國一學生樣本，以及這群受訪

者在2005年就讀高二時再次被追蹤的第三波訪問資料。第一波訪問資

料具備一系列關於家長參與學校教育的變項、受訪學生受測的綜合能

力分數，以及班級導師評鑑學生的分數；第三波訪問則提供受訪者由

國中升高中職此教育分流的結果。由於本研究嘗試探討家長參與學校

教育對於在校表現，以及後續教育分流的影響，受訪者必須在國一與

高二兩個時間點皆接受訪問，方能呈現教育成就變化的現象，扣除部

分受訪者在相關題目填答有遺漏不全者之後，兩波皆接受訪問的有效

樣本數共計2,320人。

三、依變項測量

（一）學術分流與否

本研究關注的教育分流為選擇學術與技職的區別，故以TEPS第

三波課程類別為依據，分成學術分流（普通學程自然組、非自然組、

自然組與社會組混合，綜合學程學術導向，以及高職學程普通科）與

技職分流（綜合學程非學術導向，高職學程的工、商、海事水產、家

事、農及藝術類，以及五專學程的理工、文商、醫）。學術分流設定

為1，代表繼續升學，以求學為導向；技職分流（非學術分流）設定為

0，代表學習專門技術，以職業為導向。技職分流為對照組。

（二）綜合能力分數

TEPS第一波訪問時特別針對受訪學生進行綜合能力測驗，以了解

學生的學習能力與思考及解決問題的分析能力。IRT（Item Response 

Theory）檢測範疇包括一般分析、數學、語文及科學等，依答對題數轉

換為具鑑別力的三參數IRT（3PL）模式（楊孟麗、譚康榮、黃敏雄，

2003）。分數範圍從-2.84～2.85，分數愈高代表綜合能力值愈高。這

些測驗分數是衡量潛在能力的心理計量方法，單位尺度並不具絕對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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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所比較的是不同自變項對IRT分數的相對影響力。依綜合能力分數

高低，本研究可有效判斷受訪者的學科能力。

（三）導師評量分數

TEPS第一波訪問針對受訪者國一導師詢問其學生的一般表現。

評量指標包括請導師判斷其學生的口語表達、寫作報告、團隊合作、

資料蒐集與整理、邏輯思考等，這些能力並非學業成就分數，而是學

生們在班級裡所表現的個人特質並被教師評價的能力表現。依能力強

弱分別得0～5分。共五題，分數愈高代表導師對受訪者能力的評價愈

高。

（四）文化資本觀點的家長參與

1. 家長認識或選擇學校

請父母回想子女上國中時對子女學校的理解，包括該所學校對學

生出路，如升學與就業的重視程度、對學生管教的嚴格程度、對學生

個別差異而因材施教的重視程度、對學校發展特色如棒球隊或樂隊的

重視程度等，依重視或嚴格程度由低而高依次為0～4分。共四題，總

分數為0～16分之間。分數愈高代表其子女就讀的學校愈具獨特性，

也隱含在考慮孩子利益的情形下，父母協助子女選擇所就讀的學校型

態。

2. 家長主動聯繫學校

詢問父母是否曾為了子女的功課或升學、心理適應或健康、品行

等問題主動聯繫學校，依聯繫頻率分別為0～3分。共三題，總分數為

0～9分之間。分數愈高代表家長主動與學校的聯繫程度愈強烈。

3. 擔任家長委員或義工

調查父親及母親是否會參加子女在學校的活動、擔任家長委員或

義工，從來沒有得0分、偶爾會得1分、有時會得2分、經常會得3分。

共二題，總分數為0～6分之間。分數愈高代表家長到校參與學校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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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擔任職務的情形愈普遍。

四、自變項及控制變項測量

（一）家庭社經地位

1. 家庭每月總收入

以受訪者家庭的每月總收入為標準，根據TEPS設定的各組選項取

中間值，2萬元以下＝1；2～5萬元＝3.5；5～10萬元＝7.5；10～15萬

元＝12.5；15～20萬元＝17.5；20萬元以上＝20。

2. 父親教育程度

使用受訪者父親的最高教育轉換為受教育年數。

3. 母親教育程度

同父親教育程度之操作方式。

4. 父親職業

參考Wright（1979）與林宗弘（2009）的階級分類，5 利用「父親

是負責人或老闆」與「父親職業」兩個題目，整理出：（1）軍公教人

員、（2）專業技術人員、（3）大雇主、（4）小雇主、（5）自營、

（6）一般事務與服務及買賣人員、（7）其他工作者、（8）生產體

力工與沒有工作者，共八個類屬。並參酌黃毅志（1998，2003）的設

計，1與2為第五等社經地位，3與4為第四等，5與6為第三等，7為第二

等，8為第一等。等級愈高代表家長職業社經地位愈高。

5  關於階級的分類，在學理上主要有新韋伯主義與新馬克思主義，後者的代
表人物即是Wright。晚近，林宗弘（2009）在《臺灣社會學刊》發表〈台灣
的後工業化：階級結構的轉型與社會不平等，1992-2007〉一文，即以新馬
克思主義者Wright的階級類型，根據父親是「老闆或非老闆」、「主管或非
主管」與「有技術或無技術」等三個標準，劃分七個階級位置（非技術工

人、自營作業者、專家／技術工人、經理人、專業經理人、小雇主、資本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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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母親職業

同父親職業之操作方式。

（二）其他控制變項

1. 男性

男＝1，女＝0，女性為對照組。

2. 族群

分成閩南、客家、外省三類，閩南為對照組。

3. 家庭型態

父母與受訪者同住者為完整家庭，父母中有一人不與受訪者同住

者為單親或分居家庭，父母均不與受訪者同住者稱為寄親或隔代教養

家庭，完整家庭為對照組。

4. 學校區位

依據學校所在地而轉化成不同的都市化類別，分別是都市、城鎮

與鄉村，都市為對照組。

肆、研究分析

一、家長參與學校教育的社會階層差異

表1是影響文化資本觀點的家長參與之迴歸分析結果。由模型1可

知，家庭社經地位可解釋家長認識或選擇學校此類家長參與行動，但

只有母親職業此變項達顯著。在投入控制變項後，模型2母親職業的效

果維持不變，父親教育程度此變項轉為顯著，其他顯著變項還包括居

住於城鎮。

在模型3與4，家庭社經地位皆未達顯著水準。此時，對家長主動

聯繫學校具有預測力的變項僅有男性與單親或分居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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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模型5，家庭社經地位可解釋擔任家長委員或義工此類家長參

與行動，其中以母親教育程度與家庭每月總收入達顯著水準。當投入

控制變項後，模型6原本的顯著效果不變，其他達顯著的變項只有男

性。

此結果顯示，文化資本觀點的家長參與確實具有社會階層差異，

較高社會階層的家長參與程度將會較多，但只發生在家長認識或選擇

學校，以及擔任家長委員或義工此兩類參與行動，前者以父親教育程

度與母親職業代表社會階層時有明顯的階層差異效果，後者則以母親

教育程度與家庭每月總收入代表社會階層時呈現明顯的階層差異作

用。換言之，假設一獲得部分支持。第一，父親教育程度與母親職業

愈高的家庭，家長認識或選擇學校此類家長參與行動將愈多。第二，

家長主動聯繫學校此類家長參與行動與家庭社經地位無關。第三，母

親教育程度與家庭每月總收入愈高的家庭，擔任家長委員或義工此類

家長參與行動將愈多。

二、家長參與學校教育對於綜合能力分數與導師評量分數的作用

（一）家長參與影響綜合能力分數的多元線性迴歸分析

模型7～9的依變項為綜合能力分數（如表2所示）。模型7顯示不

考慮各控制變項的情形下，三個文化資本觀點的家長參與變項均達統

計顯著，整體模型的解釋力為1.2%。模型8是控制變項模型，資料顯

示，家庭社經地位和相關控制變項可解釋綜合能力分數的變異量為

17.6%；家庭社經地位變項中以母親教育程度的預測力最高，其次是父

親教育程度；其他達顯著的變項包括寄親或隔代教養家庭、單親或分

居家庭、城鎮、鄉村、男性。模型9則是呈現控制家庭社經地位等變項

後的家長參與效果之完整模型；資料顯示，投入文化資本觀點的家長

參與，共可解釋綜合能力分數18.2%的變異量；其中，家長認識或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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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呈現正向顯著效果，而家長主動聯繫學校雖達顯著但卻呈現負向

預測力。

比較模型8與9可發現，投入家長參與變項後的解釋變異量僅提升

0.6%，且家長認識或選擇學校的解釋力大幅降低，甚至擔任家長委員

或義工的統計顯著效果消失。亦即，模型7所呈現家長參與變項的解釋

變異量效果係部分來自於家庭社經地位等控制變項的作用。但總體而

言，家長參與對於綜合能力分數的解釋變異量雖不高但確實存在，主

要是以家長認識或選擇學校具有正向的直接影響效果，以家長主動聯

繫學校具有負向的直接影響效果。

（二）家長參與影響導師評量分數的多元線性迴歸分析

模型10～12的依變項為導師評量分數。模型10顯示若不考慮各個

控制變項時，三個文化資本觀點的家長參與變項均達統計顯著，整體

模型的解釋力為2.2%。模型11是控制變項模型，資料顯示，家庭社經

地位和相關控制變項可解釋導師評量分數的變異量為6.6%；家庭社經

地位變項中母親教育程度的預測力同樣較高，其次是父親教育程度；

其他達顯著的變項則有男性、寄親或隔代教養家庭，以及單親或分居

家庭。模型12是控制家庭社經地位等變項後的家長參與效果之完整模

型，資料顯示，投入文化資本觀點的家長參與變項，共可解釋導師評

量分數7.8%的變異量，且擔任家長委員或義工呈現正向預測力，但家

長主動聯繫學校還是為負向預測力。

比較模型11與12可發現，投入家長參與變項後的解釋變異量提升

1.2%，且家長認識或選擇學校的統計顯著效果消失，家長主動聯繫學

校及擔任家長委員或義工的解釋力則略為下降。據此可知，模型10家

長參與變項的解釋變異量效果部分來自家庭社經地位等控制變項的作

用。總體而言，家長參與對於導師評量分數的解釋變異量雖不高但確

實存在，主要是以擔任家長委員或義工具有正向的直接影響效果，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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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主動聯繫學校具有負向的直接影響效果。

（三）小結

綜合上述分析，本研究修正假設二A與二B的推論。第一，家長認

識或選擇學校此類家長參與行動支持假設二A但拒絕假設二B，資料

顯示，當家長對學校的認識程度愈高時，子女的綜合能力分數將會愈

高，但導師所評比的評量分數則不受影響。第二，家長主動聯繫學校

此類家長參與則同時拒絕假設二A與二B，當家長主動聯繫學校的次數

愈頻繁，綜合能力分數與導師評量分數反而會愈低。第三，擔任家長

委員或義工此類家長參與則拒絕假設二A而支持假設二B，當擔任家長

委員或義工的程度愈頻繁時，子女的綜合能力分數不受影響，但導師

所評比的評量分數將會愈高。

三、家長參與學校教育對於教育分流的作用

模型13～16的依變項為學術分流與否（如表3所示）。模型13顯示

在考慮各控制變項的情形下，文化資本觀點的家長參與變項以家長認

識或選擇學校，與擔任家長委員或義工達統計顯著，整體模型的解釋

力為2%。

模型14是控制變項模型，可得知父親教育程度、母親教育程度、

父親職業、家庭每月總收入對學術分流有正向顯著的預測力，而單親

或分居家庭、寄親或隔代教養家庭、居住於鄉村對學術分流則有負向

顯著的預測力，這些達顯著的變項共可解釋學術分流22.6%的變異量。

模型15是呈現控制家庭社經地位等變項後的家長參與效果，資料顯

示，三類家長參與變項中只有家長認識或選擇學校達顯著且具備正向

預測力，代表家長對學校的認識程度愈多，其子女將有愈高的機會進

入學術分流，每增加一個單位的家長認識行動，學術分流的機會將提

高3.7%；此外，整體模型的解釋力提升至23.1%。模型16則觀察在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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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變項的影響力，資料顯示，綜合能力分數與導師評量分數的預測力

皆達正向顯著，代表綜合能力分數愈高，以及導師評量分數愈高時，

學生進入學術分流的可能性也將愈高。

比較模型14與15可發現，投入家長參與變項後的解釋變異量僅提

升0.5%，且擔任家長委員或義工變項的統計顯著效果消失。亦即，模

型13所呈現家長參與變項的解釋變異量效果部分來自於家庭社經地位

等控制變項的作用。總體而言，家長參與對於學術分流與否的解釋變

異量雖不高但確實存在，無論納入社經地位等控制變項或者在校表現

變項時，家長認識或選擇學校的正向直接影響效果始終呈現顯著但迴

歸係數值則略為下降，代表家長參與透過在校表現變項作為中介而對

學術分流同時產生直接與間接的影響。此外，比較模型15與16時，整

體模型的解釋力大幅提高至42.4%，代表綜合能力分數與導師評量分數

此兩個變項是影響學術分流與否的重要因素，共可解釋學術分流19.3%

的變異量。有鑑於表2模型9與12顯示家長認識或選擇學校僅會影響綜

合能力分數，因此，本研究的結果說明家長認識或選擇學校對學術分

流的效果主要是透過綜合能力分數此中介變項的直接與間接影響。

換言之，假設三A部分獲得支持，假設三B則被拒絕。文化資本觀

點的家長參與確實會影響教育分流，其路徑為家長認識或選擇學校的

程度愈高，其子女在校的綜合能力分數將愈高，進而導致有更高的機

率進入學術分流。

伍、結論與討論

一、結論

本研究根據Lareau的研究，認為家長參與學校教育可作為一種文化

資本，反映出家長對於學校科層體制運作方式所具備的非正式文化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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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此即「文化資本觀點的家長參與」。因本研究觀察臺灣教育現場

存在許多動員文化資本的現象，家長期望藉由種種參與行動形塑其子

女地位取得過程的優勢。然而，探討這些家長參與時的關鍵應是影響

家長參與的因素，以及家長參與所帶來的結果。據此，本研究依據文

化資本理論區辨出三類家長參與學校教育的行動，分別是家長認識或

選擇學校、家長主動聯繫學校，以及擔任家長委員或義工，經由運用

TEPS進行一系列的實證分析以驗證研究假設，釐清社會階層與家長參

與行動的關聯，並探討家長參與對國中學生在校表現與教育分流的影

響情形。研究結論如下：

第一，文化資本觀點的家長參與具有社會階層的差異，特別是以

母親教育程度與職業代表家庭社經地位時，階層差異的效果最明顯。

此時，母親職業地位愈高（其次是父親教育程度愈高）則家長認識或

選擇學校此類的家長參與行動愈多；母親教育程度愈高（其次是家庭

每月總收入愈多）則擔任家長委員或義工此類的家長參與行動愈多；

但家長主動聯繫學校則與家庭社經地位無關。

第二，文化資本觀點的家長參與對綜合能力分數、導師評量分數

的影響，需視不同類型的參與行動而定。當家長認識或選擇學校愈

多，將會促成綜合能力分數愈高；當擔任家長委員或義工愈多，將會

促成導師評量分數愈高；但家長主動聯繫學校的次數愈頻繁，綜合能

力分數與導師評量分數皆會愈低。

第三，家長參與對教育分流的影響，需視不同類型的參與行動而

定。當家長認識或選擇學校愈多，其子女將有愈高的機會進入學術分

流，但此效果乃是透過綜合能力分數作為中介而發生直接與間接的作

用；至於家長主動聯繫學校，以及擔任家長委員或義工，皆不會影響

其子女的教育分流。

由以上結論推測，臺灣國中學生成就取得的過程具有某種程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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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階層再製之現象，其因果路徑是父親教育程度與母親職業愈高的

家庭將對學校認識、理解或安排的程度愈多，此時透過家長認識或選

擇學校將讓其子女進入優良的教育環境並獲得較好的學業表現，取得

較佳的綜合能力分數，進而促成教育分流時有較高的機率進入以升學

為導向的學術分流。6 此結果呈顯在臺灣社會，已占有優勢地位的家庭

可透過特定的家長參與行動讓其子女持續保有成就取得的優勢。

6  上述推論是本研究根據各模型的分析與比較而來。必須說明的是，本研究
結果雖顯示特定的家長參與變項確實對於綜合能力分數、導師評量分數、

學術分流具有統計上的解釋力，但由於所能提升的解釋變異量偏低，研究

者因此額外嘗試比較迴歸分析模組之間的差異，探討投入三個家長參與變

項之前與之後所提升的解釋變異量是否有價值，據以證明投入三個家長參

與變項的模型有其意義。由於模型間的差異涉及解釋變異量及所用的自由

度不同，當依變項為連續變項時的計算公式為F = [(R2
y.12...k1 - R2

y.12...k2)/(k1 - 
k2)]/[ (1 - R2

y.12...k1)/(N - k1 - 1)]（對應F分配表），當依變項為類別變項並涉
及主從關係（hierarchically nested）時，則是計算CHIDIST(Δχ2, Δdf)（對應
卡方分配表）。分析結果如下：（1）當「綜合能力分數」作為依變項時，
比較模型8與9之間的差異後，得出F(3,2304) = 5.6338***。亦即，模型9投
入三個家長參與變項後所提升的解釋變異量雖然不高，但確實具有效率及

其價值，此複雜模型的解釋效果優於簡單模型。（2）當「導師評量分數」
作為依變項時，比較模型11與12之間的差異後，得出F(3,2304) = 10***。
亦即，模型12投入三個家長參與變項後所提升的解釋變異量雖不高，但確
實具有效率及其價值，此複雜模型的解釋效果同樣優於簡單模型。（3）
當「學術分流與否」作為依變項時，比較模型14與15之間的差異後，得出
CHIDIST(10.537,3) = 0.014512 = p < .05。亦即，模型15投入三個家長參與變
項後所提升的解釋變異量雖不高，但確實具有效率及其價值，此複雜模型

的解釋效果依然優於簡單模型。綜上所述，本研究首先藉由各模型的比較

而發現特定的家長參與變項對於依變項具有實質的統計顯著效果。其次，

雖然這些達顯著的變項所能提升的解釋變異量有限，但在權衡提升解釋變

異量與使用自由度二者間拉鋸的情況下，發現本研究投入三個文化資本觀

點的家長參與變項後所得的模型之解釋效果優於簡單模型。總而言之，本

研究的發現應能支持家長參與學校教育對學生教育成就的重要性。

06-1-謝志龍_p001-046.indd   31 2021/5/17   上午 11:46:33



教育與多元文化研究

第 23 期32

二、討論

（一）家庭社經地位對文化資本觀點的家長參與之意義

本研究結果顯示，以家庭社經地位（特別是母親的教育與職業）

預測文化資本觀點的家長參與時，可觀察到最明顯的階層差異效果。

此發現既貼近西方社會的文化資本理論，亦凸顯臺灣社會母親在家長

參與過程中所扮演的重要地位。對於Bourdieu（1984）而言，文化資本

最重要的特點在於區別效力，而教育與職業正代表著一種具備區隔作

用的制度化文化資本，其學位文憑與專門技術其實就是個體掌握的知

識、技能、語言、意義、思考、行為模式、價值等之再現。此時，根

據Lareau（1987, 1988, 2007）的研究，這些具備高文化資本的家長，由

於熟悉上層社會的運作方式，理解教育制度中許多隱而未顯的非正式

文化知識，將促成家長積極參與學校教育過程的動機、意願及具體的

實踐行動。

即便如此，本研究更證明西方社會所蘊生的文化資本理論未必完

全適用於臺灣社會，本研究從臺灣教育現場出發的研究成果其實未能

完全契合Lareau等人所描繪的階級不平等，其中的差異主要展現在並非

所有文化資本觀點的家長參與皆有階層區辨力，因為這些家長參與對

教育成就的影響需視不同類型的參與行動而定。此代表從文化資本理

論所建立的三類家長參與變項在臺灣社會可能各具不同的實務意涵，

其跨文化適用的共通性還有待進一步討論。

此外，本研究尚發現文化資本觀點的家長參與存在父職與母職的

性別差異，這在以往研究論文較少被討論。本研究認為導致家長參

與性別差異的因素係臺灣社會對父職與母職角色期待並不相同的緣

故。理由有二：首先，研究指出臺灣婚姻配對模式長期以來有著「男

高女低」的教育與職業階層婚配趨勢（楊靜俐、李大政、陳寬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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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其意義為丈夫教育與職業普遍高於妻子，亦即女性教育與職

業較高時，其配偶教育與職業將會更高；此時，當母親教育或職業呈

現顯著的家長參與學校教育之差異時，將更能展現臺灣不同階層家庭

所實踐的家長參與風格。其次，臺灣的研究也發現，夫妻平權的家庭

決策模式比例愈來愈高，但父權優先的傳統觀念仍影響現代臺灣社會

（楊文山，2009），長期以來的夫妻家務分工呈現一致的傳統性別意

識差異（呂玉瑕、伊慶春，2005）。也就是雖然家長參與作為一種父

母共同的權力與親職，但母親通常擔任實際執行者的角色，貫徹落實

父親所主導的建議與理念；一旦母親的參與行動無法勝任，或者需要

動員更多的資源與權力時，父職的參與行動才會介入（江民瑜、黃蕙

君、林俊瑩，2005）。相關研究即顯示，臺灣社會父親傾向承擔掌握

較多校務決策的參與行動，如擔任家長委員，而母親較易進入校園從

事一般性的家長參與，如扮演義工職務（江民瑜等，2005）。當本研

究進一步檢視TEPS家長問卷的填答者身分時，發現受訪者為父親計

896人、母親計1,655人，也就是本研究的分析結果所顯示的家長參與情

形有相當程度正是反映母親的參與行動。這或許也是母親教育程度愈

高者，擔任家長委員或義工就愈多的原因，且更可能是展現在擔任義

工此一角色。綜上，本研究認為未來探討家長參與議題時有必要區別

「父職」與「母職」的家長參與，這個家長參與性別差異的問題還有

許多值得討論的空間。一方面能夠釐清家長參與過程中父、母親角色

的性別分工現象，以及各自的效果為何；另方面，亦有助於更真實地

呈現臺灣社會家長的參與情形。

（二）文化資本觀點的家長參與之實務意涵

由於文化資本理論所建立的三類家長參與變項在臺灣社會可能各

具不同的實務意涵，進一步探討如下。

第一，本研究設定家長認識或選擇學校此變項代表教育選擇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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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指家長對子女所就讀學校的認識、理解與安排。當家長愈認識子女

所就讀的學校，在理論層次上意味父母愈重視子女的教育過程，期望

提供一個良好的教育環境而獲取愈佳的教育成就。結果顯示，此類家

長參與符合研究假設，其參與程度具有社會階層差異，也直接影響在

校的綜合能力分數，並直接及間接促成日後教育分流的結果。據此，

當家長必須參與子女的學校教育事務時，家長認識或選擇學校是值得

優先考慮的行動。

第二，本研究將家長主動聯繫學校視為是資訊請求權，其意義為

家長主動掌握子女在校學習的知的權利，基於某種爭取協助或要求權

利的認知而採取參與行動。據此，本研究將TEPS問卷關於家長為了子

女學業、適應或品行等問題而聯絡學校的行動操作化為家長主動聯繫

學校。結果顯示，當家長過往經常主動聯繫學校是由於學業、適應或

品行等問題時，將對其子女目前學校內的表現有負向預測力，當家長

愈頻繁聯繫學校，其子女在校的綜合能力以及導師的評價分數都將愈

低。本研究與過去具有類似變項操作的研究對照之後，如林俊瑩與吳

裕益（2007）同樣使用TEPS資料庫檢驗學業聯繫（指家長因為子女

的功課或升學問題主動聯繫學校）對學生成就的影響，結果亦顯示，

父母與學校聯繫對學業成就有不利的影響。然而，若僅以「親對師」

或者「家對校」的聯繫程度代表家長參與時，多數研究卻顯示將對教

育成就具有正向影響，如吳武典與林繼盛（1982）使用家長與學校聯

繫程度（指家長到學校與教師面談、電話聯繫、書面聯絡、出席家長

會等之次數）探討學童學業成就和生活適應的關係，發現父母與學校

的聯繫程度愈密切，兒童之學業成就愈高、學習態度愈佳；陳怡靖與

鄭耀男（2000）探討臺灣地區教育階層化之變遷，該研究從社會資本

理論引入親師互動（指父母常和學校教師聯絡的程度）代表家長參

與，發現父母對子女的教育愈投入，則對子女國中以上的教育年數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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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利。上述二元的結果讓本研究更清楚理解非正式文化知識的效用，

當僅僅考慮家長與教師聯繫的程度時，並無法得知家長參與背後所蘊

含的知識基礎與行動目的，因此無法從文化資本理論的角度來解釋，

此時合適的理論基礎將是社會資本。然而，當父母是因為子女功課或

升學、心理適應或健康、品行等問題而主動與教師聯繫時，彰顯出的

意義是家長理解家長參與行動有其必要，例如，事先察覺到某些負面

的現象，並且有意願、有能力轉換成實質的家長參與行動，這些掌握

愈多非正式文化知識的家長將愈主動聯繫教師，期望藉由此項行動而

轉換、改變既有的不利結果。McNeal（1999）即指出家長參與對子女

的行為結果有獨特作用，父母參與學校教育也可能是察覺子女在學校

面臨困境的一種因應行為，導致父母直接進入學校或班級參與相關會

議，或者與教師晤談等。此現象在臺灣社會並不少見，亦獲得本研究

量化數據的支持。7 此現象值得進階探索，以澄清家長參與和子女表現

的因果關係。

第三，本研究將擔任家長委員或義工視為是個人參與權，包括參

與學校活動、擔任家長委員或義工等行動，據以觀察家長扮演教師所

期待的角色、甚至協助學校正式課程以外活動時，是否有助子女的教

7  教育現場裡可能「由於孩子表現愈好或愈不好（因），家長會更願意參與
學校事務（果）」，但本研究提問的卻是「家長參與學校事務（因），

導致孩子取得某些學業成果（果）」可以確定的是本研究設計以「過去

的（第一波訪問）」家長參與行動，檢驗對於「現在的（第一波訪問當

時）」在校表現，以及「後續的（第三波訪問時）」教育分流的結果。

故研究結果應不存在因果倒置的問題。此外，在進行皮爾森相關分析

（Pearson’s correlation coefficient）之後，「家長主動聯繫學校」與「綜合能
力分數」、「導師評量分數」的相關係數分別是-.050*、-.073***，代表前
者變項與後二者變項雖達顯著相關，但並無高度相關，因此沒有共線性的

問題，也不會影響其後的迴歸分析。既然如此，「家長主動聯繫學校」對

於「綜合能力分數」與「導師評量分數」的負向統計效果應是正確無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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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成就。結果顯示，擔任家長委員或義工確實具有明顯的社會階層差

異，也會提升學校導師對學生的評價，但此類型的家長參與並不會影

響子女的成績表現與教育分流。值得留意的是，TEPS資料庫中並未

區隔「家長委員」或「義工」此兩種不同階層位置的參與方式，導致

分析時可能混淆此兩種不同角色的家長參與之意義。或許這正是「擔

任家長委員或義工」對「成績表現」與「教育分流」沒有影響，但對

於「導師評價學生」的正向效果之原因。具體情形有待未來進一步檢

驗。

根據上述討論，本研究認為促成教育分流的關鍵在於父母所參與

的行動類型。若以獲得更多機會進入學術分流為前提時，父母在教育

過程的初始幫子女挑選一個好的教育環境，勝過後續花費更多時間參

與校內種種事務；但若期望子女在學校教育的過程獲得學校教師更多

的資源與照顧時，擔任家長委員或義工確實有一定的正向幫助。

（三） 重新反省家長參與學校教育在社會資本與文化資本的理論

意涵

本研究有別於過去臺灣研究的常見作法，將「家長參與學校教

育」視為是一種文化資本的展現，並以「家長認識或選擇學校」、

「家長主動聯繫學校」及「擔任家長委員或義工」三類家長參與學校

教育的行動來代表文化資本。此時，研究者面臨的挑戰在於必須說服

讀者為何「了解並協助子女選擇學校」、「經常主動聯繫學校」、

「參加子女在學校的活動而擔任家長委員或義工」等行動是一種上階

層的文化？為何這些行動可以代表上階層的氣質品味、習性或者慣

習？

參酌國外的研究，即可發現家長參與學校教育被視為是一種社會

資本（Coleman, 1988; McNeal, 1999），或者是一種文化資本（Lareau, 

2001, 2007, 2015; Lee & Bowen, 2006; McNeal, 2001; Reay, 2004）；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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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使用的研究變項也有其重疊之處，例如，出席會議／活動、擔任義

工、親師交流等家長參與學校教育行動既被認為是文化資本，卻也是

社會資本。因此，本研究的目的並非要截然二分家長參與學校教育究

竟作為文化資本或者社會資本，而是選擇了家長參與學校教育作為文

化資本來進行探究。因本研究認為社會資本對於孩童學業成績產生影

響效果的關鍵，在於家長們與學校師長建立了功利性、互惠性的社會

網絡，家庭端與學校端之間得以透過網絡彼此交換訊息、建立規範；

然而，這種網絡建立的前提在於親師雙方必須認識、理解，甚至有能

力、有意願去建立這種社會網絡，這當中隱藏著即是特定社會階級的

「非正式文化知識」。此時，建立社會網絡的行動確實是社會資本，

但已不只是單純的社會資本，而更是特定階層的行動者本身所具備之

慣習、品味、傾向、興趣等都與學校場域文化更為貼近的文化資本。

在這種脈絡之下，本研究所界定文化資本觀點的三類家長參與行動包

括「家長認識或選擇學校」、「家長主動聯繫學校」及「擔任家長委

員或義工」，具體對應著「教育選擇權」、「資訊請求權」與「個人

參與權」三類指標，而這些指標背後的意涵正是中產階級者身上經常

展現出來的非正式文化知識，包括「家長及學生對學校教育制度運作

的遊戲規則之了解」、「主動向學校師長要求協助的賦權感」，以及

「能依照過往對制度運作的知識及經驗使制度滿足其期許、解決問

題」（Lareau, 2015）。

比較可惜的是本研究分析資料來源為次級資料庫TEPS，在變項操

作上受到問卷設計的局限，無法更精準測量出家長們參與學校教育背

後的思維邏輯。例如，「家長主動聯繫學校」在過去研究中常見以聯

繫頻率來代表關係的聯繫強度而作為社會資本來測量，但本研究卻是

透過理論論述而將家長參與學校教育作為文化資本來探討。研究者認

為，這是家長參與學校教育的本質所導致的研究難題，因為當家長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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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涉及家庭端與學校端兩個主體的互動時，目前既有資料庫的題目設

計其實難以區辨家長參與究竟是因為熟悉學校制度運作規則的解釋邏

輯（文化資本），或者是出自建立有效規範與訊息流通的親師網絡之

論證理由（社會資本）。換言之，國內、外既有研究目前處理家長參

與學校教育的變項概念化與操作化之方式，多半是以理論觀點所進行

的推論。解決此難題的方式，或許可透過設計直接對應文化資本或社

會資本邏輯的家長參與之題目，例如，就家長參與學校教育的意圖、

想法來進行了解，以期更精確釐清家長參與學校教育在社會資本與文

化資本中的差異與可能。這是未來研究可以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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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附表1是「導師評量分數之信效度分析」。本研究將問卷中的五

個導師評量分數之題目進行效度分析，經過萃取技術與陡坡檢定後，

主成分分析與因素陡坡圖均建議可以顯示為一個因子（解說總變異量

為65.517%），因素負荷量介於 .727～.859之間。此外，信度分析的

Cronbach’s α值高達 .864，表示該構面的題目內容信度良好。亦即，代

表導師評量分數的五個題目具有相同性質，加總分來計算應屬正確。

附表 1　導師評量分數之信效度分析

分析方法
效度分析 

（因素負荷量）

信度分析

（Cronbach’s α值）

變項名稱

學生的口語表達能力 .824

.864
學生的寫作報告能力 .859
學生的團隊合作能力 .774
學生的資料蒐集與整理能力 .855
學生的邏輯思考能力 .727

初始特徵值 3.276
變異量解釋比例% 65.517

附表2是「家長認識或選擇學校之信效度分析」。本研究將問卷中

的四個家長認識或選擇學校之題目進行效度分析，經過萃取技術與陡

坡檢定後，主成分分析與因素陡坡圖均建議可以顯示為一個因子（解

說總變異量為70.668%），因素負荷量介於 .701～.992之間。此外，信

度分析的Cronbach’s α值高達 .814，表示該構面的題目內容信度良好。

亦即，代表家長認識或選擇學校的四個題目具有相同性質，加總分來

計算應屬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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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家長認識或選擇學校之信效度分析

分析方法
效度分析 

（因素負荷量）

信度分析

（Cronbach’s α值）

變項名稱

學校是否重視升學與就業 .992

.814
學校是否管教嚴格 .701
學校是否因材施教 .842
學校是否重視發展特色 .802

初始特徵值 2.827
變異量解釋比例% 70.668

附表3是「家長主動聯繫學校之信效度分析」。本研究將問卷中

的三個家長主動聯繫學校之題目進行效度分析，經過萃取技術與陡坡

檢定後，主成分分析與因素陡坡圖均建議可以顯示為一個因子（解說

總變異量為70.346%），因素負荷量介於 .821～.873之間。此外，信度

分析的Cronbach’s α值高達 .787，表示該構面的題目內容信度良好。亦

即，代表家長主動聯繫學校的三個題目具有相同性質，加總分來計算

應屬正確。

附表 3　家長主動聯繫學校之信效度分析

分析方法
效度分析 

（因素負荷量）

信度分析

（Cronbach’s α值）

變項名稱

是否曾為了子女的功課或升學問題

主動聯繫學校

.821

.787
是否曾為了子女的心理適應或健康

問題主動聯繫學校

.873

是否曾為了子女的品行問題主動聯

繫學校

.821

初始特徵值 2.110
變異量解釋比例% 70.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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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4是「擔任家長委員或義工之信效度分析」。本研究將問卷

中的兩個擔任家長委員或義工之題目進行效度分析，經過萃取技術與

陡坡檢定後，主成分分析與因素陡坡圖均建議可以顯示為一個因子

（解說總變異量為71.636%），因素負荷量為 .846。此外，信度分析的

Cronbach’s α值達 .602，表示該構面的題目內容信度良好。亦即，代表

擔任家長委員或義工的兩個題目具有相同性質，加總分來計算應屬正

確。

附表 4　擔任家長委員或義工之信效度分析

分析方法
效度分析 

（因素負荷量）

信度分析

（Cronbach’s α值）

變項名稱

父親是否參加子女在學校的活動、

擔任家長委員或義工

.846

.602
母親是否參加子女在學校的活動、

擔任家長委員或義工

.846

初始特徵值 1.433
變異量解釋比例% 71.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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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性戀大學生對同志家庭親職撫養 
與孩子適應的負向態度之研究

張德勝*、王采薇**

摘　要

本研究目的旨在探討異性戀大學生對同志家庭親職撫養與孩子適

應的態度，並分析男女大學生對男同志和女同志家庭態度的差異性，

以及親職撫養和孩子適應態度二者之間的關係。研究對象為東部某大

學學生共420位，男182位，女238位。研究問卷工具有二：「對男同志

家庭態度量表」與「對女同志家庭態度量表」。每量表含兩個層面：

「不利親職撫養」和「不利孩子適應」，前者指個人覺得同志家庭撫

養孩子功能不如異性戀家庭；後者指同志家庭所撫養的孩子，會遭到

社會或同儕拒絕、排斥或孤立而產生適應困難。研究結果發現，大學

生性別、同志家庭類型、撫養態度層面之三因子交互作用未達顯著。

不利孩子適應的分數則顯著高於不利親職撫養的分數；男生對同志家

庭不利親職撫養的分數顯著的高於女生；但學生對男同志家庭態度和

女同志家庭的分數沒有顯著差異；不利親職撫養層面和不利孩子適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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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面達顯著中度正相關，女生的相關係數顯著高於男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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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gative Attitudes Toward Same-Sex Parenting and 
Children’s Upbringing Among Heterosexual  

University Students

Te-Sheng Chang*  Tsai-Wei Wang**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explore the effects of the gender of the 
respondent and the gender of the target on heterosexual students’ attitudes 
toward same-sex parenting and children’s upbringing in same-sex families. 
A questionnaire survey was distributed to 420 (182 males and 238 females) 
students. The instruments applied in this study were the Attitudes toward 
Gay Family scale and the Attitudes toward Lesbian Family scale. Each scale 
included two factors: Negative impact on parenting, and negative impact on 
children’s upbringing.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students reported higher 
scores in negative impact on parenting than those in negative impact on 
children’s upbringing. The male students indicated more negative attitudes 
compared to the females. There was no difference between attitude scores 
toward gay families and lesbian families.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negative 
impact on parenting and negative impact on children’s upbringing was 
significantly moderately positive. Th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of female 
students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of male students.

Keywords:  same-sex families, gender education, children’s upbringing, 
parent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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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一、研究背景與動機

臺灣伴侶權益推動聯盟於2013年10月初，將「多元成家」立法草

案送交至立法院審議（臺灣伴侶權益推動聯盟，2014），自此，臺灣

社會對同志結婚成家的正當性與必要性掀起熱切爭論。2017年5月17

日，大法官針對未讓同性別二人，得以經營共同生活為目的，成立具

親密性和排他性永久結合關係，做出違憲解釋，2019年5月17日，立法

院通過三讀同性婚姻專法，並於同年5月24日起生效，臺灣成為亞洲第

一個通過同志婚姻的國家。但是對於同志結婚成家此議題之爭論，並

未因大法官釋憲及同性婚姻專法通過而得到平息，反而更加激烈，反

對和贊成的聲音皆有（呂嘉鴻、李宗憲，2019）。反對者的理由是同

志結婚成家入法將破壞傳統價值觀與社會秩序，影響子女身心健全，

更不利於人口發展（臺灣守護家庭聯盟，2013），其中又以破壞傳統

正常家庭無法履行親職撫養及影響子女身心發展為兩個最主要的反對

理由（葉瑜娟，2016）。

除了社會媒體報導外，大學生對同性婚姻和同志成家議題也有一

番討論，甚至早在多年前，有些大學生就主動進行學生意見調查，例

如，國立成功大學學生會透過網路問卷調查（Nownews, 2013），在

646位受訪者中，91.8%的受訪學生表示支持同性婚姻，認為性別不

該是限制人權平等的條件，且有許多人認為同性婚姻合法化才符合憲

法精神。反對者的理由則較為多樣化，例如，同性婚姻無關人權、違

反宗教教義、不利生育率、且促進愛滋氾濫等。另有大學生對於同志

家庭撫養孩子有所疑慮，認為不應冒進；有些則認為同志沒有繁衍功

能，違反自然，破壞家庭本質，因而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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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反對同性婚姻和同志成家議題方面，Clarke（2001）指出，最

常見的六種反對觀點為：（一）聖經說同性戀教養是有罪的；（二）

同性戀父母不自然；（三）同志家長都是自私的，因為他們忽略了孩

子的最佳利益；（四）在同性戀家庭的孩子缺少合適的榜樣；（五）

在同性戀家庭長大會變同性戀；（六）同性戀家庭的孩子會被霸凌。

從國內的媒體報導、大學生學生會的調查到國外研究，大致可以發

現，有關同志結婚成家圍繞在兩個較為社會關心與爭論的議題，分別

是同志家庭的「親職撫養」及「孩子適應」，二者存在著前者牽動後

者，後者影響前者的關係。

大學階段是人一生中學習的最佳時期，無論是在社會教育資源、

教學條件或是教學環境方面，大學都是受教育及獲取知識最理想的地

方（劉洪偉、和金生、馬麗麗，2003）。提供大學生性別平權及尊重

多元的學習資源，亦為良好的時機；且教育年限愈長，所表現出的偏

見應愈少，研究指出，受教育可幫助消除對男、女同性戀的消極態

度，教育程度愈高的參與者，愈不會表現出偏見（Garrison & Ibañez, 

2016; Hello, Scheepers, & Gijsberts, 2002; Lingiardi et al., 2016）。

雖然臺灣的社會媒體及大學校園對同志成家已有些討論，但有關

異性戀大學生對同志家庭的親職撫養與孩子適應的態度研究則付之闕

如。即便過往有關大學生對同志議題之研究，但也大多鎖定在對同志

人權或人際關係﹙如張德勝、王采薇，2009；Gelbal & Duyan, 2006; 

Johnson & Greeley, 2007），因此有關於大學生對對同志家庭親職撫養

和孩子生活適應的看法仍有待探討。

二、研究目的

根據上述研究背景與動機，本研究以異性戀大學生為研究對象，

探討他（她）們對同志家庭親職撫養與孩子適應的態度，並分析男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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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生對男同志和女同志家庭態度的差異性，以及親職撫養和孩子適

應態度二者之間的關係，除了填補過去文獻之不足，同時也提供臺灣

在通過同志婚姻專法之後，異性戀大學生對同志家庭與撫養的信念。

貳、文獻分析

一、同志家庭的親職撫養和孩子適應

隨著時代的演進，非典型的家庭型態漸趨多元，家庭成員的組成

不再僅是異性夫妻的結合，亦包含同志家庭的形式，因此，同志家庭

的親職撫養表現，便成為一個值得關注的議題。研究顯示，雖然同志

家庭亟欲擺脫傳統意識框架下的拘束，但家庭功能性的比較議題始終

無法停歇，當中又以子女的教養與適應問題最為矚目，孩子的成長會

受到照顧者的個人特質、經驗與情緒等因素影響，而這種親子互動建

立的依附關係，將深深影響其往後的人格與社會發展（李秋珊、陳威

麗、蔣立琦，2008；Robert, 2009）。由於同志家庭中的家長少了男

性或女性的其中一方，如「少了母親的陪伴，在異性教育方面該怎麼

辦」、「孩子應該要叫父親是爸爸還是媽媽？」，諸如此類的問題使

得部分人士對於同志家庭親職撫養產生質疑；而相對的意見則認為，

親職撫養是提供孩子依附關係、照顧和養育，母職和父職的不同，就

只是親職上的一種分工而已，在同志家庭所居住的環境仍有與家長性

別不同的角色存在，無需擔心孩子接觸不到異性（Clarke & Demetriou, 

2016; Clarke & Kitzinger, 2005; Herrmann-Green & Gehring, 2008）。

有關同志家庭撫養的孩子，在行為問題或社交能力和異性戀家庭

孩子的比較研究方面，早期國外的研究（如Flaks, Ficher, Masterpasqua, 

& Joseph, 1995; Green, Mandel, Hotvedt, Gray, & Smith, 1986）即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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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臨床專業鑑定，女同志家庭孩子在智能（intellectual ability）發展與

心理發展上與異性戀家庭子女沒有顯著差別。雖然男同志家庭方面所

面臨的親職角色問題，乃由於社會對性別刻板印象的投射，認為男人

比較不善於親職，因此男同志家庭會承受比女同志家庭更大的壓力，

但同志爸爸卻可透過穩定經濟能力和建立和諧而正向的親子關係等策

略，使家庭朝向快樂、有活力的正向發展（張耐，2003）。

儘管上述文獻提及親職教育功能，同志家庭與異性戀家庭沒有太

多差異，但親子關係維護上缺乏法律的保障，臺灣目前所通過的同婚

專法，同志家庭沒有領養、生育小孩的權利，再加上社會對同志家庭

的偏見與歧視，間接造成同志伴侶無法領養或生育孩子，換句話說，

公共政策不完善與缺乏法律的認可，對同志家庭皆會造成威脅（黃奕

霖，2019）。也因如此，有些同志媽媽在教養孩子時仍會顧慮社會環

境給予同志家庭的壓力，於是在教育時會希望培養其獨立自主的能

力，並讓孩子從早就開始認識、理解同志，以便將來在人際方面具備

和外界溝通、抵禦社會壓力的能力（張耐、吳沛紋，2012）。

國外已有不少學者提出被領養的孩童幸福與否，並非著眼於雙親

的性傾向，而是家長的親職能力、孩童的身心調適能力、學校生活經

驗、家庭互動與同儕關係等因素（Averett, Nalavany, & Ryan, 2009; Bos, 

Knox, van Rijn-van Gelderen, & Gartrell, 2016）。從各個面向分析同志家

庭的親職教育功能性，發現同志家庭中成長的孩童，其與雙親的互動

關係和異性戀家庭中成長的孩童並無差別，甚至在親子之間呈現出更

為正面、平等、民主的互動關係（Charlotte & Jennifer, 2007; Zamperini, 

Testoni, Primo, Prandelli, & Monti, 2016）。但臺灣受制於異性戀霸權、

父權主義、社會價值等因素，間接影響同志家庭無法現身於其原生

家庭，或是和其原生家庭保持著緊張，甚至是隔絕往來的互動關係，

就會少了與異性之間的接觸機會，影響孩子的人際發展（洪于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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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足見社會大眾對同志家庭的看法，對同志家庭孩子的適應與

成長會造成影響。

二、對同志家庭的態度與原因

（一）對同志家庭撫養孩子的態度

雖然過去研究指出，同志家庭撫養長大的孩子，健康發展和異性

戀家庭長大的孩子沒有差異，但還是可以觀察到，異性戀者對於同志

家庭的孩子與社會互動的情況及生活適應情形感到擔憂，相關研究應

運而生，如Frias-Navarro與Monterde-i-Bort（2012）在參考Morrison與

Morrison（2003）的現代負面同志態度量表（Modern Homonegativity 

Scale）及理論後，發展了一套同性戀家庭孩子適應量表（Scale Beliefs 

about Children’s Adjustment on Same-Sex Families）來調查異性戀者，

在同志家庭對孩子適應上可能的負面影響（negative impact）之信念，

他們所發展的量表有兩個層面：違反個人信念（individual opposition）

和違反社會規範（normative opposition）。前者係指個人認為異性戀家

庭較為正常，覺得同志家庭的不利親職撫養功能；後者係指個人覺得

被同志家庭撫養或教育的孩子，因不符合社會常態，所以容易受到歧

視，不利孩子適應社會環境，因而反對同志家庭撫養孩子，且前者和

後者有相互關係，兩個層面的相關係數為 .51。

Frias-Navarro與Monterde-i-Bort（2012）指出，雖然違反個人信

念和違反社會規範兩個層面都是對同志的負面態度，但前者是較為公

開（open）且帶有侵略性意涵的拒絕（aggressive rejection）同志家庭

的親職教育功能。也就是說，個人反對信念是認為同志家庭長大的孩

子，會有生活或學習適應的困難，主要是因為同志家庭父親或母親的

同性戀傾向，無法像異性戀一夫一妻的家庭履行親職教育功能，因此

違反個人信念內容，要言之，同志家庭較不利親職撫養。而違反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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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範，則是一種較為不公開（less open），較不帶侵略性拒絕同志的態

度。也就是認為同志家庭長大的孩子會有適應上的困難是因社會認為

他們從同志家庭長大而遭到歧視或偏見，比較不是個人歧視他們，而

是社會規範不允許，造成同志家庭孩子適應的問題或困擾。要言之，

違反社會規範層面內容，比較是認為同志家庭不利孩子適應。

由於違反社會規範（不利孩子適應）的態度是較不公開也較不具

有侵略性的拒絕，即便表達出來，也是大部分的人都會同意的觀點，

故Frias-Navarro與Monterde-i-Bort（2012）宣稱這樣的態度是所謂的現

代式拒絕（modern form of rejection）或是所謂的現代式偏見（modern 

prejudice）。國外從30多年前即注意到對於少數族群的歧視，已從

早期傳統式公開，轉移為現代式隱藏偏見（Crosby, Bromley, & Saxe, 

1980）。當然這樣的轉移，並不表示公開的傳統式歧視或偏見已經

不見，而是現代式歧視更不易察覺，且即便歧視者本身（prejudice 

holder）都不認為或察覺自己帶有歧視和偏見的眼光。

在Frias-Navarro與Monterde-i-Bort（2012）的研究中，他們調查西

班牙瓦倫希亞市（Valencia, Spain）一所大學的212位異性戀大學生，其

中有166位女學生、45位男學生、1位並未表示生理性別。研究結果發

現，異性戀大學生對於同志家庭孩子未來在社會適應上的擔心高過學

生個人認為同志家庭親職撫養上對孩子的影響，意即在異性戀霸權的

社會架構下，同志家庭孩子在社會適應所面臨的問題應是重點所在，

其次才是同志家庭親職撫養的影響。另外，若大學生本身對於同志或

面對同志權利（如結婚）的態度是負面的，其對於同志家庭的親職撫

養功能所抱持的態度將更是負面，且男大學生所持態度較女大學生負

面。

值得一提的是，Frias-Navarro與Monterde-i-Bort（2012）的研究並

未將量表分為男同志家庭量表和女同志家庭量表。過往的同志家庭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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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研究中，可發現大多以女同志家庭或女同志伴侶為研究對象，鮮少

提及男同志家庭的情況，其中可能的原因有三，第一是男同志可能較

少撫養孩子，另一個原因是男同志較不願意參加研究，被當成受訪的

對象，而最後的可能是男同志往往需承受更龐大、來自原生家庭的人

際與婚姻壓力，以及自身社會互動或經濟的壓力，致使成年後的男同

志在面臨出櫃的抉擇時，仍需透過漸進式的過程慢慢現身（畢恆達，

2003），進而造成男同志在成家方面的阻礙。是故，男、女同志在成

家以及經營家庭的過程中並不同於一個對等的生命歷程，其中社會大

眾對於男同志和女同志態度的差異也可能對他們在履行親職教育功能

與他們孩子的社會適應造成影響，因此，在探討大學生對於同志家庭

的親職撫養功能與孩子社會適應議題時，應分別對於男同志家庭與女

同志家庭進行研究與探討，以得到更具體清楚的訊息。

（二）反對同志家庭撫養孩子的原因

同性結婚或成家（same-sex marriage or family）遭社會、宗教團

體、甚至部分大學生反對，主要原因是社會氛圍一直以來都是以異性

戀為主的環境（hetero-normative environment），尤其是異性戀父權陽

剛思想為中心，使得大多數異性戀者理所當然認為異性戀者的行為或

活動才是正常、才是正確，而非異性戀（例如同志）者，則屬於不合

宜，因此當同志想要成家，甚至認養或撫養孩子時，異性戀者就會擔

心，甚至持反對的態度（Tasker, 2005）。他們擔心同志收養孩童可能

造成孩童從小受到不正常、不自然的家庭觀念之灌輸，甚至擔心孩童

會仿效雙親而長大成為同志等（Lopez, 2012）。然而，被領養的孩童

幸福與否，並非著眼於雙親的性傾向，而是與家長的能力、孩童的身

心調適能力、學校生活經驗、家庭與同儕關係等因素有關，從各個面

向分析同志家庭的教育功能性，發現在同志家庭中被領養的孩童，其

與雙親的互動關係和其他異性戀、男同性戀、女同性戀等家庭型態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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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差別（Charlotte & Jennifer, 2007）。另外，有反對者認為我國是文明

古國，一脈相承了數千年的文化，在文化架構下，同志家庭領養之孩

子很容易被歧視，孩子也不會願意被同性家庭或沒有婚姻關係的人領

養，且在社會化與結構化過程中造成陰影，就算法案通過，也絕不代

表此等陰影可以去除，且認為多元家庭是沒有家長的，無法拿出父母

的權柄管教孩子（任秀妍，2014）。

以異性戀為主的社會，易將親密的愛情關係、婚姻關係及家庭組

成建立在異性戀性別上，所以視男女從交往到結婚生子為理所當然，

而社會上，和愛情或結婚有關的習俗、規範與制度也都是依照異性戀

的需求來設計（卓耕宇、達努巴克，2007），因此，一旦有人違反這

些「理所當然」，就會被邊緣化，甚至孤立。即使通過同婚專法，但

在目前國內社會環境中，不論是男同志或女同志，享受像異性戀在公

開場合約會，或在感情上互相吸引、公開追求、結婚成家的權利，還

不是那麼地理所當然。同志伴侶交往階段，就會遭受阻礙，而即便成

家之後想要撫養孩子，也會受到異性戀家庭才是正常的想法或氛圍影

響，會擔心同志的家庭不如異性戀家庭，以及擔憂其所撫養孩子的適

應問題。而這樣的擔心或擔憂，不也是說明社會大眾對同志的另一種

歧視嗎？換句話說，社會對於同志的歧視從早期認為同志是噁心或性

變態，甚至覺得同志家庭的親職撫養不如異性戀家庭的公開外顯型歧

視（overt and explicit prejudice），已逐漸轉化為擔心同志家庭長大的孩

子，會面臨生活和社會適應問題的隱蔽含蓄型歧視（covert and implicit 

prejudice）（Frias-Navarro & Monterde-i-Bort, 2012）。而Frias-Navarro

與Monterde-i-Bort的研究亦顯示，對於公開外型的歧視態度分數要顯著

低於隱蔽含蓄型的歧視態度。不過，無論是公開外顯型或是隱蔽含蓄

型皆可看出，國外多數有關同志態度的研究仍從負向態度的角度切入

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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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男女大學生對同志態度的相關研究 

在探討學生對於同志相關議題的態度時，性別一直都是一個重

要的預測且穩定變項（Roper & Halloran, 2007; Whitley & Aegisdottir, 

2000），男學生的恐同情形或對同志的負面態度，較女學生明顯（張

德勝、王采薇，2009；Johnson & Greeley, 2007; Liang & Alimo, 2005; 

Negy & Eisenman, 2005; Roper & Halloran, 2007）。在對英國、土耳其

及智利大學生的調查中，均發現男學生對同志負面態度顯著高於女學

生之現象（Cardenas & Barrientos, 2008; Davies, 2004; Gelbal & Duyan, 

2006），Nierman、Thompson、Bryan與Mahaffey（2007）進一步比較

智利及美國大學生的態度並指出，智利學生比美國學生對於同志更有

偏見，且對於男同志的態度偏見較深，此與其性別角色信仰有關。另

一項研究比較西班牙和智利的大學生發現，男性顯著比女性有排斥同

志的現象，研究指出，該現象與傳統性別角色觀念有關（Frias-Navarro, 

Monterde-i-Bort, Barrientos-Delgado, Badenes-Ribera, & Cardenas-Castro, 

2014）。綜合跨國研究，女大學生對於同志的容忍度或接受度比男學

生為高。

同樣地，臺灣的男大學生對同志的態度較女大學生更為負面，除

了傳統性別角色觀念影響之外，還有可能是受傳宗接代孝道觀念的影

響（Hsu & Waters, 2001）。此現象在不同年齡層都可觀察到，例如，

張德勝與王采薇（2009）調查國內一所教育大學287位學生，在控制學

生年級及主修領域之後，發現無論在營造同志友善校園，以及尊重同

志基本權利方面，男生對同志的接受度都較女生為低。許齡臻、陳泓

劭與林松甫（2003）調查臺中師院（今國立臺中教育大學）520位學

生，發現女生對同性戀的態度較男生開放；魏慧美（2004）調查高雄

市國、高中和大學生，以及南部三個縣市社會人士對於同志的刻板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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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指出，男學生較女學生對同志持有負面刻板印象，社會人士中，男

性對同志的刻板印象較女性嚴重。由上述文獻探討得知，國內、外校

園對於同志態度和國外情形有類似共同的現象：（一）異性戀女生對

同志的接受度比男生高，對同志的譴責比男生低；（二）女同志被同

儕接受的程度比男同志高；（三）異性戀男生對男同志的態度比對女

同志負面（Herek, 2007; Nierman et al., 2007; Vecho, Poteat, & Schneider, 

2016）。

綜合研究背景、動機與文獻探討分析，本研究提出兩個假設：

（一）男女大學生對同志家庭態度會因為家庭類型（男同志對照

女同志）和態度層面（不利親職撫養對照不利孩子適應）的不同而有

顯著交互作用。

（二）男女大學生對同志家庭在「不利親職撫養」及「不利孩子

適應」的態度分數呈顯著正相關，且達到顯著差異。

參、研究方法

針對研究動機與目的，並考量本研究內容包含性別以及社會敏感

議題，因此，本研究採自陳式匿名問卷調查方式進行。研究設計則採

三因子（學生性別X同志家庭類型X態度層面）分割區設計（Split-Plot 

Factorial Design, SPF-2 X 2 X 2），組間變項是學生性別，變項簡稱性

別；組內變項有二，同志家庭類型和態度層面，亦即是以相同學生對

男同志家庭和女同志家庭的親職撫養態度為依變項，變項名稱分別簡

稱為同志家庭類型和層面。以下就研究對象、研究工具與資料分析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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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大學生為研究對象，為了問卷調查實施的可行性，邀請

臺灣東部地區一所大學教師幫忙詢問與徵求班上同學接受本研究調查

的意願，如獲同意，則由研究者親自前往班級對有意願參加的同學進

行團體施測。共發出509份問卷，全部回收，其中11份填答不完整，

有效問卷為498份。在基本資料中表示自己性傾向為異性戀的有420位

（男181、女236、遺漏值3），有71位表示為非異性戀，約占全部樣本

數的14.2%，其中同性戀為10位（2.0%），雙性戀為31位（6.2%），

有30位（6.0%）表示自己性傾向未定（questioning），另有7位是遺

漏值。因此，本研究即以420位異性戀者為研究對象，其中大一110位

（26.4%）、大二97位（23.3%）、大三90位（21.6%）、大四120位

（28.8%）、遺漏值3位。就領域而言，人社領域有229位，理工領域有

140位，遺漏值51位。有關受訪者背景資料如表1所示。

表 1　本研究對象基本資料分布情形

背景

男生 = 181
（43.4%）

女生 = 236
（56.6%）

全部

n % n % N %

年級

大一 64 15.3 46 11.0 110 26.4
大二 57 13.7 40 9.6 97 23.3
大三 27 6.5 63 15.1 90 21.6
大四 33 7.9 87 20.9 120 28.8

主修領域
人社 23 6.2 206 55.8 229 62.1
理工 108 29.3 32 8.7 140 37.9

由表1可得知，受訪男生大都集中於理工學院，女生則集中在人社

學院，可能是因傳統上主要是女人文、男理工，本研究的調查對象亦

反映母群體的性別與學習領域的背景樣態，因此，在研究推論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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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需謹慎而有所保留。

二、研究工具

研究工具有二，一為「大學生對男同志家庭態度量表」，一為

「大學生對女同志家庭態度量表」。此兩份量表係參考Frias-Navarro與

Monterde-i-Bort（2012）和Frias-Navarro、Badenes-Ribera與Monterde-

i-Bort（2017）的問卷題目內容改編而成，以便本研究發現可與過去的

研究結果進行分析比較。為了便於讀者理解，將原量表的「違反個人

信念」，改名為「不利親職撫養」；將「違反社會規範」改名為「不

利孩子適應」。翻譯過程，研究團隊委請英美系教授協助，並邀請性

別學者專家協助審查翻譯後量表題目所欲表達之內容，以便在翻譯過

程中，確保文字符合量表原意。每一量表各包含「不利親職撫養」與

「不利孩子適應」兩個層面，每層面各六題，每一量表共12題。

「不利親職撫養」層面係指個人認為同志家庭撫養孩子的親職教

育功能不像異性戀家庭功能可以讓孩子有正常的環境，如第1題「一般

來說，由異性戀父母親撫養的孩子，其社會發展能力會比由男／女同

志撫養的孩子來得好」。「不利孩子適應」層面則指個人覺得同志家

庭撫養的孩子，因和異性戀家庭長大的孩子不同，不符合社會既有的

規範，易遭受社會或同儕的排擠或孤立，如第7題「來自同志家庭的孩

子被同學發現他（她）的家長是男／女同志，那麼他（她）很有可能

會受到同學的孤立」。題目的填答方式採Likert-type五點量表，非常同

意5分、同意4分、中立意見3分、不同意2分、非常不同意1分。填答分

數愈高，表示受訪者愈同意同志家庭不利親職撫養和不利孩子適應，

也就是對同志家庭態度愈是負面，反之亦然。

本研究以正式樣本進行量表信度和效度分析（如表2、表3所

示），「大學生對男同志家庭態度」全量表的信度係數為  .9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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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表方面，「不利親職撫養」為 .90，「不利孩子適應」為 .88。效

度方面，以因素分析，抽取因素的方法採主成分分析，保留特徵值λ

（eigenvalue）大於1的共同因素，並刪除在各分量表上所占因素負荷量

小於 .45的題目（Hair, Anderson, Tatham, & Black, 1998）。兩個層面因

素負荷量介於 .64～.85之間，總解釋量為66.02%。在「對女同志家庭態

度量表」部分，全量表的信度係數為 .90，分量表方面，「不利親職撫

養」和「不利孩子適應」兩個層面都是 .87。效度方面，兩個層面因素

負荷量介於 .62～.84之間，總解釋量為62.35%。社會科學領域之因素

分析，其保留的因素所能解釋的變異量，以達到60%以上為宜（Hair et 

al., 1998）；而信度係數則至少在 .70以上（DeVellis, 199l），可知本研

究所編修的兩個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與效度。

表 2　對男同志家庭態度量表因素分析摘要

題

號
層面與題目

因素 
負荷量

特 
徵 
值

層面 
解釋 
量%

信度

係數

層面一：不利親職撫養 3.95 32.93 .90
1 一般來說，由異性戀父母親撫養的孩子，其社會發

展能力會比由男同志撫養的孩子來得好

.83

2 一般來說，由男同志撫養的孩子，比由異性戀父母

親撫養的孩子有較多問題

.84

3 由男同志撫養的孩子在性別認同上，會比由異性戀

父母親撫養的孩子有較多問題

.76

4 為孩子的最佳利益著想，只有異性戀伴侶能夠收養

子女

.77

5 如果一個孩子被男同志收養，他（她）日後一定會

有某些心理問題

.66

6 當男孩子顯露出同志性傾向行為時，最好趕快帶他

去看心理醫師

.75

層面二：不利孩子適應 3.97 33.09 .88
7 來自同志家庭的孩子被同學發現他（她）的家長是

男同志，那麼他（她）很有可能會受到同學的孤立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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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對男同志家庭態度量表因素分析摘要（續）

題

號
層面與題目

因素 
負荷量

特 
徵 
值

層面 
解釋 
量%

信度

係數

8 由男同志收養的孩子，會成為班上取笑和排擠的對

象

.85

9 如果孩子的父親是男同志，他（她）在學校鐵定會

受到同學的排斥

.81

10 如果孩子的父親是男同志，他（她）在學校鐵定會

受到同學的取笑

.82

11 當孩子的家長是男同志時，同學間不太有人會邀請

這孩子出去玩

.64

12 一個男同志撫養的孩子因為怕自己被同學拒絕，通

常在同學間會隱瞞家長的性傾向

.65

總量表 66.02 .92

表 3　對女同志家庭態度量表因素分析摘要

題

號
層面與題目

因素 
負荷量

特 
徵 
值

層面 
解釋 
量%

信度

係數

層面一：不利親職撫養 3.72 31.01 .87
1 一般來說，由異性戀父母親撫養的孩子，其社會發

展能力會比由女同志撫養的孩子來得好

.79

2 一般來說，由女同志撫養的孩子，比由異性戀父母

親撫養的孩子有較多問題

.81

3 由女同志撫養的孩子在性別認同上，會比由異性戀

父母親撫養的孩子有較多問題

.66

4 為孩子的最佳利益著想，只有異性戀伴侶能夠收養

子女

.72

5 如果一個孩子被女同志收養，他（她）日後一定會

有某些心理問題

.67

6 當女孩子顯露出同志性傾向行為時，最好趕快帶她

去看心理醫師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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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對女同志家庭態度量表因素分析摘要（續）

題

號
層面與題目

因素 
負荷量

特 
徵 
值

層面 
解釋 
量%

信度

係數

層面二：不利孩子適應 3.76 31.34 .87
7 來自同志家庭的孩子被同學發現他（她）的家長是

女同志，那麼他（她）很有可能會受到同學的孤立

.76

8 由女同志收養的孩子，會成為班上取笑和排擠的對

象

.84

9 如果孩子的母親是女同志，他（她）在學校鐵定會

受到同學的排斥

.79

10 如果孩子的母親是女同志，他（她）在學校鐵定會

受到同學的取笑

.79

11 當孩子的家長是女同志時，同學間不太有人會邀請

這孩子出去玩

.62

12 一個女同志撫養的孩子因為怕自己被同學拒絕，通

常在同學間會隱瞞家長的性傾向

.65

總量表 62.35 .90

三、資料分析

資料分析方面，首先計算男女大學生對男同志和女同志家庭態度

層面分數的平均數和標準差。採分割區設計三因子變異數分析（mixed 

design - 2 × 2 × 2）回應研究假設一，其中學生性別（男、女）為獨

立因子，同志家庭類型（男╱女同志家庭）、態度層面（不利親職撫

養、不利孩子適應）為相依因子。交互作用若達顯著，則進行簡單

交互作用效果檢定；若未達顯著，則進行主要效果分析；最後，以

Pearson積差相關係數探討「不利親職撫養」和「不利孩子適應」兩層

面的相關情形，並進行男女大學生的相關係數差異性檢定以回應研究

假設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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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研究結果與討論

一、研究結果

（一）整體性描述統計分析

表4呈現全體受訪學生對同志家庭的態度平均數和標準差。就分量

表而言，學生對男同志家庭不利親職撫養的分數是2.52，不利孩子適應

的分數較高為2.91；對女同志家庭不利親職撫養的分數是2.53，不利孩

子適應分數是2.92，整體而言，學生對同志家庭不利親職撫養的分數是

2.52，不利孩子適應分數是2.91。

表 4　異性戀大學生對同志家庭態度分數摘要

變項
男同志家庭 女同志家庭 對同志家庭

M SD M SD M SD

不利親職撫養 2.52 0.80 2.53 0.75 2.52 0.76

不利孩子適應 2.91 0.78 2.92 0.74 2.91 0.74

整體量表 2.71 0.70 2.72 0.66 2.72 0.67

註：為Likert-type五點量表，1分表示非常不同意；5分表示非常同意。

為了能夠更清楚了解受訪者對同志家庭態度的分配情形，將五等

量表的分數（1分表示非常不同意；5分表示非常同意）簡化為三等

分，分別是平均數低於2.50，表示傾向不同意，2.51～3.50之間表示中

立意見，3.51以上則表示傾向同意。表5呈現受訪大學生對同志家庭態

度同意度百分比。由表5所示可得知，超過五成的受訪者不認為同志家

庭不利親職撫養，大約有四成持中立意見，不到一成認為同志家庭不

利親職撫養。另外，就不利孩子適應層面來看，則大約有三成不認為

同志家庭不利孩子適應，五成表示中立意見，而有二成同意同志家庭

不利孩子適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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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異性戀大學生對同志家庭態度同意度百分比

變項
男同志家庭 女同志家庭 整體

~2.50 2.51~3.50 3.51~ ~2.50 2.51~3.50 3.51~ ~2.50 2.51~3.50 3.51~
不利親職

撫養
53.8 38.0 8.2 51.8 42.0 6.2 50.6 42.7 6.7

不利孩子

適應
32.0 48.0 20.0 32.7 48.7 18.6 29.8 50.8 19.3

註：表格內數字為百分比；~2.50：傾向不同意；2.51~3.50：中立意見；
3.51~：傾向同意。

（二）男女學生對男同志與女同志家庭態度之比較

1. 學生性別、家庭類型與態度層面的交互作用檢定

表6顯示受訪學生對男╱女同志家庭撫養孩子態度三因子變異數分

析交互作用檢測，F（1, 414）= 0.97，p > .05，未達顯著；而性別與家

庭類型的二因子交互作用未達顯著差異，F（1, 414）= 1.30，p > .05，

性別與態度層面二因子交互作用也未達顯著差異，F（1, 414）= 0.42，

p > .05。就主要效果而言，性別對態度層面有顯著差異，F（1, 414）= 

13.25，p < .001，且男女分數合併計算後，態度層面之間亦有顯著差異

存在，F（1, 414）= 145.18，p < .001；而家庭類型未達顯著差異，F

（1, 414）= 0.00，p > .05。

2. 不同性別之比較

上述三因子交互作用未達顯著，表示男女學生對於同志家庭的態

度不會因同志家庭類型或態度層面而有所變化。但性別的主要效果達

到顯著，男生的分數在不同家庭類型和不同層面皆顯著高於女生。表

7進一步呈現性別差異在各態度層面情形，綜合表6和表7可得知，無

論是對男同志或對女同志家庭的態度，男生同意的分數皆顯著高於女

生，亦即是指，在不利親職撫養和不利孩子適應兩個層面，男生的態

度分數皆高於女生的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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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男女大學生對同志家庭態度三因子變異數分析

SS df MS F
受試者間 728.99 415
　性別（A） 22.60 1 22.60 13.25***
　群內受試（S×A） 706.39 414 1.71
受試者內 300.08 1248
　同志家庭類型（B） 0.00 1 0.00 0.00
　性別×同志家庭類型（A×B） 0.10 1 0.10 1.30
　同志家庭類型×群內受試（S×A×B） 32.03 414 0.08
　層面（C） 65.46 1 65.46 145.18***
　性別×層面（A×C） 0.29 1 0.29 0.42
　層面×群內受試（S×A×C） 186.68 414 0.45
　同志家庭類型×層面（B×C） 0.00 1 0.00 0.09
　性別×同志家庭類型×層面（A×B×C） 0.04 1 0.04 0.97
　同志家庭類型×層面×群內受試（S×A×B×C） 15.48 414 0.04

***p < .001

表 7　男女大學生對男女同志家庭撫養態度分數摘要

變項
男生（n = 182） 女生（n = 237）

M SD M SD
男同志家庭

　不利親職撫養 2.64 0.79 2.42 0.79
　不利孩子適應 3.08 0.77 2.79 0.76
女同志家庭

　不利親職撫養 2.63 0.71 2.44 0.77
　不利孩子適應 3.05 0.73 2.82 0.73

3. 態度層面之比較

學生對同志家庭的態度層面也不會因學生性別或同志家庭類型而

有所不同。就層面本身之間的差異情形達到顯著差異，綜合表4、表5

和表7可得知，大學生對男、女同志家庭態度都一樣，也就是不利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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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應的分數顯著高於不利親職撫養。

有關不利親職撫養和不利孩子適應的相關係數，男生對男同志家

庭為 .45；女生對男同志家庭則為 .69，二者皆為中度正相關，經過轉

換為Z分數之後加以考驗，達到顯著差異，Z = -3.66，p < .01。男生

對女同志家庭為 .44；女生對女同志家庭則為 .66，二者皆為中度正相

關，經過轉換為Z分數之後加以考驗，達到顯著差異，Z = -3.14，p < 

.01（如表8所示）。足見男女大學生皆認為男、女同志不利親職撫養的

同意分數愈高，也愈認為這樣的家庭會不利其孩子適應社會，尤其這

種相關情形，在女大學生明顯高於男大學生。

表 8　男女大學生對男女同志家庭態度相關係數摘要

變項相關
相關係數（r） Zr Z值
男 女 差異 男 女 差異

男同志家庭
.45** .69** -.24 .49** .85** -.36 -3.66**

不利親職撫養—不利孩子適應

女同志家庭
.44** .66** -.22 .47** .78** -.31 -3.14**

不利親職撫養—不利孩子適應

註：Zr：相關係數轉換為Z分數。
**p < .01

二、綜合討論

本研究旨在探討異性戀大學生對同志家庭親職撫養與孩子適應的

態度，並分析男、女大學生對男同志和女同志家庭態度的差異性，以

及親職撫養和孩子適應態度二者之間的關係。以下針對研究發現進行

討論：

（一）對同志家庭撫養態度大多數保持正面或是中立意見

本研究發現，無論對男、女同志家庭，約有五成的人不認為同志

06-2-張德勝+王采薇_p047-084.indd   68 2021/5/18   上午 09:32:31



張德勝、王采薇 
 

 異性戀大學生對同志家庭親職撫養與孩子適應的負向態度之研究 69

家庭不利親職撫養，四成多保持中立，不到一成認為不利親職撫養。

至於不利孩子適應，則有三成的人不認為，但是有五成保持中立，二

成認為同志家庭不利孩子適應。此發現有部分支持過去（Nownews, 

2013）的調查發現，約有九成的大學生都能夠支持同志，覺得同志應

擁有結婚的基本人權，但在對於結婚之後，本研究則發現只有五成的

受訪者認為同志家庭的雙親可以和異性戀家庭的雙親一樣執行親職撫

養的功能，仍有四成保持中立，以及有一成覺得同志家庭雙親的親職

撫養功能不如異性戀雙親家庭。至於同志家庭孩子的社會適應，有五

成保持中立，有二成受調查的學生表示會遭受到同儕的嘲笑或排擠。

這也意味著有不少大學生對於同志仍存在歧視或偏見的態度，只是這

種歧視或偏見，易被支持同志結婚或成家的性別政治正確給包裝或蒙

蔽。

另外，本研究發現，有超過四成的受訪者在不利親職撫養以及五

成的受訪者在不利親子適應皆保持中立意見，可能是受訪者對於同志

成家這樣具有社會政治敏感的議題不願意表態，甚至也可能是漠不關

心的冷淡態度。畢竟以異性戀為主的社會，易將親密的愛情關係、婚

姻關係，以及家庭組成建立在異性戀性別上，所以視男女從交往到結

婚生子為理所當然，而社會上，和愛情或結婚有關的習俗、規範與制

度也都是依照異性戀的需求來設計（卓耕宇、達努巴克，2007），因

此，一旦有人違反這些「理所當然」，就會被邊緣化，甚至孤立。亦

即，在目前國內社會環境中，同志一旦成家，就會遭受阻礙質疑他們

的家庭親職撫養功能。而即便成家之後想要撫養孩子，也會受到異性

戀家庭才是正常的想法或氛圍影響（洪于珊，2012），會擔心同志的

家庭不如異性戀家庭，以及擔憂其所撫養孩子的適應問題。而這樣的

擔心或擔憂，是社會大眾對同志家庭的一種刻板印象，也是一種偏

見，而受訪的大學生仍受到這種對同志刻板印象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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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不利孩子適應」的分數高於「不利親職撫養」

本研究發現，大學生性別、同志家庭類型和對親職撫養層面三者

之交互作用未達到顯著水準，表示男、女大學生對同志家庭撫養孩子

的態度不會因同志家庭類型的不同而有所差異，也不會因態度層面不

同而有所差異。雖然學生性別、同志家庭和態度層面三者未達到顯著

交互作用，但態度層面的主要效果達到顯著差異，大學生認為同志家

庭不利孩子適應的同意分數高於不利親職撫養同意分數。此發現說明

仍有部分大學生認為同志家庭撫養孩子的教養功能不如異性戀家庭，

而更多的人認為來自同志家庭的孩子，可能會受到同儕的孤立、歧

視與嘲弄，所以不利孩子適應，因此，不利孩子適應的同意分數顯

著高於不利親職撫養。這一點也呼應Frias-Navarro與Monterde-i-Bort

（2012）的研究。不利親職撫養是較為公開且帶有侵略性意涵的拒絕

同志家庭撫養孩子以及家庭的教育功能。而不利孩子適應，則是一種

較為不公開，較不帶侵略性拒絕同志的態度，也就是所謂的現代式的

拒絕或是所謂的現代式的偏見。而現代式的拒絕就包含了反對給少數

族群的要求，以及不滿給少數者特殊的權利（Sears, 1988），因此，本

研究得到支持的是部分的大學生可能反對同志撫養孩子，甚至不滿給

予同志有撫養孩子的權利。而這樣的歧視或偏見，往往歧視者本身都

不認為或察覺自己帶有歧視和偏見的眼光（Crosby et al., 1980）。誠如

Frias-Navarro與Monterde-i-Bort所強調大眾對於同志的偏見仍然存在，

只是由過去所謂的同志不適合結婚成家的公開外顯型歧視，逐漸轉化

為以擔心同志家庭孩子適應問題的隱蔽含蓄型歧視。

不利孩子適應的同意分數高於不利親職撫養的分數，另外的原因

可能是與同志被汙名化有關。本研究在調查時，臺灣對於同志成家在

法律上尚未明朗，而法律不給予同志結婚的權利，或是結婚之後不能

領養小孩，本身就是一種汙名化（Herek, 2011）。大學生對同志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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撫養孩子是不利孩子適應的想法遠高於不利親職撫養，這樣的態度可

能是受到媒體與宗教宣傳的影響，過去研究指出，宗教的教義與公眾

所認定同性戀或同性扶養的「道德問題」有緊密的相關性（宋弘恩，

2011；Ellison, Wolfinger, & Ramos-Wada, 2013），影響到人們對同志家

庭的認知，認為孩子出生在同志家庭這樣不健全的家庭，就會遭受到

歧視。

（三） 學生對於男同志家庭和女同志家庭撫養孩子的態度沒有差

異

男女大學生對於男女同志成家的態度，沒有因為同志家庭類型而

有所差異，此部分和過去有關於同志態度的文獻不同，過去多數有關

於同志態度的研究，大多發現交互作用（Herek, 2007; Nierman et al., 

2007; Vecho et al., 2016），過去的文獻發現男生較女生不能接受同

志，且男同志被接受的程度又低於女同志，且男生接受男同志的程度

更低，但本研究發現，性別和不同性傾向家庭類型沒有交互作用的差

異。近期的研究Perry與Whitehead（2016）即發現人們對於性傾向、同

性婚姻和同志家庭親職撫養，這三者間的態度是不一致的，意即支持

同志者，未必支持同志婚姻，或是支持同志婚姻者，未必支持同志成

家並生育或收養小孩，也就是說對於後者，未必沒有偏見，這或許可

以解釋無論對男同志家庭或女同志家庭，大學生認為不利孩子適應的

人數比不利親職撫養的人數來得多，這也是同志教育研究未來可繼續

發展的方向，從早期關注大眾對同志是否是變態（如Herek, 1988），

到與同志的人際關係（如Engstrom & Sedlacek, 1997），進展到同志結

婚等人權議題（如Herek, 2011），到最近幾年的同志成家親職撫養（如

Vecho et al., 2016），以及小孩心理適應等議題（如Carone, Lingiardi, 

Chirumbolo, & Baiocco, 2018），這些同志相關的議題隨社會發展和教

育的進步，持續在改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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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男生比女生對同志家庭撫養態度較為負面

本研究發現，無論同志家庭類型，男生對同志家庭不利親職撫養

和不利孩子適應的同意分數皆顯著高於女生，亦即，女生對同志成家

的態度比男生較為正面。這和過去文獻（Frias-Navarro et al., 2014）頗

為一致。女生比男生不認為同志家庭不利親職撫養和不利小孩適應，

可能因父權社會壓力對女性的要求相當嚴苛，而女性在父權體制下所

遭遇的迫害與同志相近，他們都同樣地遭遇過邊緣化與被犧牲這種經

驗，因此，在社會壓力下或是基本權利上，女性與同志較能理解父權

社會與異性戀霸權的衝擊，且態度上不會因對方是男或女同志而有所

差異（成令方，2004），女性相對可以體會理解同志在社會中所承受

的壓力，不論對男同志家庭或女同志家庭的親職撫養接受度相對也會

提高。

（五） 同志家庭不利親職撫養和不利孩子適應的相關為中度正相

關

男女大學生對男同志家庭不利親職撫養和不利孩子適應的相關係

數分別為 .45和 .69；對女同志家庭撫養孩子不利親職撫養和不利孩子

適應的相關係數分別為 .44和 .66，此發現支持研究假設二。此發現和

國外文獻非常接近，Frias-Navarro與Monterde-i-Bort（2012）的研究發

現，兩個層面的相關係數為 .51。亦即，大學生如果認為同志家庭是不

利親職撫養，那麼就有很高的可能性他們也認為同志家庭不利孩子適

應，易被同儕孤立嘲弄或排擠。且對男同志和對女同志家庭撫養的孩

子都一樣，尤其女大學生的相關情形又高於男大學生。因此，本研究

再次回應國外文獻：大學生愈認為同志家庭功能不如異性戀家庭，那

麼就愈認為同志家庭不利孩子適應發展，也認為同志家庭孩子會受到

社會或同儕的排擠。也就是說，學生對同志的態度愈是公開具有侵略

性的外顯態度（家庭親職撫養功能仍有所偏見），其對同志較含蓄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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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具侵略性態度的內隱態度就愈高（愈認為同志家庭不利孩子適應發

展，會遭到排擠）。

伍、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旨在了解異性戀大學生對同志家庭的態度，包含他們對同

志家庭親職撫養，以及孩子適應的態度，並探討二者之相關性。以東

部某大學學生為受訪對象，透過自陳式匿名問卷調查與資料分析，再

綜合文獻探討、研究結果與討論，本研究提出下列結論及建議。

一、結論

（一）異性戀大學生對於同志家庭態度，在不利親職撫養的負面

態度方面，大約有五成的人不同意，四成持中立意見，不到一成同

意。在不利孩子適應部分，有三成的人不同意，五成持中立意見，二

成同意。不利孩子適應的同意程度高於「不利親職撫養」，顯示本研

究調查的大學生仍有不少受訪者認為同志家庭教養孩子的功能會不如

異性戀家庭，更擔心同志家庭長大的孩子會受到同儕的孤立、歧視與

嘲弄。

（二）學生性別、同志家庭類型和對親職撫養層面三者之交互作

用未達到顯著水準，且對男同志家庭和女同志家庭撫養孩子的態度沒

有差異。

（三）男生比女生更認為同志家庭不利親職撫養和不利孩子適

應。

（四）男女大學生皆認為同志家庭的不利親職撫養和不利孩子適

應，二者的態度分數達到顯著的中度正相關，且對男同志和對女同志

的情形都一樣，但女生的相關係數顯著高於男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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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對教育實務的建議

國內性別平等教育從2004年6月通過執行至今，已有15年，但本研

究發現，仍有不少學生認為同志家庭親職撫養會不如異性戀家庭，可

能是拘泥於家庭形式而忽略家庭互動的實質內容。此意味著仍有不少

大學生對同志存有偏見和歧視，足見校園的性別友善營造仍有很多努

力的空間，因此，本研究針對此發現，提出幾項具體建議：

（一）進行多元性別教育要同時突破內隱和外顯的偏見與歧視

自從性平法執行以來，國內各層級學校和機關皆會從政策的角度

宣導尊重同志學生的人權。本研究發現，就同志家庭親職功能而言，

有不少學生仍具有同志家庭的親職撫養不如異性戀家庭的外顯負面態

度，而更多人仍持有同志家庭撫養的孩子會被同儕排斥的內隱歧視態

度。這種以異性戀者對於性少數者態度消極，其性別偏見和概念的形

成來自社會對同志的汙名化（Herek, Chopp, & Strohl, 2007），因此，

建議未來在進行同志教育推廣時，除了外顯巨觀的同志基本權利宣導

與說明外，如何讓學生能夠察覺自己本身對同志存在的內隱歧視態度

應更為重要，若大學生誤以為所謂尊重，就是讓同志自己過自己單身

或伴侶的生活，但不能得到法律上承認的成家，也不能撫養孩子或認

為同志家庭不利孩子適應，那麼這樣的同志人權教育恐將流於只是口

號的宣傳，而失去實質的意義。

（二） 建立多元家庭型態的觀念，強調家庭意義在於實質而不是

形式

本研究發現，仍有不少學生對於男同志和女同志皆可能因恐同壓

力，而較不能接受同志家庭，尤其是男生更是如此。近年的研究指

出，緩解對同志的偏見，除了讓異性戀者和同志相處時感到更自在之

外，其對於同性家庭養育孩子的看法也較少會出現消極的態度（Cos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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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eira, & Leal, 2015），所以不應迴避談論性別議題，反而應藉由日

常的接觸、課程安排及各層機關團體宣導，培養大學生具備性別平

等及家庭的概念，減少偏見的干預措施是有必要的（Bartoş, Berger, 

& Hegarty, 2014），愈常接觸同志的大學生，愈不會有排斥的情況

（Frias-Navarro et al., 2014），且大學生對於性取向的信念可透過文字

閱讀即可立即發生改變（Frias-Navarro, Monterde-i-Bort, Pascual-Soler, & 

Badenes-Ribera, 2015），為使學生跳脫出傳統二元性別形式並著眼於家

庭成員實質互動的內容，學校設計性別教育課程時，有必要先了解異

性戀學生對家庭的概念，尤其是對多元家庭的概念，修訂常態的教學

策略及教材，讓學生打開多元視野，重新認定家庭的意義在於實質內

容重於形式。

三、研究限制與未來研究建議

本研究第一個限制是空間和時間位置，空間上，研究對象範圍較

小，僅以臺灣東部地區某一所大學之大學生為研究對象，且受訪對象

男生大都集中於理工學院，女生則集中在人社學院，形成相當兩極化

的樣本結構，由於不同科系的性別生態不同，對於研究結果造成何種

影響不得而知，本研究結果在推論上仍需謹慎。而時間上，本研究進

行於同性婚姻通過之前，未來可以再進行類似主題的追蹤調查，並擴

大研究對象之範圍，探究國內大學生或社會大眾對同志家庭態度在同

婚專法通過後的改變情形，並對照本研究之結果，以提升了解社會法

律變遷對同志家庭態度可能的影響性。

第二個限制是本研究僅止於分析異性戀大學生對同志家庭親職撫

養功能和孩子社會適應兩個面向，但對於同志家庭撫養的孩子，其所

適應的問題，是否真的如大學生們所擔心呢？國內目前已有不少同志

家庭撫養孩子，未來可進一步探討男╱女同志家庭撫養的孩子與同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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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際關係、師生的互動關係，以及學校的學習適應等，以回應或對

照社會大眾對同志家庭的態度。

第三個限制是本研究探討異性戀大學生對同志家庭撫養的態度，

但並未進一步探討學生背後認為同志家庭功能不如異性戀家庭或是其

孩子社會適應可能被排斥或孤立的原因，其中也包含受訪者接觸同志

經驗等。在推動性別平等教育的工作，了解大學生對同志成家看法固

然重要，但了解背後的偏見原因更為重要。因此，建議未來可採訪談

方式，分析大學生反對同志家庭撫養或是不利親職撫養的原因，進而

提供大學在執行性別平等教育及推動同志人權教育的參考。

目前為止，多數針對同志、同志家庭及同志家庭小孩態度之相關

研究，多採負面觀點開啟探究，包括本研究在內，亦是建立在國內、

外相關研究基礎上提出「不利親職撫養」以及「不利孩子適應」同志

家庭負面態度分析，然而，受訪者在負面態度量表上表示不同意是否

就可直接代表正面支持，此部分仍有待驗證。另外，亦有文獻建議從

正面態度及視野（Morrison & Bearden, 2007）來切入同志成家的相關議

題，因此，建議未來可從肯定與接受的面向來了解人們對於同志、同

志家庭，以及同志家庭小孩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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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主要探究2014年國小高年級社會領域教科書時序概念教材

的特色，並提出一些建議，以作為新頒綱要教材研發的參考。研究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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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以「西元、民國」的數量最多，亦出現不少臺灣歷史分期的詞彙，

且頗為一致化。還有，以分期詞彙作為時序架構編寫編年史與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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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mainly explor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hronological concept 
presented in elementary social studies textbooks of fifth and sixth grade, 
followed by recommendations. It’s hope that this research results can be 
used as a refere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new teaching materials in social 
studies curriculum guideline of 12 year basic education. This study employed 
content analysis to analyze the textbooks, and yielded the following findings. 
First, the words concerning passing of time are increased greatly in these 
textbooks, especially the dates are dominated by the Republic of China 
calendar and ‘AD’. Words concerning periodization of Taiwan history are 
frequently used and quite consistent. Moreover, words regarding period 
of time are used as chronological structure to write history of chronicle 
and developmental model. Based on the findings from the study, it is 
recommended that the new teaching materials enhance the students’ ability 
to calculate calendar time, as well as to teach the substance of chronological 
concept from perspective of discipline. It is also recommended that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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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ry of development, and do not convey the wrong historical progress of 
ide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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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學界大抵認為時間是個抽象、難懂的概念，兒童在學習時易遭遇

困難，要到11～12歲後，才能精確地度量鐘錶、日曆時間（Friedman, 

1982; Piaget,  1969）。而脫離其日常生活經驗「過去（歷史）時

間」（以下稱做時序）的概念，更是學習的一大考驗。有學者認為

兒童大抵要到11～12歲、甚至是16歲以後，才能理解過去日期與歷

史事件、人物的關係（Hallam, 1970; Hodkinson, 2004; Thornton & 

Vukelich, 1988）。教學方面，有學者主張宜依照兒童認知發展階段

依序加以教導、不可操之過急，以及先教導鐘錶、日曆時間作為時序

（chronology）概念發展的基礎。其理由為兒童能辨識時間與周遭環

境（空間）的關係，才能進而理解其與人群、政府、國家，乃至世

界的關係（Thornton & Vukelich, 1988）。Hallam（1970）也認為由

「具體運思期」（concrete operational period）過渡到「形式運思期」

（formal operational period）的兒童（11～12歲），其抽象思考能力仍

待發展，最好延後歷史科教學。然也有學者從學習理論的角度著眼，

主張只要設計合宜的教學活動，兒童就能掌握時序概念與進行抽象性

思考（Donaldson, 1978; Levstik & Pappas, 1987; Spieseke, 1963; Thornton 

& Vukelich, 1988）。如Hodkinson（2001）認為教學設計不應受限於

成熟或抽象概念。當代研究並不支持兒童能力不足，就不加以教導的

論調。Harms與Lettow（2007）總結前人研究也指出：透過建構良好學

習環境（如閱讀文學經驗等），並加強兒童與成年人、同儕互動的機

會，就能有效地協助他們認知過去。

1990年代以來，英美兩國皆頒布國定歷史科課綱，並將時序列

為重要的學科概念（林慈淑，2006，2010）。如1994年美國首度公

布「歷史科課程標準」（National standards for history），將「時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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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chronological thinking）列為歷史思考技巧的標準之一1（National 

Center for History in the Schools, UCLA Department of History, 1996; 

UCLA Publication Design Services, 1994/1996a; UCLA Publication Design 

Services, 1994/1996b; UCLA Publication Design Services, 1994/1996c）。

英國於1995、2007年公布「歷史科課綱」（National curriculum in 

England: history programmes of study），也將「時序」、「時序理

解」（chronological understanding）列為學生必須具備的概念與技能

之一（李稚勇，2003；林慈淑，2010；Department for Education in 

U.K., 2011）。而何謂「時序」？英國「國家歷史科課綱工作小組」

（National curriculum history working group）於結案報告指出：時序

意指「時間中事件的次序。掌握這樣的次序是理解事件之間關係的基

礎，以及認識因果與變遷概念的前提」（National Curriculum History 

Working Group and National Curriculum History Committee for Wales, 

1994, p. 29）。美國歷史科課程標準則提及：時序思考指「細察歷史時

間的始末—過去、現在及未來，能夠確認事件發生的時間進程，以曆

法上的時間作對比、解釋時間的因素，以及提出歷史延續的狀況與改

變的模式」（National Center for History in the Schools, UCLA Department 

of History, 1996; UCLA Publication Design Services, 1994/1996a, p. 7, 

20）。Wood（1995, p. 11）也指出：時序理解取決於「能夠依時間順

序正確地排列事物、描述事物與時間的差異，以及透過提供清晰的證

據，將事物與其適當的背景脈絡聯繫起來」。王淑芬（2018）歸結學

界研究指出：時序定義有廣、狹義之分。狹義單指時間中事件的次

1  1994年美國首度頒布國家級歷史科課程標準，但隨即引來保守派的批判、
撻伐，為平息爭議，於1996年公布修訂版課程標準（單文經，2005）。本
研究以1996年的版本為主。因未要求全國學校必須共同使用，故未再頒定
新課程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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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即認知過去日期的慣用詞與熟悉事件的次序。廣義則相當於歷史

時間的概念，意指認知歷史知識建構的特質，從而能理解過去日期的

慣用詞、事件的次序及歷史分期的意義，並進而能掌握延續、變遷概

念的內涵。

近十多年來，國內的歷史教育日益重視教導時序概念。教育部先

於2005年公布「高級中學歷史科暫行綱要」，將「時序觀念」列為核

心能力之一（教育部，2005，頁1-2）。接續地正式綱要也依循前例，

改為「表達歷史時序的能力」（教育部，2011，頁1）。不過，2003年

頒布的「九年一貫課程社會領域綱要」，其「人與時間」主題軸的能

力指標，並未納入時序概念（教育部，2003，頁4-5），難免招致課程

不連貫的疑慮。可稱道的是，2018年新頒「國民中小學暨普通型高級

中等學校社會領域綱要」，已列入該概念，如國小階段綱要提及：學

生建立時序概念有其重要性，宜教導過去日期的慣用詞（民國、西元

等）與歷史分期的意義，國中階段也規定需教導「紀年與分期」等內

容（教育部，2018，頁8，18，97-98）。換言之，最新出爐的國小社會

領域教科書必須編寫時序概念的教材。 

根據研究指出：依九年一貫課程綱要編寫的國小中年級（第1～4

冊）教科書，其時序概念教材採用大量「早期、傳統、現代、現在」

等詞彙，藉以教導兒童認知事件（物）的次序與今昔不同。至於，認

知過去日期則以「民國」紀年為主（王淑芬，2018）。而高年級教科

書（第5～8冊）教材的規模想必更勝於前，值得加以探究藉以整體掌

握小學階段時序概念教材的特色。加上，國內目前的研究以探知國小

兒童鐘錶、日曆時間概念的發展為主（陳佩玉、鍾靜，2003；陳雪

枝、鍾靜，2003；陳穗秋，鍾靜，2003；鍾靜、鄧玉芬、鄭淑珍，

2003），時序概念研究較為貧乏（林慈淑，2006，2010；柯華葳、周

經媛、張建妤、洪若烈，1989），尤其是國小教科書的研究。故本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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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以國小高年級時序概念教材為主題，以南一、康軒、翰林三家出版

社於2014年發行的社會領域第5～8冊教科書為研究對象，並參酌英、

美兩國歷史科課綱的特色，藉以探究國內教材的特色、缺失，並進而

提出建議，以作為新頒綱要教材研發的參考。

貳、文獻探討

Lee（2005, 2012）曾指出：建構歷史的知識可分為兩大類，一

為「內容或實質性知識」（content or substantive knowledge）；即史

家記述過去所提供的知識，如「皇帝、憲法、利潤、農民、佛教」

等；另一為「第二層次或學科知識」（second-order or disciplinary 

knowledge）；意指史家用來組織事實並建構歷史意義的知識，如「時

序、證據、神入、因果關係、變遷」等概念。他認為這兩類知識都是

必要的，但第二層次知識更為重要。它有助於兒童理解歷史事實，並

進而能反思學習的意義（如評價史料、理解史家所做的敘述與其探究

主題有關等），乃至應用到任何新主題。所以，教導時序概念是培養

學生進行「後設認知思考」（metacognitive thinking）強而有力的工具

之一。而前述能力乃美國「國家研究會」（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於「人們如何學習」（How People Learn: Brain, Mind, Experience, 

and School）研究報告中所強調關鍵性的學習原則之一2（Donovan & 

Bransford, 2005）。由此可見，教導時序概念有其重要性，也因此學術

界做過不少精闢的探究，以下分述之。

2  「人們如何學習」研究報告指出：人們學習的三大關鍵性原則分別為：重
視學生的先入之見（preconceptions）；第二，要發展探究能力，學生必
須具備深厚的事實性知識、在概念脈絡中了解事實與概念，以及使用有

利於檢索、應用的方式來組織知識；第三，強調後設認知思考的重要性

（Donovan & Bransford, 2005, pp.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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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兒童時序概念的發展與教學

1950～1960年代，英國學界曾援用Piaget的認知發展理論，藉以

探究兒童歷史認知的發展。多數研究皆指出：11～12歲兒童仍難以進

行假設性思考與理解抽象概念，最好推遲歷史科教學。但1970年代以

後，前述建議已逐漸受到挑戰（林慈淑，2002；Hallam, 1970; Schools 

History Project, 1976）。1972年英國「學校歷史科委員會」（Schools 

History Project）曾推動「歷史科13-16」（History, 13-16）計畫，並於

「結案報告」（A New Look at History）指出：過去以Piaget理論為主

所進行青少年學生歷史思考的調查，存在著以下缺失；首先，參與的

學生樣本數相當有限，必須更謹慎看待這些有限的證據。其次，施測

學生受教方式以認知過去事實為主，並未致力於提升其思考能力。另

「歷史、地理與社會科學8-13」（History, Geography and Social Sciences 

8-13）計畫的研究表明：透過教導學科概念（如時序、證據概念等）

可協助兒童理解歷史，且只要實施合宜的教學方法，大多數學生皆能

逐步掌握抽象的歷史概念，故不需依循Piaget的律則而延誤教學時機

（Schools History Project, 1976, pp. 5-8）。

接著，Dickinson與Lee（1978, pp. 96-97）也為文指出：Piaget的實

驗無法成為探究兒童歷史思考的典範。首先，歷史學所探究的主題、

事物，並無法進行直接觀察或控制其結果。其次，歷史學的解釋總

是在史料證據不足的情況下產生，而Piaget的實驗則是提供受試者直

接、相關的證據。還有，探究兒童歷史思考的焦點，應放在針對寫作

段落所進行思考「運作」的過程，而非「結果」。最後，歷史情境中

的各種因素，都不是人為可以控制的「變項」。總而言之，歷史學、

自然科學關切的主題並不相同，故Piaget建立的「形式邏輯」（formal 

logic）思考類型，不宜直接套用到兒童分析史料證據的思考反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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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th（1987, pp. 25-27）也批評過去的實驗（如Hallam等）讓兒童閱讀

的寫作段落過於簡短、無趣，或是提出一些令人無法回答的問題，以

及過於重視兒童認知發展階段，而忽視其理解抽象概念的潛力。Booth

認為理解歷史知識有賴於想像、神入（empathy）的能力，與Piaget學

派所看重的能力並不相同（林慈淑，2002）。因此，學者轉而主張宜

透過課程設計來教導時序概念，如Downey與Levstik（1988, p. 333）提

及：兒童時序概念的發展，或許會受到認知發展階段、先前經驗與教

學方式的制約。但等待其發展成熟後，再予以教導的做法並不正確。

Hodkinson（2004）透過探究英國8～11歲兒童學習歷史的經驗，也認為

課程與教學方法才是時序概念發展主要的催化劑，而不是年齡、成熟

的因素。Cooper（2012）較近的研究也支持合宜的教學方法與教材，

才能增進理解時序概念，而智力、閱讀及數學能力等並非相關的變

項。

有學者倡導以統整課程的方式來實施教學，如Thornton與Vukelich

（1988）認為時間概念是整體的（包括鐘錶、日曆及時序），不宜於

數學、歷史（社會）科分開教導，讓兒童無法理解其真正意義。而時

序概念也不宜與歷史文本切割，要與歷史科教學相輔相成才行。也有

學者主張以「時間」（time）概念為主題，設計統整性教學活動以深

化學習（Aris, 1993, p. 26; Pappas, Kiefer, & Levstik, 1990, pp. 54-55）。

如美國小學教師為四年級學生設計的教案，就包括：「時間中變化、

自然時間、測量時間、個人時間、與時間嬉戲、時間流逝」等單元，

並聯結「科學、數學、社會、音樂、藝術」等科目（Pappas et al., 1990, 

pp. 54-57）。

二、英國、美國及臺灣小學課綱的時序概念

英國學制依兒童年齡（5～1 6歲）分為四個學習階段（k e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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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ge），第1階段為5～7歲；第2階段7～11歲；第3階段11～14歲；

第4階段為14～16歲。目前，僅第1～3階段需學習歷史科（李稚勇，

2008）。美國歷史科課綱則依年級分成兩大階段，分別為幼稚園到

4年級、5～12年級（National Center for History in the Schools, UCLA 

Department of History, 1996）。而國內小學階段社會領域綱要也依年級

分為三大學習階段，且無論是新舊綱要，僅第2～3階段（3～6年級）

學生須修習。以下分析這些國家國小課綱內容的特色，以利於參照比

較。

英國於2007年頒定的歷史科課綱，3 主要分成「知識、技能與理

解」、「學習範疇」（breadth of study）兩大部分。4 屬於前項「時

序理解」的學習要點有：能排列事件（物）的次序、將人物與事件歸

入正確的歷史時期，以及能使用「之前、之後、很久以前、古代、

現代、西元、世紀、十年期（decade，以下稱年代）」等詞彙（詳表

1）。「學習範疇」主要在規範教學的範圍與內容，如第1～2階段需教

導家庭、地方、國家及世界的歷史，並以英國史為主；也規定第2階

段地方史、英國與歐洲史、世界史內容的比率須為1:3:1（Department 

for Education in U.K., 2011）。美國歷史科課綱則分為「歷史思考的技

巧」、「歷史的了解」兩大部分。「時序思考」乃歷史思考技巧的標

3  2007年頒布的課綱，實施到2014年8月為止。英國已於2013年公布新修訂的
課綱，並自2014年9月正式實施。新課綱宣稱為了讓教師教學有更多彈性而
精簡其內容，只列出「學習目的（purpose of study）、目標、成就目標及主
題內容」（Department for Education in U.K., 2013），已刪去「知識、技能
與理解」項目，故本研究未採行新課綱。

4  英國歷史科課綱「知識、技能與理解」的項目有：「時序理解；理解過去
的事件、人們與變遷；歷史解釋；歷史探究；組織與溝通」（林慈淑，

2010；Department for Education in U.K.,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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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之一，5 其要項包括：能建立歷史敘述的時間順序、計算日曆時間、

解釋時序資料與時間上的變遷與延續，以及「比較不同分期的模式」

（5～12年級課綱才出現的內容）（詳表1）。至於「歷史的了解」主

要教導兒童認知家庭、社區、州、國家及世界各種文化的歷史面貌

（UCLA Publication Design Services, 1994/1996a, p. 18; UCLA Publication 

Design Services, 1994/1996b, p. 21; National Center for History in the 

Schools, UCLA Department of History, 1996）。

針對教導時序概念，英國「國家歷史科課綱工作小組」於結案報

告建議：第2階段以後（延伸到中學階段）可以讓兒童探索長時段、

乃至早期的歷史，並透過以歷史分期概念為主題的螺旋式教學設計，

以建立深遠的時序概念並加強心智地圖的發展（National Curriculum 

History Working Group and National Curriculum History Committee for 

Wales, 1994）。美國課綱也強調歷史分期概念，並指出：「分期」只是

歷史學家的發明；不同群體（如女性、黑人等）的歷史，各有其不同

分期方式（UCLA Publication Design Services, 1994/1996b, p. 5; National 

Center for History in the Schools, UCLA Department of History, 1996）。

大抵而言，學者主張宜教導分期概念，它有助於兒童理解「歷史知識

是如何得來的」（know how）；亦即歷史是史家選擇過去某個時段與

主題，並加以思考所建構的結果（Lee, 2005）。

至於國內國小社會領域綱要的內容，以九年一貫課程而論，其能

力指標並未納入時序，而是採用與其相近的「變遷」概念，如能力指

5  美國歷史科課綱「歷史思考的技巧」有五項標準，包括：「時序思考、
歷史的理解、歷史的分析與解釋、歷史的研究能力、歷史性議題的分析

與決定」（UCLA Publication Design Services, 1994/1996a; National Center 
for History in the Schools, National Center for History in the School, UCLA 
Department of History,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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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美國、英國、臺灣小學階段課綱時序概念學習項目一覽表

課綱

名稱

美國幼稚園～4
年級

英國歷史科課

綱：第1-2階段

九年一貫社會領

域綱要：第1 - 3
學習階段

十二年國民教育社會領

域綱要：第2-3階段

頒定

年代
1996 2007 2008 2018

概念

名稱
時序思考 時序理解

人與時間主題軸

的能力指標
時序概念

階段

與學

習項

目　

1.  分辨過去、現

在及未來的時

序

2.  指認歷史的敘

述或故事中的

時間結構

3.  構成自己的歷

史性敘述時，

能夠建立時間

的順序

4.  測量及推算日

曆的時間

5.  解釋以時序安

排的資料

6. 創造時序

7.  解釋時間上的

變遷與延續

第1階段（5-7
歲）
1.  以編年次序排

列事件和事物

2.  使用一些時間

經過的用詞與

慣用語，如之

前、之後、很

久以前

第2階段（7-11
歲）
1.  將事件、人物

和變化歸入正

確的歷史時期

2.  使用過去相關

的 日 期 與 詞

彙，包括：古

代 、 現 代 、

西 元 前 、 西

元 後 、 世 紀

與 十 年 期

（decade）。

2-1-1瞭解住家及

學校附近環境的

變遷

2-1-2描述家庭定

居與遷徙的經過

2-2-1瞭解居住地

方的人文環境與

經濟活動的歷史

變遷

2-2-2認識居住地

方的古蹟或考古

發掘，並欣賞地

方民俗之美

2-3-1認識今昔臺

灣的重要人物與

事件

2-3-2探討臺灣文

化的淵源，並欣

賞其內涵

2-3-3瞭解今昔中

國、亞洲和世界

的主要文化特色

學習表現
1a-II-2分辨社會事物的

類別或先後順序

學習內容
Cb-II-1居住地方不同時

代的重要人物、事件與

文物古蹟，可以反映當

地的歷史變遷

C b - I I I - 1不同時期臺

灣、世界的重要事件與

人物，影響臺灣的歷史

變遷

C b - I I I - 2臺灣史前文

化、原住民族文化、中

華文化及世界其他文化

隨著時代變遷，都在臺

灣留下有形與無形的文

化資產，並於生活中展

現特色

附錄三：學習內容說明
1.  為了認識居住地方的

歷史變遷，建立學生

的時序概念是重要的

2.  時序概念的學習可以

從學生熟悉的時間點

往前倒敘，也可以採

取民國、公元等紀年

方式

3.  歷史分期是史家進行

探究所設定的架構。

在國小教育階段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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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美國、英國、臺灣小學階段課綱時序概念學習項目一覽表（續）
階段

與學

習項

目　

 擇定幾個時期中的重

要人物或事件，透過

歷史故事、傳記、日

記、照片、圖畫等素

材，引導學生認識其

時代特色與重要變遷

註：整理自美國幼稚園至四年級（K-4）歷史科課程標準（郭實渝，譯）。
UCLA Publication Design Services, 1996a。臺北市：教育部。（原著出版於
1994年）；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社會學習領域（頁8）。教育部，
2008。臺北市：作者；歷史，要教什麼？—英美歷史教育的爭議。林慈淑，
2010。臺北市：臺灣學生；國民中小學暨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社會領域綱要
（頁6，16，97-98）。教育部，2018。臺北市：作者；National Curriculum in 
England: History Programmes of Study: Key Stage 1-2, Department for Education in 
U.K., 2011. Retrieved from http://archive.teachfind.com/qcda/curriculum.qcda.gov.
uk/key-stages-1-and-2/subjects/history/keystage1/index.html; National Standards for 
History, National Center for History in the Schools, UCLA Department of History, 
1996. Retrieved from http://Phi.history.ucla.edu/nchs/history-standards/

標「2-1-1、2-2-1」提及：須了解住家、社區環境的變化，以及居住地

方人文環境、經濟活動的變遷。第3學習階段的能力指標則出現「今

昔」、「淵源」詞彙，並以認知臺灣、中國、亞洲、世界歷史與文化

特色為主（詳表1）。針對教導長遠的臺灣史主張採取歷史分期（荷

西、鄭氏、清朝、日本、戰後）方式，並以介紹重要的人物、事件為

主（教育部，2008，頁4）。而2018年新頒綱要則明確提出時序概念

的內涵，要求學生學會分辨事件順序、認知過去日期與歷史分期的意

義，如「學習重點」提到：「（學習表現）分辨社會事物的類別或先

後順序」，以及（學習內容）宜教導從熟悉時間點往前倒敘年分與民

國、西元等紀年方式，以及使用歷史分期教導學生認知不同時代的特

色與重要變遷等。又，「歷史的變遷」項目內容與過去能力指標的內

容相近，仍以認知居住地方、臺灣、中國及世界重要的人物、事件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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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文化特色為主（教育部，2018，頁6，16，97-98）（詳表1）。相較

而論，新綱要明示時序概念的內涵及其重要性，且提升其教學地位。

綜合而論，英、美兩國課綱不只要理解歷史知識的內容，亦重視

教導時序概念，而其學習要項主要包括：過去日期的詞彙、計算日曆

時間，以及順序、分期、延續與變遷等概念內涵。相較而論，九年一

貫課程綱要內容以教導歷史知識為主，雖出現「變遷、歷史分期」詞

彙，但並未解釋概念的內涵。可喜的是，2018年的綱要已明示概念內

涵及其重要性，可預見新編教科書教材勢必對此有所因應、調整，乃

至創新，故總結現行時序教材的得失並提出改進建議，實有其必要

性。又，考察現行高年級社會領域教科書內容，包括不少確定性的歷

史事實，也夾雜非常繁多過去日期、歷史分期的詞彙，與英國課綱第

2階段「時序理解」項目較為接近。故本研究將參酌其要項，藉以探

究國內教科書時序教材的特色。另美國課綱頒定的年代較早且不具強

制性，州政府才具課程主導權，加上，其目的主要在建立兒童必須達

成實踐的「高標準」（high expectations）（UCLA Publication Design 

Services, 1994/1996, National Center for History in the Schools, UCLA 

Department of History, 1996），因此不擬取擇、僅作參照之用。

三、英國時序教材體例的論爭

1970年代，英國「學校歷史科委員會」推動教育改革並倡導新教

學取向，包括：教導歷史研究的方法與評價史料、了解歷史學科的意

義與第二層次概念（如證據、變遷、因果解釋等），以及學習探究歷

史多元的方式，包括，現代史、地方史、專題研究（如北愛爾蘭問

題）及「發展史」（study in development）等（Shemilt, 1980）。這些

改革挑戰英國過去以編年體為主的教學大綱與教導歷史事實為主的教

學特色。同時，也掀起了編年體存廢的議論（林慈淑，2006，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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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冠華，2001）。

1976年「學校歷史科委員會」於「歷史科13-16」計畫結案報告中

提及：不宜將歷史科與編年架構畫上等號，教學大綱也不應只局限於

編年體，宜更為開放才是。曾寫到：

史學研究人類在過去時間中所產生的變化。因此，具備一些

編年（chronology）的知識是必要的，它有助於理解。但不

能將歷史結構等同於編年體。人類過去的變化發生在時間之

中，⋯⋯但時間上相繼而來的兩件事，未必有其關聯性。對

史家來說，認知一些先前發生的事件與編年架構的知識，當

然有其必要性。但歷史研究並非奠基於編年結構之上；即

欲探究19世紀，不必然要知曉古代以來的知識才能進行。

（School History Project, 1976, p. 14）

而為了協助學生掌握編年脈絡，並接受探究歷史多元的方式，於是推

出「發展史」模式以推動教學革新。何謂發展史？它意指「追溯某一

主題在過去時間中的變遷」，且其目的為「探究過去時間中影響某一

主題發展的種種因素」（School History Project, 1976, p. 18）。如文中

提及：

發展史研究主要目的為，幫助學生了解人類事務發生變遷的

過程，以及從過去到現在的延續性，而不是要他們了解從古

代到現在醫學與公共衛生的歷史。相反的，應該集中精力

於變遷的原因，以及為什麼它是延續的。（School History 

Project, 1976, pp. 4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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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編年史、發展史的優缺點，英國學者也進行一番論辯。如編

年史的優點為：編年架構有助於理解事件之間的關係與建立過去知

識的地圖，以及具備廣度與連貫性的歷史知識等（林慈淑，2006，

2010）。而其缺點則包括：（一）重視並頌揚近現代史遠甚於古代

史，無疑是「輝格史觀」（whig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的再現；

（二）所學內容與兒童生活經驗並無相關性；（三）學習橫跨二千

多年的歷史，儘管劃分成不同時期，仍會帶來學習困擾；（四）學

習長遠且簡化的歷史，容易扭曲對過去的認知（林慈淑，2010，頁

256-258；Burston, 1972, pp. 61-63, 71-72; Davies, 1972）。Lee（1994, 

p. 42）也批評兒童所學習的歷史事實，主要由事件、日期及人名所組

成。但事實之間未必有關聯性，只有時間先後具連續性。

至於發展史的優點主要有：透過主題與深度探究的設計，學生

能深入理解並掌握歷史變遷的複雜性，以及提供探究歷史多元的方

式，有助於理解學科的性質（林慈淑，2006，2010）。而其缺點則包

括：第一，容易傳遞錯誤的進步史觀與教導誇大不實的歷史。如Fine

（1987, p. 109）指出：英國國會歷史的發展，其實充斥著人們抗拒改

變與因循舊章的特質。但以發展史模式探究其變遷，卻反而彰顯其不

斷成長、進步的面向。如此，不僅散播歷史進化論的觀點，也有教導

誇大不實歷史的嫌疑。Burston（1972, p. 65）也批評為了結合學生的生

活經驗，並呈現過去與現在的關聯性，往往以現今社會需要來決定探

究過去的主題，亦如同編年史一般、步入歷史進化論的後塵；第二，

針對生活某一層面的發展進行單獨性探究，雖可凸顯不同時期變遷的

特色，卻忽略了經濟、社會及政治因素的重要性，以致提供過於單

一、片面的歷史解釋；第三，發展史模式仍以教導長時段時序概念為

主。為了強化學習，不斷重複使用歷史分期方式來加以教導，但沒有

任何證據證明一定會成功（林慈淑，2010，頁280-281；Burston, 1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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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 65-66）。

長期以來，國內國小教科書時序教材大致以編年史為主。但2014

年出版的高年級社會領域教科書，卻出現編年史、發展史兩種模式。

其中，南一版採行發展史模式，康軒版以編年史體例為主，翰林版則

兩者兼有之。6 下文將參酌英國學者研究的成果，針對國內時序教材提

出一些批判與建議。

參、研究方法與設計

本研究以內容分析（content analysis）法為主。歐用生（2003）、

王文科與王智弘（2010）、Krippendorff（2004/2014, pp. 19-27）皆指

出：內容分析法不是如Berelson（1952）所界定「對傳播內容做出客

觀、系統及量化描述的一項研究技術」，它同時也是質性研究取向的

一種方法；即透過對文本論述進行編碼、解碼的過程，以解構出「誰

的訊息」、「為什麼」，以及「有何效用」等。又，即使將文本特徵

都化為數字，但在閱讀上仍是質性的；因為不論是閱讀理解、意義傳

達等，皆脫離不了人為的建構。可稱是兼重「量」與「質」的一種研

究法。故本研究將藉由分析客觀的量化數據，以及詮釋、解構上下文

脈絡的關係，以得出較有效的結論。

目前，國內僅南一、康軒、翰林出版社發行國小社會領域教科

書，故以其出版的高年級教科書（第5～8冊）為研究文本，總共有12

冊。而文本除了文字外，圖像（如表、圖、照片等）的種類、數量皆

非常豐富。故將圖像及其說明文字皆納入研究範圍。還有，英國教科

6  根據檢視，南一版編寫的臺灣史教材原本採取發展史模式，並分布在第5～
6冊。但自2016年起進行改版，改採編年史體例。而康軒、翰林版的教材則
未出現明顯的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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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採開放自由制，中小學教師以使用學習單（worksheet）、課堂講

義（handouts）為主，教科書的使用率偏低（Cambridge Assessment, 

2014）。故本研究僅參酌其課綱內容，而不進行教科書的比較分析。

研究設計方面，參採2007年英國歷史科課綱第2階段「時序理解」

項目作為分析類目，並透過統計三個版本教科書時序詞彙出現的數

量、頻率，以及分析、解構時序概念相關的論述，藉以探知教材的特

色。以下分述研究實施的流程。

一、擬定分析類目

英國課綱「時序理解」項目主要包括：過去日期詞彙與分期概念

等，故擬定兩者為分析類目。經檢視高年級社會領域教科書中，過去

日期的詞彙主要有：早期（古代）、傳統、現代（近代）、西元、民

國、世紀、年代等，也有一些從現在時間點往後推算年分的詞彙，如

「距今？年、？年以前」等。本研究將上述詞彙擬為類目1。而歷史

分期詞彙如「史前、荷西、明鄭（鄭氏）、清代（清朝、清領）、中

華民國、戰後」等，則擬為類目2（詳參表2）。為了避免忽略文本脈

絡的意義而出現斷章取義的缺失，本研究將意義相同且近似的詞彙皆

一併採計；如「早期與古代」；「現代與近代」；「鄭氏與明鄭」、

「清代、清領及清朝」、「日治與日據」等。相近似但與時序意義無

關者，則不予列計，如「清朝」意指政府；「現代人」指現代人們；

「現代化」指現代科技的進步。

二、分析研究對象

三個版本每冊教科書皆由單元、課文所組成。每一單元先有單元

頁說明學習重點與目標，或是出現年代表、分期表（只出現於臺灣史

的單元）等，接著出現2～3課的課文。有的版本還設計統整概念或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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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分析類目一覽表

過去日期用詞 歷史分期用詞

編
號
、
類
目

1-1 早期（古代）

1-2 傳統

1-3 現代（近代）

1-4 世紀

1-5 年代

1-6 倒敘年數（距今？年、？年以前）

1-7 民國

1-8 西元

2-1 史前

2-2 荷西

2-3 明鄭（鄭氏）

2-4 清代（清領、清朝）

2-5 日治（日據）

2-6 中華民國

2-7 戰後

伸學習的課文，如南一版有「社會放大鏡」（全4冊有18課）；康軒版

有「社會Fun輕鬆」（總計9課）、「小小公民follow me」（共3課）。

又，據統計南一版第5～8冊教科書共有23個單元、65課課文；康軒版

有22個單元、60課課文；翰林版則有22個單元、56課課文。另外，每

冊也附有「目次、附錄」等內容。本研究只採計目次、單元頁及所有

課文的內容，而不採計參考性質的附錄。

三、檢視、畫記與統計

本研究採逐字、逐頁檢視的方式，凡符合類目詞彙一次者就加以

計數，最後做加總統計。由筆者先行檢視、畫記一次。接著，向三位

具碩士生身分的協助者說明統計的方式與意義，再由他們分別進行檢

視並做畫記、加總。過程中，透過相互討論方式，以達成詞彙採計的

一致性。若統計的數字不同，則再相互交叉比對，直到達成數字一致

性為止。本研究檢視每冊教科書至少四次以上，統計數值也經過至少

四次以上的校正、驗證，應具有一定程度的信度，故不再另行檢測。

最後，將統計結果繪製成表格，以利後續的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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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研究結果與討論

根據統計三個版本國小高年級社會領域教科書時序詞彙的數量，

詳如表3、表4所示。以下針對該結果解析時序概念教材的一些特色。

表 3　三個版本國小高年級社會領域教科書「過去日期」詞彙數量統計表

版本／冊數／

類目／次數

類目1
1-1 
早期 
（古代）

1-2 
傳統

1-3 
現代 
（近代）

1-4 
世紀

1-5 
年代

1-6 
倒敘

年數

1-7 
民國

1-8 
西元

各冊

總計

南

一

版

第5冊 12 1 6 6 0 7 27 30 89
第6冊 19 33 19 2 0 1 10 4 88
第7冊 6 37 5 25 0 0 7 40 120
第8冊 2 3 9 16 1 8 53 157 249

各版總計 39 74 39 49 1 16 97 231 546

康

軒

版

第5冊 9 9 7 6 0 11 15 40 97
第6冊 8 14 8 1 0 1 31 59 122
第7冊 8 27 6 1 13 4 101 41 201
第8冊 3 4 21 11 1 7 42 33 122

各版總計 28 54 42 19 14 23 189 173 542

翰

林

版

第5冊 12 21 5 10 0 44 6 41 139
第6冊 14 24 20 3 7 3 43 60 174
第7冊 4 7 13 1 0 7 16 3 51
第8冊 3 4 9 1 0 3 0 35 55

各版總計 33 56 47 15 7 57 65 139 419
三個版本總計 100 184 128 83 22 96 351 543 1507

一、使用大量過去日期詞彙且以「西元、民國」的數量最多

高年級社會領域教科書中，過去日期的詞彙非常多元、數量也不

少，大抵可分成以下四大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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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三個版本國小高年級社會領域教科書「歷史分期」詞彙數量統計表

版本／冊數／ 
類目／次數

類目2
2-1 
史前

2-2 
荷西

2-3 
明鄭 
（鄭氏）

2-4 
清代 
（清領）

（清朝）

2-5 
日治 
（日據）

2-6 
中華 
民國

2-7 
戰後

各冊 
總計

南

一

版

第5冊 26 27 33 34 41 0 26 187
第6冊 2 5 6 9 11 0 5 38
第7冊 0 0 0 0 0 0 0 0
第8冊 0 0 1 0 0 0 0 1

各版總計 28 32 40 43 52 0 31 226

康

軒

版

第5冊 25 8 16 7 8 5 0 69
第6冊 4 5 7 54 5 4 0 79
第7冊 4 5 4 9 65 6 22 115
第8冊 0 1 0 1 1 0 0 3

各版總計 33 19 27 71 79 15 22 266

翰

林

版

第5冊 11 8 12 23 5 4 0 63
第6冊 3 3 3 30 37 4 0 80
第7冊 0 0 0 2 3 0 0 5
第8冊 0 0 0 0 0 0 0 0

各版總計 14 11 15 55 45 8 0 148
三個版本總計 75 62 82 169 176 23 53 640

第一，以西元、民國紀年來表述確定的日期且數量最多。其中，

西元詞彙的曝光率最高，如南一、康軒、翰林版各有231、173、139

次，總共543次。西元紀年是世界通用測量日曆時間的工具，故文本中

凡是二十世紀中葉前的歷史人物與事件、世界文化的特色，及其相關

的圖表、年代表等，大都使用西元來標示日期。而戰後（中華民國）

時期的歷史發展及其相關的圖表，則以民國紀年來表示，三個版本

（南一、康軒、翰林）各出現97、189、65次，共計351次。若進一步

考察會發現，兩個時序詞彙數量遠遠超越其他用詞，其原因在於，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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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出現在圖表與分期年代表上。由此可知，教科書中圖表的數量非常

繁多，實不可小覷。

第二，以現今時間軸往後推算年分的方式來表述久遠的日期，如

「二千多年以前」（南一國小社會編委會，2014d，頁11）、「早在

七、八百年前」（康軒國小社會編委會，2014a，頁56）、「距今約5

萬年到5000年前」（翰林國小社會編委會，2014a，頁40）等。該類詞

彙於南一、康軒、翰林版各出現16、23、57次，總共96次。翰林版因

史前時期歷史的篇幅最多，故出現次數較高。惟若與英國課綱內容相

較，國內並未教導「西元前」紀年的方式，而未教導該時序詞彙可能

會妨礙長時段時序概念的學習。 

第三，以100、10年為單位測量日曆時間的「世紀、年代」詞彙出

現的比率並不高。如「世紀」於各版本約出現10數次（南一、康軒、

翰林版各有49、19、15次，共83次）。「年代」使用次數更低，三個

版本才22次（詳表3），如南一版出現「二十世紀八0年代後期」（南

一國小社會編委會，2014c，頁60）；康軒版有「民國五、六十年代」

（康軒國小社會編委會，2014c，頁42）；翰林版也出現「1860年代」

（翰林國小社會編委會，2014b，頁8）等。

第四，延續中年級教科書所使用「早期、傳統、現代」等詞彙，

以表述長遠的時序概念並比較今昔不同。它們出現的頻率都很高，

多達百次以上（詳表3）。這些描述性質的詞彙是中年級學生學習的

重點，主要在協助其具備過去的意識，並為認知過去日期奠下基礎

（Aris, 1993）。然至高年級階段，該類詞彙出現頻率仍居高不下，似

乎難脫過度學習與教材重複的嫌疑。 

二、出現不少臺灣歷史分期詞彙且頗為一致化

高年級教科書出現為數不少臺灣史分期的詞彙，如「史前、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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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鄭氏、清朝、日治、中華民國、戰後」等，數量多達640次（詳表

4）。而其頻繁出現的原因主要為，臺灣史教材皆以分期概念作為時序

架構，藉以論述重要人物與事件發展，故分期詞彙普遍分布於目次、

單元頁、課名、課文及年代表中。加上，一些非臺灣史單元的課文也

使用分期概念來表述事件的日期，如康軒版提到：「自清代以來，臺

灣西部沿海地區即由民間不斷開墾利用。目前臺灣最大規模海埔新生

地位於新竹，……。」（康軒國小社會編委會，2014b，頁81）；翰

林版也寫到：「日治時期，太平山林場砍伐大量的樹木銷往日本。」

（翰林國小社會編委會，2014c，頁16）。其次，凡是臺灣史教材的單

元頁、課文內頁皆會出現標示分期詞彙與西元年分的分期年代表或分

期圖（未標示年分）。如南一版第5～6冊教科書共有6課課文，皆出

現一幅歷史分期圖（南一國小社會編委會，2014a，頁38-39，41-45，

50-55，64-69，78-82，2014b，頁62-65）；而康軒版第5～7冊計有6個

單元頁、12課課文的內頁（康軒國小社會編委會，2014a，頁40，43，

49，55，57，63，2014b，頁32，35，41，47，49，53，2014c，頁5，

7，15，19，27，29）；翰林版第5～6冊也有6個單元頁、1課課文內

頁，皆出現分期年代表（翰林國小社會編委會，2014a，頁33，38-39，

52，65，2014b，頁5，15，35）。凡此，皆讓該類詞彙數量大為增

加。由此大抵可推知，分期概念是高年級兒童學習重點之一，且年表

教學扮演重要的角色。

經探究也發現到，教材並未解釋分期詞彙的意義且一致性頗高。

如三個版本教科書一致採用「史前、荷西、日治」時期，只有「鄭

氏、清代、戰後」的名稱稍有不同。像是南一、康軒版使用「鄭

氏」，翰林版採「明鄭」；南一版採「清領」，康軒、翰林版使用

「清代、清朝」；南一版一律使用「戰後」、康軒版併用「中華民

國、戰後」、翰林版則以「中華民國」分期詞彙為主。其實，分期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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彙是史家為了便於研究而創造發明的，如美國5～12年級歷史科課程

標準即提及：它是史家「為了對雜亂無章的過去採取不同方法加以

閱讀，以及建立概念秩序所做的發明」，或是「基於特別的目標、

愛好，以及文化、社會價值所做的創造性建構」（UCLA Publication 

Design Services, 1994/1996b, p. 5; UCLA Publication Design Services, 

1994/1996c, p. 5; National Center for History in the Schools, UCLA 

Department of History, 1996）。換言之，分期是人為的建構，且涉及

人們的文化、價值觀及意識型態等，故不同族群會建構不同的分期方

式；而同一族群也會建構出不同的分期方式。然三個版本教科書卻使

用相當一致的分期方式，既未解釋其意義，7 也未引導兒童討論為什麼

（why）需要分期、如何（how）分期等？實在可惜。

高年級的時序教材也具有「略古詳今」的特色，以教導近二、

三百年間的史事為主，故「清代、日治」分期詞彙的數量最高，各達

169、176次之多（詳表4）。然教材以近、現代史為主，容易招致歷史

進化論的批評，或是傳遞錯誤的歷史概念等。下文將對此做探究、說

明。

三、分期概念作為時序架構以編撰編年史、發展史

透過分析時序相關詞彙也發現，三個版本教科書主要使用分期概

念作為時序架構，藉以編排過去人物、事件的發展，同時，也使用一

些過去日期的用詞（如西元、民國、世紀等）來表述事件發生的日期

或順序。如康軒版第6冊「清末的建設」課文，就以清代為時序架構，

再以西元詞彙來編排事件發展的順序，如提到：

7  三個版本教科書中，僅南一版提及臺灣歷史分期的方式，寫到：「臺灣歷
史可分為史前與歷史時期，歷史時期又可分為五個時期」（南一國小社會

編委會，2014a，頁3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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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元1884年，清廷與法國爆發戰爭，法國派兵侵擾澎湖與臺

灣北部的淡水、基隆等地，清廷派劉銘傳來臺灣負責防衛，

阻止法國的攻勢。⋯⋯西元1885年，清廷將臺灣從福建分

出，單獨設為行省，⋯⋯。（康軒國小社會編委會，2014b，

頁54）

這種依時間順序考察歷史的方式，稱作編年史。據檢視康軒版第5～7

冊共有14課課文（康軒國小社會編委會，2014a，頁40-65，2014b，頁

32-55，2014c，頁4-31，36-47）；翰林版第5～6冊也有12課課文（翰

林國小社會編委會，2014a，頁40-47，54-77，2014b，頁4-47），皆採

行該體例編寫教材。

南一版則採取發展史模式來考察歷史，共研發出5課課文，其課名

分別為第5冊「臺灣的歷史與教育措施」、「臺灣的城鄉變化」、「各

時期的交通運輸」、「臺灣各時期的經濟發展」，以及第6冊「不同時

期的在臺政府與治理」（南一國小社會編委會，2014a，頁40-45，50-

55，64-69，78-82，2014b，頁62-67）。翰林版第6冊也有2課課文採取

該編撰方式，課名分別為「生活的轉變」、「多采多姿的藝術生活」

（翰林國小社會編委會，2014b，頁86-91，92-95）。其編寫特色主要

為，以分期概念作為時序架構，並論述某一主題在不同時期變遷的過

程。如南一版第5冊「各時期的交通運輸」課文提到：

史前時期，大多仰賴人力、獸力等運輸方式，因此大部分居

民的活動範圍以居住地區為主。

荷西時期及鄭氏時期，人們使用牛車協助運輸。另外，海運

也逐漸興盛，人們開始運用帆船和附近的國家進行貿易。

清領初期，臺灣的陸運仍不發達，水運是當時各區域之間重

06-3-王淑芬_p085-118.indd   108 2021/5/18   上午 08:54:11



王淑芬 
 

 國小高年級社會領域教科書時序概念教材之探究 109

要的運輸方式⋯⋯。（南一國小社會編委會，2014a，頁64-

65）

翰林版第6冊「生活的轉變」課文寫到：

（穿著）因先民來自中國大陸，男性穿著以衫、褲為主；女

性則是衫、裙或褲；客家人則以藍衫聞名。到了日治時期，

西裝、洋裝、旗袍、和服以及木屐隨之傳入臺灣。光復之

後，臺灣民眾的服裝受西方流行風潮影響，愈來愈多采多

姿。（翰林國小社會編委會，2014b，頁87）

由前述探究可知，國內借鑑英國課綱的精神而推出發展史教材，

藉以讓兒童認知探究歷史多元的方式，值得鼓勵、也是正確的方向。

不過，自2016年起，南一版已全數刪除發展史課文，改以編年史體例

編寫臺灣史教材。其改版的原因值得加以推敲，也有必要探求其教學

的成效。

伍、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2018年新頒社會領域綱要已納入時序概念的內涵，可預知即將問

世的國小社會領域教科書勢必對此有所因應，乃至研發新教材。故本

研究總結現行時序概念教材的特色、得失，以及參採英、美國家歷史

科課綱的精神及其相關研究，進而提出一些建議以供作新編教材的參

考。本研究發現，國小高年級社會領域教科書時序概念教材的特色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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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有：使用多元且大量過去日期的詞彙，其中以西元、民國詞彙數量

最多，且大多出現在圖像類資料中。而中年級教科書大量使用「早

期、傳統、現代」詞彙，仍持續出現且次數還不少，似乎難脫教材重

複之嫌疑。有別以往的是，出現不少臺灣歷史分期詞彙，如「荷西、

鄭氏、清朝、日治、戰後」時期等，且頗具一致性。其次，以分期概

念作為時序架構來編寫編年史與發展史。發展史是參考英國課綱精神

所研發探究歷史的新模式，是一項新創舉、也值得探究其教學得失。

以下將對即將出爐的時序教材提供一些建議。

二、建議

（一）宜教導計算日曆時間以深化學習

其實，時序不是容易理解的概念。Levstik與Barton（2001, pp. 86-

87）就指出：美國小學生大多能分辨事件先後順序，但理解過去日

期、歷史分期的能力較為不足，也難以將年分、歷史分期做聯結配

對。因此，美國課綱「時序思考」的項目納入計算日曆時間的能力

（UCLA Publication Design Services, 1994/1996a; National Center for 

History in the Schools, UCLA Department of History, 1996）。英國學者

也建議宜結合數學能力來認知過去日期，以及教導學生測量世紀與歷

史分期的關係性等（Aris, 1993; Lee, 2005; Stow & Haydn, 2000）。反

觀，高年級社會領域教科書出現大量過去日期、分期的詞彙，卻未要

求學生測量或計算日曆時間，如南一版第5冊課文使用「小視窗」，說

明如何換算「西元、民國」的年分（南一版國小社會編委會，2014a，

頁45）；康軒版第8冊課文也利用「小辭典」方式，說明如何計算「世

紀」起訖的年數（康軒版國小社會編委會，2014d，頁6）。但兩者皆

未要求學生做練習，更遑論是測量世紀與各歷史分期的關係，或是將

年分與歷史分期做配對等。本研究建議宜透過計算日曆時間的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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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深化學生的時序概念。

（二）宜從學科觀點教導時序概念的內涵

學者建議宜教導探究歷史的一些方法與建構歷史知識的原則，

以協助兒童正確地認識歷史（Lee, 1994; School History Project, 1976; 

Shemilt, 1980）。那麼，如何教導時序概念呢？有學者（林慈淑，

2006，2010；Stow & Haydn, 2000）認為不能只著重在認知過去事件順

序與日曆時間的演練。Lee（2005, p. 42）則指出：時序概念具有反直

觀（counterintuitive）的特色；亦即一個「世紀」不必然剛好是100年；

而「十九世紀」可能涵蓋至第一次世界大戰（1914～1918年）結束。

因此，若只教導世紀、年代等詞彙，有其內在的困難性。他建議宜教

導分期概念，讓兒童理解歷史分期是史家依研究需要、自身觀點所建

構而成的，且日期的開端、結束都是可以議論的。而現行教科書文本

所出現過去日期、分期的詞彙，主要用來表述事件（物）發生的日期

或發展過程的順序，且大都以確定性知識的形式呈現，而非著眼於探

求知識是如何得來的？或是理解歷史知識建構的原則。故本研究建議

宜教導兒童理解西元、民國及世紀，乃至分期詞彙等都是人為的建

構，且不同國家、文化會有不一樣的發明，如人們曾創造出多元的計

時系統（如羅馬、伊斯蘭曆法等），以及現行臺灣史分期方式不一定

適用於原住民族，且可建構不同的分期方式。

（三） 發展史教材宜教導主題與外部因素的互動關係並避免傳遞

歷史進步論的意識型態

Burston（1972）曾批評發展史大綱將外部（經濟、社會及政治）

因素極小化，並假定前一時期將自然帶動後一時期的發展。目前，國

內所研發的發展史教材，似乎未擺脫前述的缺失，如教材敘事模式以

反覆出現分期詞彙並論述主題變遷的過程為主。以前述翰林版「穿

著」主題的教材為例，只論及各時期衣著樣式的改變，不但未提供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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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期的歷史情境，也未引導兒童探究變遷的原因。

英國學者（Burston, 1972; Fine, 1987, p. 109）也批評發展史教材，

往往以當代社會需要來決定探究過去的主題，以致沾染歷史進化論的

色彩。而現行南一、翰林版教科書所探究的主題，包括：教育、都

市、交通、經濟、政府治理、生活方式及藝術發展等，大都屬於現代

科技與文明發展的面向。加上，以簡化的史實論述變遷過程，以致更

彰顯其進步、成長的特質。間接地，也傳遞歷史進步論的意識型態。

要如何避免呢？本研究建議宜引導兒童探究主題與外部因素（如經

濟、文化、政治等層面）的互動關係，也要引導他們在歷史情境中思

考事件（物）變遷的原因與意義。而且，不只是發展史教材，所有時

序教材皆要如此教學才是。

誌謝：�本文的完成，感謝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MOST 104-2410-H-

152-07-）補助，以及郭相利、張軒瑋、江昱緯等人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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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認知發展階層化現象的影響機制：
遊戲、閱讀與課室專注力的作用

張凱程*

摘　要

幼兒教育是個人學習成長的基礎，也是個人啟蒙的關鍵階段。但

許多低社經家庭幼兒可能在此階段已蒙受發展不利的影響，而與同儕

在認知表現有所落差，形成明顯的教育階層化現象。因此，探究影響

幼兒教育階層化的可能影響因素是重要的研究問題。與過去常見從家

庭教育資本進行探討不同的是，本研究主要是從遊戲與閱讀參與切

入，並關注這些活動參與對幼兒專注力的作用，以及這些變項是否是

造成幼兒認知發展有明顯階層化的因素。由於國內相關研究相當有

限，更顯示本研究的重要性。本研究分析結果顯示，課室專注力會正

向影響幼兒認知發展，而遊戲社會合作的程度愈高，閱讀愈積極，會

提高課室專注力，並有利於認知發展。更重要的是，出身愈貧困，與

家長教育程度愈低之家庭，愈少去閱讀，課室專注力也愈差，進而造

成其認知發展與其他家庭幼兒的明顯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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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fluential Mechanism on Education Stratification 
of Young Children’s Cognition Development: The Roles 

of Playing, Reading, and Class Concent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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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is the base for personal learning and growth. 
It is also the critical stage for personal elementary development. But many 
children may have lower cognitive than their classmates because the low 
socioeconomic status of these families affects the cognitive development 
at this stage, which causes obvious situation of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stratification. Thus, it is the key research project studying the potential 
impact factors on the stratification of early childhood cognitive. Comparing 
to previous studies which usually focus on the view of education capitals 
to families, our main research approach is studying the activities such as 
playing games and reading people attaching great importance to currently, 
and focusing on the role of participating these activities in the child’s 
concentration for further exploring whether these variables are factors that 
cause obvious cognitive stratification, then proposing theoretical model as 
well as verification accordingly. Since Taiwan’s current research results in 
this area are quite limited, it shows the importance of relevant research.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show that classroom concentration has the very positive 
effect on children’s cognitive development. When children play games 
more cooperating with the group or read more actively, it will impr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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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ssroom focus and contribute to the development of cognitive better. More 
importantly, if children are in lower income families or their parents attained 
lower levels of educational, they tend to read less, and also have the worse 
classroom concentration. As a result, these children show the obvious gap of 
cognitive compared with children from better families.

Keywords:  cognitive development of children, education stratification, 
playing, class concentration,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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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過去研究揭示，幼兒在學前階段良好的發展會對個人未來各項

成就與全人發展有著深遠的影響（Fiorelli & Russ, 2012; Wang, Allen, 

Lee, & Hsieh, 2015）。而在許多國外研究中，幼兒的認知發展更受到

高度的關注。不過，既有研究顯示，認知發展在低社經家庭成長的孩

子身上是明顯落後的（Lin & Chen, 2015），當孩子認知發展與其家

庭背景高度連結，已相當程度顯露出學前教育階層化的現象，受限於

此社會現實，自然也大大限制了孩子日後藉由教育翻轉自身命運與階

級地位的可能性，驅使將來的社會階層化更為鮮明（黃怡靜、林俊

瑩、吳新傑，2016）。為了扭轉家庭貧困環境所造成孩子學習表現不

佳的問題，以積極差別待遇政策的措施，給予這些不利家庭孩子及早

協助，讓他們可以迎頭趕上，也就成為許多國家政策與相關措施的重

要目標（Raikes, Torquati, Wang, & Shjegstad, 2012）。如政府常透過

教育補助、就學貸款、權利保障等各種扶弱措施來改善他們的困境

（Hawkinson, Griffen, Dong, & Maynard, 2013），期望能有效遏止教育

不公平的持續，與教育階層化現象的擴大。

綜觀過去對學習與教育成就取得的相關實證成果，多半集中於探

討家庭教育資源投注對孩子學習與教育成就取得差異的影響，這些資

源包括了家長的教育參與、補習與才藝學習等，都是家庭提供給孩子

最普遍的教育資源，成果頗豐。另外，目前已有相當數量的研究報告

指出，教育階層化與認知發展與學習成就緊密相關（Johnson, Ryan, & 

Brooks-Gunn, 2012; Kaspar, 2010; Lin, Hsieh, & Chen, 2015; Tynkkynen, 

Vuori, & Salmela-Aro, 2012）；而進一步研究更顯示，出身於高社經

地位與富裕家庭的孩子，明顯會比低社經與少數族群家庭的孩子有更

好的學習表現，對往後的認知發展也會愈好，愈有幫助（Mirashra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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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l, & Nakhaiezadeh, 2013）；相對地，低收入社經家庭的孩子因可

享有的教育資源受到局限，往往會對認知發展帶來明顯的不利影響

（Camerson, Grimm, Steele, Castro-Schilo, & Grissmer, 2015）。由上述

可知，由於家庭的資源會對孩子的認知發展有著關鍵性的影響，因而

更加彰顯教育階層化的重要性（黃怡靜等，2016）。不過，更值得思

考的是，由當前既有的研究證據而言，主要皆聚焦於家庭社經背景及

資源對孩子學習發展的階層化影響，較少見對幼兒學習課程之探析，

尤其近年來在社會結構改變下，為了符應學前幼兒間個別差異極大的

特性，Gregory與Burkman（2012）指出，因為幼兒之間生活經驗差

異極大，教師需應用多樣性且具個別差異化的教學策略，讓幼兒在教

育上能獲得符合其需求的學習機會，落實真正以幼兒為中心的課程。

同樣地，美國幼兒教育學會（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Education of 

Young Children, 2009）亦呼籲學前教師需根據孩子之差異與特性，進行

個別性教育。另一方面，在教育實務上，主題統整課程被視為是尊重

幼兒的多元智能發展（Gardner, 1983），儼然已成為幼兒園在課程與教

學的藍圖（吳樎椒、張宇樑，2018）。綜上所述，現今的教學觀念和

實務皆與過去有著很大的改變，而這些新的思維與作法，雖然是很新

的觀點，但更值得注意的是，是否也能拓展家庭對於新的教育思維有

所變化，改變學前教育階層化的明顯現象，仍值得關注。

基於上述教學觀念和實務的改變，政府為符應世界的潮流，於

2017年公布幼兒園的新課綱，其中更高度倡議幼教現場中應具備遊戲

與閱讀特性的課程思維（教育部，2017），且從各國學前教育的研

究中，均可看出對遊戲（潘瑩芳、林俊瑩、陳慧華，2016；Fiorelli & 

Russ, 2012; Plass, Homer, & Kinzer, 2015）與閱讀（吳樎椒、張宇樑，

2018；Gettinger & Stoiber, 2012）相關課程的重視，並已成為教育研

究與實務的重要議題。不過，上述新課綱所關注的遊戲與閱讀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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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少有研究者探究，以及在幼兒認知學習表現與不同家庭孩子表現差

距的過程中有何效果？而檢證其作用機轉對新課綱的實施，與學習成

效，乃至於對學習表現落差影響之檢視，將可提供相當程度的證據基

礎。

更甚者，有研究者主張幼兒教育階段若可提供優質的遊戲與閱讀

經驗，會有助於促進幼兒專注力之提升（段承汧、歐陽誾，2016；張

鳳菊、黃永寬、黃士怡，2010）；而幼兒課室專注力的發展在其現在

與未來學習表現上皆可能扮演著關鍵性的角色（林宜親等，2011）。

此即本研究聚焦於過往明顯發現學習表現有家庭社經背景落差的階層

化現象，是否也與新課綱所強調之遊戲與閱讀有著明顯關聯？而遊戲

與閱讀是否進一步地透過課室專注力的作用影響到幼兒的認知發展

呢？而這樣的焦點問題顯然是重要且具有政策與教育實務參考價值的

議題。

貳、文獻探討

一、 幼兒認知發展的階層化現象：既有理論基礎的檢視與創新觀
點的論述

學齡前幼兒認知發展與未來學習表現息息相關，過去的研究指

出，若能及早提供幼兒高品質的學習經驗，會有助於他們未來在認知

與行為的良好發展（Wang et al., 2015）。值得關注的是，低社經地位

家庭的孩子認知發展普遍落後其他家庭孩子，並在學前階段就可能形

成鮮明的教育階層化現象（Johnson et al., 2012; Kaspar, 2010; Phillipson 

& Phillipson, 2012）。對此，在公平與正義的原則下，對於社會弱勢

給予不同教育資源的投入及額外協助，且透過完善的補償計畫或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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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減少文化不利的困境，並實踐教育公平，即是「積極差別待遇」

（positive discrimination）的體現（黃怡靜等，2016），例如，美國的

啟蒙計畫（Head Start Program），即針對黑人、單親家庭、少數民族等

弱勢家庭為補助標的，企圖藉由補助之挹注，給予貧窮家庭及其幼兒

綜合性服務，其中包括教育健康與支持性服務父母的參與，讓這些家

庭更有能力扶助孩子的學習（Office of Head Start, 2014）。因此，對於

這些不利家庭給予不同教育資源的投入及額外協助，是當前許多國家

與政府的重要施政方向。此一施政方向主要是透過各種協助弱勢家庭

的政策與措施來改善他們的困境，如教育補助、就學貸款、權利保障

等（Hawkinson et al., 2013），期許能透過相關弱勢照顧補助措施的運

用，從而加強家庭的經濟實力，以逐步落實教育公平的可能性（教育

部，2015）。

在教育階層化現象的理解上，目前已有不少研究指出，教育階

層化往往會與孩子日後的認知發展有正向關聯（Johnson et al., 2012; 

Kaspar, 2010; Lin et al., 2015; Tynkkynen et al., 2012）；另外，更有研究

者指出，出身於高社經地位與富裕家庭的孩子，明顯會比低社經與少

數族群家庭的孩子有更好的學習表現（Mirashrafi et al., 2013）；反之，

低收入家庭往往因經濟困窘，孩子受教過程中可享有的教育資源因而

受到局限，並因為父母有較大的經濟壓力，導致多以不當方式管教子

女，並負面影響孩童日後的學習成就（Camerson et al., 2015）。由於家

庭資源會對孩子的學習發展有重要的影響，若無法獲得充分的家庭資

源，如家長參與孩子的學習、學習設備、課後照顧參與等，將會驅使

教育階層化更加鮮明（黃怡靜等，2016）。

在上述家庭教育資源對教育成就取得的探討中，以Lin（2001）提

出的新資本論（Neo-capital）概念為基礎，用以說明近年來資本概念在

教育階層化的發展與應用，這也是近一、二十年當中探討學校與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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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域最常採行的理論基礎（Lin & Chen, 2015）。這些新資本包括財務

資本、社會資本（Coleman, 1988）與文化資本（Bourdieu, 1973）等，

相較於過去傳統馬克思的物質（physical）資本強調資本家擁有的生產

工具與資金是不同的（陳順利、黃毅志，2015）。從新資本論觀點所

進行的諸多研究結果來看，多半發現家庭教育的參與、藝文活動的接

觸、學習設備提供、課後的照顧等（林俊瑩，2016；Kuan, 2011; Liu, 

Lin, Chen, & Huang, 2017），對許多孩子的認知發展與學習成就有明顯

的關聯性，這些研究成果自然有相當大的參考價值。

前述研究雖強調以新資本論觀點來探討幼兒教育階層化的重要

性，不過，更值得重視的是，近年來受到美國進步主義思潮的影響，

讓幼兒以行動去探究與解決問題的課程思潮逐漸興起（Helm, 2012），

如我國政府於2016年公告施行的《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大綱》，即強

調幼兒核心素養的培養，並顧及幼兒的遊戲機會（教育部，2017），

而相關議題在近年來引起了諸多研究者與現場學前教保服務人員的關

注。尤其是幼兒成長中的主要活動—遊戲，已在諸多國內外的研究

被指出，對學習經驗與表現的可能影響（馬行誼，2018；陳惠茹、簡

淑真，2011；劉孝萱，2015；賴慶三、王錦銘，2010；Fiorelli & Russ, 

2012），並可能為不同家庭幼兒認知學習與發展帶來不一樣的效果，

然而，檢視上述這些研究主要是透過問卷調查，或質性訪談來蒐集資

料，基本上也都是聚焦於遊戲對於幼兒認知表現的可能影響，但在實

證證據之取得上，遊戲對於幼兒認知發展是否有顯著影響，顯然還不

是非常貼切且直接的證據。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幼兒園新課綱六大領域中的語文領域，最為

重要的是理解與表達能力之培養，而藉由接觸不同類別文本的閱讀機

會，可能有助幼兒的認知發展與閱讀能力之養成（教育部，2017）。

例如，有研究發現幼兒早期閱讀經驗對日後在學齡階段的閱讀學習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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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有顯著的正向預測力（吳樎椒、張宇樑，2018；Gettinger & Stoiber, 

2012），有好的閱讀能力無疑是生存的重要能力，幼兒的閱讀經驗愈

充足，則愈有利幼兒的各項日後表現。承上述，關於幼兒認知發展階

層化現象，過去大都從新資本論的觀點切入，較少探究與新課綱特別

強調的遊戲與閱讀學習能否有利於不同家庭孩子的學習差距縮小，而

其中更為細緻的作用如何，也還不夠清楚。因此，本研究聚焦於遊戲

與閱讀的課程思維，對於幼兒認知發展階層化的作用機制探析，是較

為創新的嘗試。

二、遊戲的重要性與影響

遊戲為幼兒天生的一種需求，其遊戲的動力來自於幼兒的好奇心

及探索周圍環境的慾望，幼兒能在遊戲的過程中嘗試做新的事情，是

主動參與且沒有固定模式的行為（Olgan & Kahriman-Öztürk, 2011），

此外，於2017年公布的《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大綱》更指出：「幼

兒天生喜歡遊戲，在遊戲自發的探索、操弄與發現」（教育部，

2017）；因此，遊戲不只有趣，更是猶如「陽光、空氣、水」對人一

樣不可缺少（楊淑朱、蔡佳燕，2010）。

不少研究指出，遊戲可能對於幼兒的認知發展有正面的影響（廖

繼薇、黃永寬，2016；劉孝萱，2015；潘瑩芳等，2016）。因為成

長中幼兒的遊戲行為可視為是發展之窗，幼兒於遊戲中所得技巧、

行為、概念之發展，對於日後幼兒學習奠定重要的基礎（張春興，

2017）。此外，遊戲也是幼兒成長中的重要元素之一，尤其是社會性

遊戲方式為幼兒融入社會文化，更是增進其認知的重要活動（Olgan 

& Kahriman-Öztürk, 2011）。另外，Parten（1932）以社會發展的觀點

提出幼兒社會性遊戲的分類方式，依社會參與度最低到最高依序分為

無所事事行為、旁觀、單獨、平行、聯合及合作遊戲等六種。更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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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視的是，Parten對於遊戲分類的方式，常被用來作為衡量幼兒社會

發展合作層次的依據，它是增進幼兒認知發展的一種重要活動（賴慶

三、王錦銘，2010）；在遊戲中能有助於提升幼兒的抽象思考能力，

並從中學習社會角色和社會規則，從遊戲的互動中學習到分享、觀點

取替、表徵替代等等，且能有助於幼兒思考能力的表現（馬行誼，

2018）。即當遊戲有愈明顯的社會化，愈有可能促進幼兒的認知發展

有正向的發揮（Fiorelli & Russ, 2012），相反地，遊戲方式愈不傾向社

會性合作的幼兒，在遊戲中缺乏與同儕互動的機會，可能也不利於幼

兒未來的認知學習（陳惠茹、簡淑真，2011）。總之，從以上各研究

中，均可看出遊戲是幼兒時期增進認知發展較重視的教育方式，尤其

近年來我國公布的《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大綱》的基本理念中，亦指

出遊戲對於幼兒時期的重要性與其學習中的價值（教育部，2017），

顯示我國對於遊戲的重視與支持。

歸納上述，本研究以Parten（1932）的幼兒社會性遊戲論作為幼兒

社會性合作的論理與等級評分的根據，並假設幼兒遊戲時，遊戲方式

愈傾向社會性合作，愈有可能促進幼兒較好的認知發展表現。

三、閱讀的重要性

閱讀是個人學習與適應生活中最重要的基本能力之一（Hamdan, 

Ghafar, Sihes, & Atan, 2010），而對於閱讀教育的重視，也反映在各國

推動閱讀的浪潮中，甚至將學生閱讀活動的推廣與能力的提升，視為

是國家重要教育政策與競爭力指標。另外，在2012、2015年的PISA閱

讀調查結果發現，臺灣閱讀素養層級較低的學生比例仍然很高（臺灣

PISA國家研究中心，2015），這也促使政府警覺到提升孩子閱讀的重

要性，因此積極推動閱讀教育政策，如中小學悅讀101計畫、全國閱讀

推動與圖書館管理系統聯合書目中心暨教育訓練、偏遠國民中小學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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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閱讀計畫等，希望透過豐富的閱讀資源，提升學生的閱讀行為及閱

讀表現（教育部，2010）；此外，為了因應知識經濟時代的來臨，政

府自2001年起陸續在各教育階段推動各項閱讀政策，並在2010年起將

學齡前幼兒也納入閱讀推廣活動之中（教育部，2014），皆在激發與

提升幼兒的讀書興趣，以及養成良好的閱讀習慣。

由上述可見閱讀教育受到政府的重視，尤其是學前教育階段，教

保服務人員更需要將閱讀融入教學中，促使幼兒擁有更多的閱讀機會

與經驗（Hamdan et al., 2010），且國內、外研究者亦大力主張閱讀對

於個人發展的重要性。如吳樎椒與張宇樑（2018）即指出閱讀能力會

影響到一生的成就，學童若未具備基本的閱讀能力，則未來無論在工

作或生活上，可能會遭遇障礙。另一方面，林怡伶與張鑑如（2016）

亦以102位幼兒為研究對象，結果顯示，家庭的閱讀環境愈好，親子

間的閱讀頻率愈高，較能啟發幼兒閱讀的興趣；而相類似的結果並不

缺乏，一旦在閱讀經驗早期取得先機的幼兒，經過一段時間的表現往

往優於其他的同儕（Duff, Tomblin, & Catts, 2015）。相反地，早期閱

讀較弱的幼兒，其不利的效果會不斷地累積，並使得日後與閱讀能力

強的幼兒，會拉開其學習上的差距，形成馬太效應（Mathew effect）

（簡淑真，2010）；更值得重視的是，Gettinger與Stoiber（2012）以

參加“Head Start”計畫的幼兒為對象，發現閱讀能力會影響幼兒的認知

發展。總而言之，以上相關文獻資料皆顯示好的閱讀能力是生存的重

要能力，幼兒時期既然是奠定自主閱讀能力的關鍵期，更應豐富幼兒

的閱讀經驗，當閱讀的書籍愈多，則愈有利幼兒的各項學習與認知發

展。

基於上述的研究發現，本研究假設當幼兒愈積極參與閱讀，則愈

有助於提高其認知發展；相對地，若幼兒早期無法提供良好的閱讀環

境和缺乏閱讀的參與機會，則可能會明顯不利於其認知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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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模型的精緻化：課室專注力的關鍵作用

近年來有關「課室專注力」的概念逐漸受到教育領域的重視（林

玉雯、黃臺珠、劉嘉茹，2010）。課室專注力係指學生注意力聚焦於

課室教師的教學活動（楊雅婷、陳奕樺，2013）。從訊息處理論的觀

點，唯有學生能先專注於教師的教學，知識才能進行後續的訊息處理

歷程。換言之，課室專注力是有效的學習關鍵（林鋐宇、周台傑，

2010）。

一般而言，課室專注力既然是注意力的持續功能展現，故如何提

升課室專注力，即顯得相當重要。楊雅婷與陳奕樺（2013）的研究發

現，學生把注意力聚焦在課室教師教學活動的程度愈高，學習成就愈

高；另外，亦有研究發現，早期幼兒專注力的發展對其國小認知學習

表現的良窳扮演著關鍵性角色（林宜親等，2011）；再者，顏永森、

胡學誠與柯天盛（2011）的研究結果顯示，孩子於學習中的專注力與

認知發展有顯著正相關。由上述研究成果來看，課室專注力對於學習

成就具有正向影響，而過去的相關研究多半集中在探討課室專注力與

學習成就之間的關聯，較少檢驗其課室專注力與學習成就，以及與其

他影響因子關係中所扮演的中介角色，例如，在本研究中假設新課綱

所關注的遊戲與閱讀，可能經由課室專注力的中介作用而對不同家庭

孩子認知發展的落差產生間接的影響。

過去的研究顯示，優質的遊戲可提升幼兒學習的專注力（廖

繼薇、黃永寬，2016；劉孝萱，2015）。其中，廖繼薇與黃永寬

（2016）利用運動遊戲做實驗，發現可增加幼兒專注力；其次，亦有

國外研究指出，以遊戲為學習內容，可提升幼兒的專注力（Gernmeroth 

et al., 2019）。此外，在新課綱中所關注的閱讀，是各種學習的基礎，

早期閱讀為影響認知發展的重要因素，亦是培養專注力的好方法（林

玉雯等，2010）；進一步的研究發現，學齡前幼兒的專注程度可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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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地經由閱讀的過程而有大幅度的提升（林家蕙、簡美宜，2014；陳

奕蓉、陳惠茹，2017）；如果閱讀的學習需求無法在學齡前階段被滿

足，則可能影響專注力的發展，進而導致幼兒的學習表現落後（吳樎

椒、張宇樑，2018）。

有更多的研究發現，幼兒社經地位的差異，可能會影響幼兒的認

知發展與表現，其中家長的教育程度愈高，家庭經濟條件愈好，愈可

能提供豐沛的家庭資源，愈可能使得幼兒整體的認知發展與學習表現

更好（Johnson et al., 2012; Kaspar, 2010; Lin et al., 2015; Tynkkynen et al., 

2012）；相對地，低收入社經家庭的孩子因可享有的教育資源受到局

限，往往會對認知發展帶來明顯的不利影響（Camerson et al., 2015），

特別是當家長教育程度愈高，家庭文化資本愈豐富，其子女的學業表

現愈佳（張芳全、林盈均，2018），由此推論父母的教育程度因素與

幼兒認知發展有正向的關聯，而上述這些研究固然有著重要的研究發

現，惟較少研究聚焦於遊戲、閱讀與課室專注力的相關研究。整合本

研究前述所提及的諸多文獻，由於遊戲與閱讀可能會提升幼兒的專注

力，進而提升其認知學習表現。值得的重視的是，家庭社經地位對於

遊戲、閱讀及專注力的影響如何，在實徵研究上，指出高社經地位家

庭的幼兒，有愈積極的閱讀習慣，進而使幼兒有愈好的認知表現（林

俊瑩，2011；陳素燕、張毓仁、柯華葳，2011；Lin & Chen, 2015），

因此，本研究假設幼兒的家庭社經背景愈佳，幼兒可能有積極的閱讀

參與情形，進一步地使得幼兒的認知表現愈佳。不過，家庭社經背景

對遊戲與課室專注力是否有顯著影響的研究並不多見，因此，關於遊

戲與課室專注力的假設也就可能無法在此提出。

從上述研究結果可知，遊戲與閱讀是幼兒學習的重要途徑，也是

影響幼兒專注力的成效關鍵。因此，吾人可假設幼兒的遊戲與閱讀情

形會影響課室專注力，並進一步影響認知發展，再影響到幼兒。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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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由於探討家庭社經背景對於遊戲與課室專注力的研究仍不多見，

不過，及早進行不同社經背景對於遊戲與課室專注力是否進一步地影

響認知發展提升的成效研究，卻非常重要。因此，本研究嘗試探究家

庭社經背景對於遊戲、閱讀和課室專注力之間的關聯性，以及進一步

對於幼兒認知發展的影響機制進行探討，藉以補強國內對此議題的研

究缺口。最後，回顧過去幼兒認知發展相關議題的眾多研究成果，所

關注的焦點多半以家庭教育資源之新資本觀點作為研究議題的重心，

較少觸及新課綱思潮所提及的遊戲與閱讀，以及在對不同社經地位家

庭幼兒認知發展的差異有何關鍵性的作用。而此議題探討，若發現遊

戲與閱讀，以及隨之影響到的專注能力，確實對不同家庭社經地位的

幼兒之認知發展有明顯的影響，則對日後如何縮小不同家庭社經地位

幼兒認知發展的教育階層化現象，以及促進教育公平與實踐社會正義

將有非常重要的指標意義。

參、研究方法

一、研究架構與假設

本研究以家庭社經背景為主要變項，其中為了簡化研究架構，遂

以家庭經濟狀況、父親教育程度為代表，而性別及月齡為控制變項，

遊戲、閱讀與課室專注力為中介變項，並探討這些變項在幼兒認知發

展現況與落差之解釋扮演著何種角色，而依此目的所建構的研究架構

詳如圖1所示。

依據前述所檢視的相關理論和研究發現，可更精緻地建立本研究

的理論架構，詳如圖1所示。根據上述的研究架構，本研究提出以下幾

個研究假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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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研究架構

（一）假設一：幼兒的家庭經濟愈貧困，愈不可能有積極的閱讀

行為；其遊戲方式也會愈不傾向社會性合作；而專注力也愈不佳。

（二）假設二：父親的教育程度愈高，幼兒在閱讀方面也更積極

的參與行為，其遊戲方式愈會傾向社會性合作；而專注力愈佳。

（三）假設三：幼兒在閱讀方面有更積極的參與行為，其在課堂

上專注力會愈佳。

（四）假設四：幼兒在遊戲方面愈傾向社會性合作，其在課堂上

專注力會愈佳。

另外，本研究亦假設不同社經背景的幼兒其認知發展是透過遊

戲、閱讀和課室專注力之間的中介作用所造成的間接影響。依據前述

的文獻檢討，本研究假設：

（五）假設五：幼兒遊戲方式愈傾向社會性合作，且愈有積極的

閱讀行為，則幼兒在教室中愈專注，並進一步得使幼兒在認知發展上

的表現愈好。

（六）假設六：家庭經濟狀況愈貧困，幼兒的遊戲方式愈會不傾

向社會性合作，且幼兒在閱讀方面較不積極的參與，而這差異性應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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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因於幼兒在教室中的專注力有所差異而造成的間接影響，使得幼兒

認知發展愈不佳。

（七）假設七：父親的教育程度愈高，幼兒的遊戲方式愈傾向社

會性合作，且幼兒在閱讀方面也有較積極的參與行為，而這應可歸因

於幼兒在教室中的專注力愈佳的因素，使得幼兒認知發展愈佳。

不過，要進一步說明的是，部分家長社經背景對中介變項的影

響，乃至於進一步對幼兒認知發展的影響，過去研究還不夠清楚，同

時，這些背景變項與中介變項、依變項之間的關係也不是很清晰，特

別是研究還相當少，因此，許多變項間的關係仍有待本研究的分析與

探討始可釐清。

二、資料來源與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自編問卷為研究工具，於2016年9月，以及2017年3月

（間隔七個月）兩個時間點，針對臺灣地區公、私立幼兒園，小到大

班（含混齡班）的幼兒與其家長為對象，進行固定樣本追蹤調查及幼

兒認知發展評估資料的蒐集。在研究工作進行前，先行取得幼兒園所

與家長的同意後，才執行後續的施測與調查，共收取330筆資料。這

330位幼兒園學生與其家長的資料，內容包括：幼兒就讀幼兒園時家

庭經濟狀況、父親教育程度、幼兒性別、月齡、遊戲、閱讀、課室專

注力與幼兒認知發展。其中，幼兒性別為類別變項，不適合做遺漏值

的插補；其次，月齡雖為連續變項，但本研究認為不適合做遺漏值

的插補，因此排除上述兩類的差補作業。其餘如家庭經濟狀況、遊

戲、閱讀、課室專注力與幼兒認知發展的測量均為四點或五點量表的

測量形式，在本研究中均採用隨機迴歸插補法（stochastic regression 

imputation）實施資料插補。隨機迴歸插補法主要是將缺失值視為隨機

化發生，且缺失資料的發生與觀察的資料有關，但與未觀察到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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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間是獨立無關的，可讓插補前後的分析結果不致有太大的差異（王

鴻龍、楊孟麗、陳俊如、林定香，2012）。最後共得有效樣本為317

位，占缺補完成資料不到2%。

三、研究工具與測量

本研究的研究工具主要有家長問卷與幼兒認知評估兩部分，其中

家長問卷包含了家庭社經與背景狀況及父親教育程度，至於幼兒的基

本發展資料（如性別與月齡）、遊戲、閱讀、課室專注力與認知發

展，則委由對幼兒情形最為熟知的幼兒園教保服務人員，依個別幼兒

進行逐項能力之評估與填答。

在本研究所使用的變項中，幼兒性別、月齡、父親教育程度、家

庭經濟狀況等測量皆來自於第一波家長的調查，至於遊戲、閱讀、課

室與幼兒認知的測量則來自於第一、二波幼兒園教師及教保員協助填

答的幼兒評估資料，詳細變項的測量如表1所示。為了避免研究模型設

定上有因果順序倒置的問題，各變項的選取與運作均考量時間前後的

順序性與合理性。

表 1　研究變項的測量內容與運作

變項名稱 變項的測量與運作

研究架構（見圖1）
家庭經濟狀況

（貧困）

請問您家中最近的經濟狀況如何？分別給1-4分，家庭富裕給1分，家

庭貧困給4分，得分愈高，代表家庭愈貧困

父親教育程度 幼兒的父親接受正規學校教育的年數，屬於名義變項，國小=6年；國

中=9年；高中=12年；專科=14年；大學=16年；研究所=18年
　性別 為虛擬變項，以女生為對照組

　月齡 請問幼兒的生日是？月齡介於27-73個月之間，平均值為56.61個月

　遊戲 目前這幼兒在班上最主要參與的遊戲方式是？（單選，請選一個幼兒

最主要的遊戲方式）？「只會在教室內遊蕩，不玩任何遊戲」、「在

旁邊看別人玩，自己獨自一個人玩，且和其他幼兒玩不同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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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研究變項的測量內容與運作（續）

變項名稱 變項的測量與運作

「和其他幼兒玩類似的東西，但不與其他幼兒互動」、「會和其他幼

兒玩相同的玩具，且有簡單的互動」、「能與其他幼兒一起玩，互動

較親切，或一起玩扮家家酒，做角色扮演等共六個選項。依據社會參

與度最低到最高，依序為無所事事行為、旁觀、單獨、平行、聯合及

合作遊戲，分別給1-6分。得分愈高，代表幼兒的遊戲方式愈傾向社

會性遊戲

閱讀 目前這幼兒常不常看圖畫書或故事書？依據「從不」、「很少」、

「偶爾」、「經常」，由1到4予以評分，得分愈高，代表幼兒愈喜歡

閱讀

課室專注力 題目如第一題為安靜且專心上課、第二題為能獨立完成工作和學習、

第三題為能持續做一件事，直到完成為止，第四題為會願意主動學

習。依回答（如無此能力、能力尚差、能力尚可、能力不錯、能力熟

練、能力熟練且勝過班上大部分的幼兒、能力熟練且有超越年齡的表

現）給1-7分，數值愈大，代表課室專注力愈高

學前認知發展 共有11題被用來作為兩波幼兒認知的測量，題目如下所示：這位幼兒

在下列學習的能力如何？第一題為會加減算數、第二題為能認得注音

符號或國字、第三題為能認得英文字母、第四題為能分辨顏色、第五

題為能辨認數量的大小、多少、長短、第六題為會背詩、三字經、兒

歌或手指謠、第七題為能正確且快速地歸類相同屬性的東西、第八題

為具有正確使用工具測量的能力、第九題為能認得時間的概念、第

十題為具有會正確區分大小、長短、第十一題為具有正確的空間概

念。依回答「無此能力」、「能力尚差」、「能力尚可」、「能力不

錯」、「能力熟練」、「能力熟練且勝過班上大部分的幼兒」、「能

力熟練且有超越年齡的表現」，分別給1到7分。以主成分因素分析，

並採oblimin斜交轉軸法，兩波萃取出一個因素，各波因素負荷量分別

高於 .69與 .75，可解釋變異量66.58%、73.13%，信度分析值為 .94及 
.96，顯示測量內在品質不差

肆、分析策略

本研究的目的主要聚焦在背景變項（家庭貧困、父親教育程度）

對幼兒遊戲與閱讀參與中，透過課室專注力的中介作用，對幼兒認知

發展及其發展的社經落差之關聯性探討。在分析的過程中，由於本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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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為非隨機抽樣，為了降低非隨機抽樣與其他可能變項對本研究的干

擾，因此採結構方程模式（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降低上述這些問

題對研究結果可信度的衝擊，且為了排除其他變項的影響，因而納入

月齡、幼兒性別兩個變項作為統計控制之用，這些變項皆可能對幼兒

認知發展有一定的影響。首先，運用百分比次數分配，分析樣本背景

變項、遊戲、閱讀及幼兒認知的整體概況。其次，在理論模型驗證方

面，採AMOS 17.0版統計套裝軟體進行模型的檢定，以 .05作為統計

考驗的顯著水準。此外，本研究在進行分析前，先檢視資料的特性，

發現偏態係數之絕對值小於3，峰度係數絕對值亦小於10，參照Kline

（2011）的標準，當可視為未違反常態，因此參數估計方法採用對非

常態資料具有強韌性的最大概似法（maximum likelihood）來估計參數

值（陳敏瑜、游錦雲，2013）。最後，在結構方程模式的分析中，主

要依據Hair、Black與Babin（2010）的觀點，在整體適配度指標中，

納入絕對適配指標、相對適配指標、簡效適配指標等三類指標，以此

作為模式整體適配度之評鑑標準。其中，絕對適配指標採用χ2考驗、

GFI、SRMR及RMSEA；χ2考驗受到樣本數影響很大，易導致理論模式

遭到拒絕，故學者建議列為參考指標（黃芳銘，2007），而GFI須大於 

.90、SRMR的數值須小於 .01、RMSEA指標的理想值小於 .80皆可視為

合理。其次，在相對適配指標方面，則採用NNFI和CFI，兩個指標值必

須大於 .90。最後，在簡效適配指標方面，則是採用PGFI及PNFI，兩者

數值大於 .50，表示模式可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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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研究發現與討論

一、本研究各變項分析

首先，依據表2可發現家庭經濟狀況的平均數為1.16，及填答家庭

貧困的比例並不高，而填答家庭經濟不差的比例是不低的。其次，父

親的平均教育年數為14.05年（SD = 2.45），相當於專科以上學歷。再

者，受試幼兒中以男生居多，達57.1%。最後，幼兒的平均月齡為56.52

個月（SD = 8.92），即快接近5足歲。另外，在遊戲方面，可以發現幼

兒在聯合遊戲的比例為32.8%（N = 104），不過，比例最高的因素為合

作遊戲的61.2%（N = 194）。研究者進一步發現，閱讀方面，以勾選

偶爾閱讀的比例達46.4%（N = 147）最高，其次為經常閱讀的比例占

41.6%（N = 132）。緊接著要說明的是課室專注力，其中主動學習的

平均數為4.26、獨立完事的平均數為4.23、安靜專心的平均數為4.21，

堅持到底的平均數為4.18，專注力也不算低。至於認知發展的平均數為

4.07，呈現幼兒有不差的認知發展。

表 2　背景變項、遊戲、閱讀、課室專注力與幼兒認知發展的描述性統計

變項 N % M SD

家庭經濟狀況 317 1.16 0.57

家庭富裕 292 92.1%

家庭小康 6 1.9%

家庭尚可 13 4.1%

家庭貧困 6 1.9%

父親教育 317 14.05 2.45

性別 317

　男生 181 57.1%

　女生 136 42.9%

月齡 317 56.52 8.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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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背景變項、遊戲、閱讀、課室專注力與幼兒認知發展的描述性統計（續）

變項 N % M SD
遊戲 317 5.52 0.71

　無所事事 0 0%

　旁觀 2 0.6%

　單獨 6 1.9%

　平行 11 3.5%

　聯合 104 32.8%

　合作 194 61.2%

閱讀 317 3.29 0.70

　從不閱讀 3 0.9%

　很少閱讀 35 11.0%

　偶爾閱讀 147 46.4%

　經常閱讀 132 41.6%

安靜專心 317 4.21 1.26

獨立完事 317 4.23 1.26

堅持到底 317 4.18 1.31

主動學習 317 4.26 1.24

認知發展一 317 4.06 1.09

認知發展二 317 4.07 1.07

二、研究模型的適配度檢定

本研究在參數估計後，發現研究模型的所有估計參數都沒有出現

負的誤差變異，誤差變異皆達到 .05之顯著水準，表示未發現有估計值

不合理的現象。再者，檢視模型估計參數間的相關絕對值最高為 .44，

未接近1.00，初步顯示模型之界定沒有太大的問題。而估計模型潛在

變項之估計參數與所屬的因素負荷量估計值方面，最低為 .88，最高為 

.97，亦大致符合理想的標準。詳細分析結果如表3所示。另外，本研究

在潛在變項之組成信度為 .96，也符合「需達 .60以上」的評鑑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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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異抽取量為 .87，亦符合理想評鑑標準。上述模型基本適配度的檢定

結果，顯示本模型的測量品質尚稱理想（陳正昌、程炳林、陳新豐、

劉子鍵，2003）。

表 3　潛在變項所屬觀察變項（課室專注力）之內在測量品質檢定

潛在變項

觀察指標
個別指標因素負荷量 潛在變項組成信度 平均變異量抽取量

安靜專心 .88 .96 .87

獨立完事 .97

堅持到底 .96

主動學習 .92

表4所呈現的是整體適配度檢定結果。首先，卡方檢定χ2（23）= 

2.38，卡方檢定未達顯著水準，表示模型與觀察資料應屬適配。在其他

適配性指標的檢定結果可發現，模型的GFI = .97及AGFI = .92，已大於 

.90之理想標準；SRMR為 .02，則在 .05的理想規準內，模型契合度可

接受；RMSEA為 .07，介於 .05～.08的合理適配範圍。再就相對適配指

標，NFI、RFI、IFI、NNFI、CFI等五個數值皆大於 .90，意謂模式整體

表現相當良好。從簡效適配指標來看PGFI = .41及PNFI = .41，雖未符

合要高於 .50的理想標準，但已接近適配標準。

表 4　模型之整體適配度檢定摘要

評鑑類型 評鑑項目 分析結果 評鑑結果

絕對適配指標 χ2達顯著 χ2 = 2.38 良好適配

GFI > .90 GFI = .97 良好適配

AGFI > .90 AGFI = .92 良好適配

RMSEA < .05良好 RMSEA = .07 合理適配

SRMR < .05 SRMR = .02 良好適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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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模型之整體適配度檢定摘要（續）

評鑑類型 評鑑項目 分析結果 評鑑結果

相對適配指標 NFI > .90 NFI = .97 良好適配

RFI I > .90 RFI I = .94 良好適配

IEI > .90 IEI = .98 良好適配

NNFI > .90 NNFI = .96 良好適配

CFI > .90 CFI = .98 良好適配

簡效適配指標 PGFI > .50 PGFI = .41 接近適配

PNFI > .50 PNFI = .41 接近適配

三、研究模型變項之間的關聯性

首先，由表5可以發現，月齡較大的幼兒愈傾向社會性合作的遊戲

方式（β = .27，p < .01），且幼兒的課室專注力（β = .26，p < .01）及

認知發展也較佳（β = .26，p < .01）。其次，家庭愈貧困的幼兒，閱讀

有明顯較不利的狀況（β = -.11，p < .05），而父親教育程度較高的家

庭，其幼兒閱讀能力有較佳的情形（β = .17，p < .05）。且幼兒課室專

注力（β = .17，p < .01）及認知發展（β = .13，p < .01）也明顯比父親

教育程度較低的家庭幼兒要來的較佳。另外，遊戲方式愈傾向社會性

合作的幼兒，會對課室專注力（β = .24，p < .01）有正面的影響。而

後，更發現其閱讀能力較佳的幼兒，其課室專注力愈有正面的效果（β 

= .33，p < .01）。最後，課室專注力較高的幼兒其認知發展也有較佳的

表現（β = .45，p < .01）。

整合上述研究發現，月齡較高的幼兒，愈傾向社會性合作的遊戲

方式，且幼兒的課室專注力及認知發展也較佳。其次，父親教育程度

較高的家庭，其幼兒閱讀能力有較佳的情形，且幼兒課室專注力及認

知發展也明顯比父親教育程度較低的家庭為佳。再者，幼兒遊戲方式

愈傾向社會性合作與愈積極參與閱讀行為，則幼兒課室專注力有較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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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的影響，進一步地對幼兒認知發展有較正向的影響。最後發現，出

身於愈貧困及父親教育程度愈低之家庭，則閱讀機會愈少，課室專注

力也就愈差，進而使幼兒在學前的認知發展愈不利，造成其認知發展

與其他家庭幼兒的明顯差距。另一方面，模型總解釋變異量為 .37，解

釋力不算低。各變項的關聯性與影響機制，簡要地呈現如圖2所示。

表 5　背景變項、遊戲、閱讀、課室專注力對幼兒認知發展的影響評估

變項 遊戲（β） 閱讀（β） 課室專注力（β） 認知發展（β）
家境貧困 -0.7 (-.06) -.14 (-.11)* .08 ( .04) .06 ( .03)

父親教育 .02 ( .07) .05 ( .17)* .08 ( .17)** .06 ( .13)*

男生 -.07(-.05) -.15 (-.10) -.32 (-.14)* -.07 (-.03)

月齡 .02 ( .27)** -.00 (-.02) .03 ( .26)** .03( .26)**

遊戲 .39 ( .24)** .04 ( .03)

閱讀 .55 ( .33)** -.10 (-.06)

課室專注力 .42 ( .45)**

*p < .05  **p < .01

四、討論

認知發展或學習成就在不同家庭社經背景中的幼兒身上，有著相

當明顯的差距（Lin & Chen, 2015），社經背景較不利的幼兒，往往

因家庭較為貧困，可提供的教育資源較為缺乏，因而導致日後明顯

的學習落後現象（林俊瑩，2016；Camerson et al., 2015; Phillipson & 

Phillipson, 2012），因此，在臺灣常利用各種協助弱勢家庭的政策與措

施來改善他們的困境，以縮小幼兒與其他同儕的學習落差（Hawkinson 

et al., 2013）。但值得注意的是，根據西方研究（Johnson et al., 2012）

所提出的解釋，弱勢照顧補助之所以無助於提升幼兒教保品質，主要

關乎於父母領取補助後，有沒有去做更好的教育選擇，或是確實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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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遊戲、閱讀及課室專注力對幼兒認知發展影響效果標準化係數估計省略
控制變項與不顯著的估算結果
*p < .05

教育資源的品質。因此，過去對於學習與教育成就取得的相關實證成

果，多半集中於探討家庭教育資源投注對幼兒學習與教育成就取得

差異的影響，這些資源包括了家長的教育參與、補習與才藝學習等

（Kuan, 2011; Liu et al., 2017; Tynkkynen et al., 2012），這些都是家庭

提供給幼兒最普遍的教育資源，並可能進一步地對認知發展帶來明顯

的影響。由上述來看，由於家庭的資源會對幼兒的認知發展有著關鍵

性的影響，因而更加彰顯教育階層化之重要性（林信延、王舒芸，

2015）。

不過，更值得思考的是，由當前既有的研究證據而言，主要皆聚

焦於家庭社經背景及資源對幼兒學習發展的階層化影響，較少見對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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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學習課程之探析，尤其近年來在社會結構改變下，為了符應學前

幼兒間個別差異極大的特性，更重視幼兒需求的學習機會（Gardner, 

1983; Gregory & Burkman, 2012）；而我國政府為順應世界潮流，於

2017年公布幼兒園的新課綱，其中更高度倡議幼教現場應具備遊戲

（潘瑩芳等，2016；Fiorelli & Russ, 2012）與閱讀特性（吳樎椒、張宇

樑，2018；Gettinger & Stoiber, 2012）的課程思維（教育部，2017），

或許由於幼兒園新課綱尚處於推動與執行的初始階段，因此目前此議

題強調的遊戲與閱讀，對於不同社經家庭幼兒認知發展階層化差異影

響的研究仍不多見，不過，及早進行此一議題成效檢視的相關研究卻

非常重要，因此，本研究的進行自有其價值與貢獻。

首先，本研究分析結果顯示，幼兒遊戲方式愈傾向於社會性合

作，與愈積極參與閱讀行為，則幼兒課室專注力愈佳，此發現與先前

研究者所主張的學前教育階段若能提供優質的遊戲與閱讀經驗，可促

進幼兒專注力發展的研究結果是一致的（林家蕙、簡美宜，2014；段

承汧、歐陽誾，2016；張鳳菊等，2010；Gernmeroth et al., 2019; Plass 

et al., 2015; Sylva, 2015），以上研究結果確實反映當前在幼兒學習領

域中，高度重視遊戲與閱讀的課程思潮，相當有利於幼兒的專注力發

展，而政府於2016年公告實施的《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大綱》，其中

更是強調幼兒核心素養的培養，並統整幼兒六大領域能力（教育部，

2017），此結果彰顯出學前教育在設計教學活動時，兼顧遊戲與閱讀

之強化確有其必要性。

再者，本研究進一步發現，課室專注力愈佳，對幼兒認知發展有

較正向的影響。而若幼兒遊戲方式愈傾向社會性合作，與愈積極閱

讀，則愈能提升其課室專注力，進而對幼兒認知發展有較正面的影

響，此結果亦凸顯了遊戲（劉孝萱，2015；Plass et al., 2015）與閱讀

（Duff et al., 2015; Sylva, 2015）在幼兒學習發展上的重要性，尤其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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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幼兒為中心的思維下，課程與教學設計應以幼兒為出發點，同時增

加幼兒遊戲學習與同儕互動的機會，並提供幼兒有機會展現出閱讀的

理解與表達能力（林怡伶、張鑑如，2016；教育部，2017），當有助

透過課室專注力的中介作用，提升幼兒的認知發展，當然，這樣的結

果尚需未來持續性地研究加以深究。

更重要的是，本研究發現出身於愈貧困及家長教育程度愈低之家

庭，則幼兒愈少去閱讀，課室專注力也就愈差，進而造成其認知發展

與其他家庭幼兒的明顯差距。此亦顯示出家庭的社經背景的確會對學

前幼兒的認知發展帶來影響，其中又以出身於貧困的家庭會有負面的

影響，此研究更驗證當家庭的經濟愈不佳，其子女的認知表現也會愈

差（林俊瑩，2016；Camerson et al., 2015）。此外，也驗證閱讀除了

對幼兒的認知發展有長足的影響外，更可能有消弭教育階層化的重要

功能，上述的研究成果將其中的影響路徑很清楚地描述。尤其重要的

是，閱讀往往花費的金錢不多，不至於增加家庭的經濟負擔，特別是

政府積極推動閱讀教育政策，廣設圖書館（教育部，2010），因此，

在提升幼兒閱讀行動方面應不至於造成家長困難。基於此，本研究凸

顯出閱讀的重要功能，不但促進幼兒認知發展的效果很顯著，且花費

金額不高，在生活中的執行易達成，同時更具有降低教育階層化所造

成不公平之功能。因此，如何在沒有固定教科書且課程百花齊放的幼

兒園中（幸曼玲、周于佩，2016），調整其課程，以及加強家長的教

養知能，強化遊戲與閱讀思維與安排，將是日後相關學前教育課程設

計與措施及調整的重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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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一） 幼兒遊戲方式愈傾向社會性合作，則在教室中愈專注；幼

兒愈有積極的閱讀行為，則在教室中愈有專注的表現

本研究顯示，學前幼兒的遊戲方式愈接近Parten衡量幼兒社會發展

的合作遊戲，幼兒在教室中的專注度愈好。此外，幼兒對於閱讀愈喜

愛與積極，則對於專注力的提升有正向的影響。因此，學前教育階段

若能提供優質的遊戲與閱讀經驗，對於促進幼兒專注力發展是很有成

效的。

（二） 幼兒遊戲方式愈傾向社會性合作，則在教室中愈專注且在

認知發展上的表現愈好；幼兒愈有積極的閱讀行為，則在

教室中愈有專注的表現，且進一步有利於認知學習

本研究發現，幼兒遊戲的方式愈傾向合作性，且愈喜歡與同儕一

起遊戲，抑或幼兒愈喜愛閱讀的行為，愈常有機會去探索閱讀，其在

學前階段學習過程專注力愈佳，進而有利於往後在認知學習上的表

現。因此，遊戲與閱讀是幼兒學習的重要途徑，對於專注力有著顯著

影響，也是未來幼兒認知學習表現的成效關鍵之一。

（三） 出身於愈貧困與家長教育程度愈低之家庭，則幼兒愈少有

機會去閱讀，幼兒在教室中的專注力也就愈差，不利於認

知發展

根據分析結果顯示，學前階段父母的教育程度較低及家庭愈貧

困，則低社經家庭也往往較無能力陪伴幼兒閱讀，造成幼兒較少有參

與閱讀的行為，在上課的專注力愈差，進而造成其認知發展與其他一

般家庭幼兒的明顯差距，更加擴大了教育階層化所造成不公平之現

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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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議

（一）對幼兒教育實務的建議

首先，如同本研究之發現，遊戲與閱讀對於課室專注力有正向的

影響，且可進一步地促進幼兒認知發展的效果，因此，研究者認為當

前學前教育機構，日後在相關幼兒園課程活動的規劃上，應讓幼兒有

足夠的閱讀及遊戲時間，才能讓幼兒有深度探索的機會。其次，在幼

兒園的環境規劃方面，應力求提供豐富的教育資源，例如：設置圖書

區且每月添購書籍、設置扮演區與積木區且允許幼兒彼此之間有更密

切相互溝通的機會。再者，建議政府或相關的教育單位應多舉辦親子

遊戲與閱讀相關活動，帶動親子間的互動，讓幼兒能從親子活動中感

受到家長對他們的重視，並激發幼兒對遊戲與閱讀的喜愛，從遊戲與

閱讀的過程中提升認知能力。

另外，本研究也發現，閱讀會進一步地影響不同社經地位家庭幼

兒認知發展的落差，具有彌平教育階層化所造成不公平之功能。因

此，研究者認為當前學前教育機構，至少應重視三個現象，其一，閱

讀在於促進幼兒認知發展的效果很顯著，且在生活中的執行較易達

成；其二，閱讀對於低社經家庭的花費不至於造成沉重的負擔，成為

落實教育公平的利器，應是往後家庭教育與研究重要的方向；其三，

新課綱中所重視的閱讀具有彌平教育階層化所造成不公平之功能，對

此，日後在相關幼兒園課程活動的輔導上應有更完善的辦法，力求幼

兒園應落實以新課綱中強調的閱讀作為課程規劃的重點。更甚者，在

幼兒園家校合作的教育參與活動的規劃上，可透過多元管道與策略，

如加強親子聯絡簿、善用科技媒體傳播、舉辦各項親職教育講座、家

庭的電訪或是面談、家長觀課等，除了宣導或輔導讓家長了解遊戲與

閱讀對於幼兒教育階段的重要性之外，更應提升親師間的互動親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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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特別是加強親師關係，往往只要透過科技軟體、聯絡簿或是接送

時刻溝通的方式即可達成，花費的金錢與時間都很少，且不致於對教

師造成太多的負擔，但對促進家長具備正確的教養方式之效果卻很顯

著。

（二）對後續研究的建議

首先，本研究僅探究幼兒遊戲、閱讀與課室專注力對其認知發展

階層化的現象，並未涵蓋幼兒其他面向的多元學習與發展（如社會能

力與其他能力發展），故建議後續研究可擴大探討面向；此外，遊戲

與閱讀是否對幼兒進入其他教育階段之學習表現及未來進入社會、職

場的發展具有長期影響？以及遊戲與閱讀是否對幼兒的認知動態發展

趨勢與速率具有顯著效果？目前研究成果都還相當少見。其次，影響

幼兒認知發展的因素畢竟還有很多。除了本研究所關心的課室專注力

之外，還有許多不可忽略的中介變項，例如，學校環境中，教師的教

學風格、學習氛圍、學校環境設備等可能的因素（幸曼玲、周于佩，

2016；楊淑朱、蔡佳燕，2010）。不過受限於本研究之焦點與統計技

術，無法多元、全面性地探討其中可能的影響因素，因此，未來的研

究可納入這些可能的重要因素，並修改理論模型後再做進一步地分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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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與多元文化研究》

徵稿辦法

106.11.10 106學年度第1學期編輯委員會議通過

107.04.12 106學年度第2學期編輯委員會議通過

壹、期刊宗旨

臺灣已正式邁入民主、多元、開放的新時代。教育的理論與實務

也須呼應這個社會趨勢，與時並進。為促進教育學術交流，提供「教

育」與「多元文化」研究之發表園地，特發行《教育與多元文化研究

期刊》（以下簡稱本期刊），建構一個教育與多元文化專業社群的對

話平台。

貳、投稿內容

稿件內容須符合本期刊宗旨，並涵蓋以下範圍：

一、教育與多元文化研究之理論與實務

二、教育與多元文化研究之趨勢與議題

三、多元文化相關議題

參、徵稿原則

一、 本期刊優先徵求原創性論文，請勿一稿二投。稿件如係科技部

或其他機關委託之研究成果，應屬無著作權爭議或事先取得委

託單位之同意，始受理審稿。學術研討會論文若僅有摘要彙編

出刊，或含正文且彙訂成冊，但只供開會使用，會後並未出刊

發行者，亦可受理審稿。

二、 本期刊採隨到隨審制。經審查通過之論文，其刊載卷期以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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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時間為原則；惟本刊編輯必要時得視當期主題調整之。

三、 來稿中、英文不拘，但不論中英文稿件均須包括中文標題、中

文摘要與關鍵詞、正文、英文標題、英文摘要與關鍵詞、參考

文獻，必要時另增註解、圖表與附錄。惟投稿中文稿件者，中

文標題、中文摘要與關鍵詞置於全文之最前；其英文標題、英

文摘要與關鍵詞置於中文摘要之後。投稿英文稿件者，英文標

題、英文摘要與關鍵詞置於全文之最前；其中文標題、中文摘

要與關鍵詞置於英文摘要之後。

　　 此外，為符合匿名審查原則作業，請勿於稿件中標出作者及服

務單位；若正文、註解或附錄有明顯出現與作者身份相關之任

何資料，本期刊編輯小組將逕予刪除，刊登時則恢復之。

四、 中文稿件字數以20,000字以內為原則；英文稿件字數以10,000

字以內為原則（以上兩者字數之計算均包含圖表、參考文獻、

附錄等）。中文摘要以500字、英文摘要以300字為限，並依

APA（第六版）格式撰寫。

五、 投稿時，請逕至以下網址（http://jrs.edubook.com.tw/JEMR/）

註冊登入，並使用線上投稿系統。此外，為符合匿名審查原則

作業，請勿於稿件中標出作者及服務單位；若正文、註解或附

錄有明顯出現與作者身份相關之任何資料（引用自己的資料，

不在此限）；或稿件字數、內容不符合本期刊要求者，本期刊

編輯小組將逕予「形式審查不通過」退稿。

六、 通過審查之文章作者須簽署「國立東華大學〈教育與多元文化

研究期刊〉稿件著作權授權書」，並於出刊前將授權書寄至本

刊編輯部(e-mail: jrs.edubook@gmail.com)。如經審核通過，授

權全文上網並進行數位化、重製等加值流程後收錄於資料庫，

以電子形式透過單機、網際網路、無線網路或其他公開傳輸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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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提供用戶進行檢索、瀏覽、下載、傳輸、列印等。

七、 來稿請使用Microsoft Word 97以上之繁體中文文書軟體處理，

並以單行間距之12號新細明體或Times New Roman 字體橫向列

印於A4規格紙張，稿件上下各留2.54公分空白；左右兩側各留

3.17公分空白。

八、 刊登之論文著作財產權歸國立東華大學所有，文責由作者自

負。刊登後不另致稿酬，惟本期刊將寄送當期期刊3本予主要

作者（寄送份數以論文篇數為計算單位）。

九、 請以線上投稿系統進行投稿與修正。若審查通過後，依審查意

見修改後之定稿則務必分別於中、英文標題下補寫中、英文作

者姓名及服務單位，並將電子檔（word檔）寄回編輯小組。

十、 經審查錄取之稿件，由主要作者擔任排版後的校對工作；除校

對外，亦可做小幅度的修訂。

十一、 本期刊自2018年01月01日起，凡文章經審查程序而被接受刊

登之作者依研究專長均需無償審查文章一篇，本刊會發予感

謝狀乙幀。

肆、審查原則

本期刊採雙向匿名審查制度，每篇稿件由本期刊編輯部進行初審

通過後，由總編輯或領域編輯推薦相關領域學者至少二人審查之。

伍、收費方式

本期刊自2018年01月01日起，凡接受刊登之文章，每篇需繳交刊

登費新臺幣貳仟元整，請依以下方式繳費，未完成手續者將延期刊

登；已繳費者，恕不退費。

請於國立東華大學線上繳費系統進行繳費單列印（http://web.ndhu.

edu.tw/ga/onlinepay/pay.aspx）。

請於接獲刊登通知後，完成繳費，並將刊登費繳費證明掃描，掃

07-徵稿辦法_p157-160.indd   159 2021/5/17   下午 02:37:32



教育與多元文化研究

第 23 期160

描後電子檔以e-mail寄至jrs.edubook@gmail.com。

ATM ATM

e-mail

jrs.edubook@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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