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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編的話

教育與多元文化研究第31期已正式出刊，本刊自98年12月創刊以

來，已經過了十五個年頭，每期在評審者專業且嚴謹的審查後，本刊

編委會都會再從候選文章名單中給予最後的意見與決定，因此每一期

獲刊登文章都有很高的寫作品質與學術參考價值。

本期在編委會議的熱烈討論後，共有三篇文章獲得刊登。首先，

第一篇文章由蕭瑞民副教授與林大森教授所撰寫，主要關注於大學生

學術養成過程中專業領域之轉換與流動策略，並運用國內既成大型調

查資料進行統計分析，並輔以深入訪談。結果發現近四分之一的碩士

生攻讀領域與大學時期不同，且「農—醫」、「社—商」、「文—

社」與「工—商」等領域均有明顯的有雙向流動現象，深入訪談更顯

示主修流動可提升個人市場價值外，亦有自我實現之目的。本文所探

究議題，高教政策與制度相關甚篤，分析方法之嚴謹亦屬少見。

第二篇文章則關注於臺灣近三十年原住民族成人教育相關議題研

究之歷程分析，作者為王怡婷博士生與童信智助理教授。本文主要採

歷史研究與內容分析法，析論自覺意識的發展，及與民族權益運動、

國家政策、學術研究、教育實踐之關聯。研究發現臺灣原住民族成人

教育研究的發展重點主要是從反思同化教育而轉變至到復振民族知

識。而「自覺意識」發展的動因主要為殖民壓迫醞釀反思、從國內外

權益運動獲得啟發，以及政策轉向與學術回應的交互影響。本研究成

果可做為未來族群權益運動推進政策之參考，並為臺灣政策與實踐提

供前瞻性的啟發。本文所關注之議題，正與本刊徵稿要旨高度契合，

有助於讀者對原住民族成人教育議題的研究與實踐之歷程，有更清楚

的認識。

第三篇文章是柯秋雪副教授所著，採質性研究，運用訪談了解特

05-主編的話.indd   1 2025/5/7   下午 04:06:00



殊幼兒父母對子女之期待、親職壓力與教養，以及所需支持。研究對

象包含五位安置在特教班幼兒之父母與五位安置在普通班特殊幼兒之

父母。研究結果顯示特殊幼兒父母會因應子女的健康情況、障礙程度

與年齡增長等因素改變對子女期待。而親職壓力和子女的障礙程度密

切相關，更重要的是家人與正式支持系統可以減緩親職壓力，而特殊

幼兒父母也會因為不同的教養態度而產生窘異的教育方式。

每篇學論術論文的完稿，其背後都有一個獨特且豐富的創作歷

程，而文章可以順利刊登並傳播，更需要藉由一個更開放、更尊重，

更專業的發表平台始能竟其功，這也一直是本刊追求與欲達成的目

標。因此，本刊希望各方研究者仍能踴躍投稿，同時本刊也會持續努

力扮演好學術交流平臺的角色，讓好的學術論文可以有好的發表管

道。最後，本期能順利刊出，要感謝本刊編輯委員、審稿委員及編輯

助理，由於您們的全力配合和支持，才能使本期順利出刊，當然也感

謝投稿者的賜稿，才使本刊能有高水平的學術論文。

主編　國立東華大學教授

林俊瑩 謹誌

2025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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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一而終還是琵琶別抱？ 
臺灣學士到碩士主修流動之 

對數線性模型分析

蕭瑞民*、林大森**

摘　要

本研究探討大學生學術養成過程中專業領域之轉換。主修轉換意

味放棄過去所學轉銜至未知領域，無論是基於興趣還是就業考量，皆

可視為重要的流動策略。本研究以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建置的「臺灣高

等教育整合資料庫」碩士生調查資料進行分析，有效樣本數為19,492。

主修劃分為文藝、教育、社科、商管、醫藥、農學、工程、理學等八

大領域，探討學生大學、碩士兩階段主修領域的轉換模式，進一步控

制性別、分流、屬性三項參數，探討主修流動模式之差異，並以深入

訪談解釋主修流動原因。經由對數線性模型分析，近四分之一的碩士

生攻讀領域與大學時期不同。農—醫、社—商、文—社三個雙向流動

可大幅提升模型的配適程度，「工—商」兩個熱門主修亦有不少相互

流動現象。此外，一般大學／技職校院流動模式亦有顯著差異。最

後，深入訪談顯示主修流動除了可提升個人的市場價值外，亦有自我

DOI　10.53106/207802222025050031001

* 蕭瑞民：國立宜蘭大學應用經濟與管理學系副教授
** 林大森（通訊作者）：國立宜蘭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教授

電子郵件：tasen@niu.edu.tw
收件日期：2024.06.30；修改日期：2024.12.04；接受日期：2025.0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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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現之目的。

關鍵字：主修領域、主修轉換、流動表、對數線性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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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Change or Not?  
A Log-Linear Model Analysis of Major Mobility from 

Bachelor to Master Programs in Taiwan

Jui-Min Hsiao*  Da-Sen Lin**

Abstract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patterns of major transitions among university 
students in Taiwan during their academic development. Major transitions, 
which involve switching from a previously-studied field to a new one, 
represent a significant mobility strategy driven by both personal interests 
and career considerations. This study analyzes data gleaned from graduate 
students surveys in the “Taiwan Higher Education Integrated Database” 
established by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With an effective sample 
size of 19,492, we employ log-linear models to analyze major transition 
patterns across eight academic fields: arts, education, social sciences,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medicine, agriculture, engineering, and science. 
We further investigate the influences of gender, tracking, and attributes on 
major mobility patterns. In addition, we use in-depth interviews to explain 
the reasons for major mobility. Log-linear model analysis reveals nearly 
a quarter of sampled graduate students pursue fields different from their 
undergraduate majors. Three bidirectional flows – agriculture to medicine, 
social sciences to business, and arts to social sciences –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model fit. Additionally, substantial mutual mobility is observed between 

*  Jui-Min Hsiao: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Applied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National I-Lan University

**  Da-Sen Lin (Corresponding Author): Professor, Center for General Education,  
  National I-Lan University
E-mail: tasen@niu.edu.tw
Manuscript received: 2024.06.30; Revised: 2024.12.04; Accepted: 2025.0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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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opular majors of engineering and business. Furthermo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major mobility patterns emerge between comprehensive 
universities and technological and vocational colleges. In-depth interviews 
with graduate students shed light on the rational decision-making processes 
behind their choice of major, emphasizing considerations of future career 
prospects and labor market trends. Finally, in-depth interviews revealed that 
major mobility not only enhances a graduate’s market value, but also serves 
the purpose of self-actualization.

Keywords:  major, major shift, mobility table, log-linear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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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背景與目的

本研究探討大學畢業後晉升至碩士者，在學／碩兩時期主修

（major）維持或轉變模式，並探討轉換領域的原因。教育部於2016

年首度整合勞保、公保、軍保、農保等社會保險及財稅中心的報稅資

料進行巨量分析，發現大學生薪資前三名分別為醫藥衛生學門55k（k

代表千）、教育學門39k、運輸服務學門38k；碩士薪水則是法律學門

75k、醫藥衛生學門67k、教育學門64k；至於博士薪水，前三名依序

為工程學門102k、自然科學學門87k、商業及管理學門85k（教育部統

計處，2016）。國外方面，根據美國全國大學與雇主協會（National 

Association of Colleges and Employers）2020年度平均起薪調查，前10

高主修科系仍不脫離科學、技術、工程與數學（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 mathematics, STEM）領域（樂羽嘉，2021），可見主修

領域象徵著專業，具有不同的市場價值。近年來，由於臺灣高等教育

（以下簡稱高教）的大幅擴張、升學率屢創新高，取得學士與碩士的

機會提升，主修轉變的議題值得深入探討。本研究採用流動表、對數

線性模型探索兩階段主修流動的模式，進一步以質性訪談了解主修轉

變的原因。

為何要維持／轉變主修呢？可牽涉到大學生對於自己所選科系的

喜好程度。根據2021年黃昆輝教授教育基金會公布的「大學生自我省

思、理想與抱負調查」，75%同意「大學所就讀的科系符合興趣與能

力」，反之，有四分之一的學生學非所願、學非所能；以國立臺灣大

學為例，三分之一的學生念得沒興趣、四分之一想轉系，成功比例卻

只有6%，可見轉系的彈性有待檢討（財團法人黃昆輝教授教育基金

會，2021）。Yes123求職網針對上班族進行「選填志願與職涯發展調

查」，發現有42.2%的上班族後悔當年選錯科系，21.9%是畢業求職後

06-1-蕭瑞民+林大森_p001-050.indd   5 2025/5/7   下午 04:0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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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開始後悔，另有20.3%在求學期間就已經後悔；高達57%的上班族

表示「如果重新選擇，不會選擇相同的科系」（黃邦平，2014；溫子

豪，2014）。雖然上述兩項調查的受訪者身分不同（在學生／在職人

士），但穩定呈現20%以上的人對大學所學是沒有興趣的，此一現象顯

示了行動者確實存在變動主修的動機與可能。無論是主觀上對既有專

業不適應不喜歡，或是客觀上基於職場現實的報酬，都可能造成主修

的汰換，此舉顯示放棄所學、重新認識另一項專業，是重要的抉擇。

臺灣早年教育升學機會有限，大學生可能僅為錄取研究所而遷就原先

科系，造成選擇上的侷限；然在高教大幅擴張、升學機會充足的情況

下，繼續進修碩士學位有更大的自由空間，也使探討主修的變動更具

學術意義。

本研究無論在議題和方法上，皆與過去相關研究有所不同。對於

主修領域的研究，Jung與Lee（2019）以碩士層級為對象，探討不同主

修領域者學習滿意度，責任感、批判性與學術能力之差異，或是再進

修的成就動機。Ruggles（1962）、Cook（1970）和King（2020）討論

大學和研究所兩階段的主修轉換，但這些研究對於轉換的界定大多只

在於碩士階段「是／否延續」學士主修、學士階段的訓練如何有助於

碩士學位取得，這樣的取徑偏向「地位取得」（status attainment）之

迴歸模型探索主修領域（林大森，2020；黃毅志，2011；Athey et al., 

2007; Blau & Duncan, 1967; Zhang et al., 2019）。此一研究邏輯乃以「個

別」角度詮釋主修維繫或轉換的原因與機制，無法以巨視層次窺探如

「工程主修有多少比例流動到商學主修、文學主修有多少比例流動到

教育主修」等整體的流動情況，實為缺憾。有鑑於此，本研究援用社

會學分析階級流動之「流動表」（mobility table），進一步以細緻的

「對數線性模型」（log-linear model）估計主修流動模式。再者，依據

England與Li（2006）、黃秋華與陸偉明（2008）、黃毅志（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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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小芩等人（2011）的研究指出，男／女之間、一般／技職分流之

間、公立／私立屬性之間在選擇科系時會影響決策效果，本研究亦納

入控制，經由一連串分析更能清楚掌握行動者兩階段主修流動的整體

樣態（pattern）。總括上述，本研究之目的為：

一、了解各大學碩士生在學士／碩士兩階段主修領域的分布交叉

情形。

二、以流動表及對數線性模型，分析兩階段主修流動模式，進一

步比較兩性、分流、屬性之間的差異。

三、除量化模型估計流動模式外，再以質性訪談補充解釋主修轉

換之原因。

貳、文獻探討

一、臺灣高教的結構擴張及學士／碩士階段主修領域分布

全國國立大學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與博士班今年共有54系

所招生率掛零，包含日間部佔45系所、在職專班佔9系所，

包括政大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博士班、清大天文研究所博士

班、陽明交大生理學研究所博士班、臺師大歷史系博士班，

多所知名頂大的碩博士班註冊率也都掛蛋，部分學校碩博士

班面臨危機。（張維真，2022）

111學年碩士班部分，教育部核定總招生名額為48,699人，實

際註冊新生人數達到45,155人，缺額僅有3,544人，新生註冊

率達到92.72%。對於碩士班新生註冊率創新高，主因是近幾

年受疫情影響，學生擔心大學畢業後找不到好工作，也有學

生念完大學後不確定自己興趣或志向。加上現在研究所除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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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外，學生想念幾乎都考得上，才導致碩士班新生註冊率創

歷年新高。（許敏溶，2023）

以上兩則報導指出「知名頂大的碩博士班註冊率也都掛蛋」、

「學生想念研究所幾乎都考得上」，可見少子化浪潮已擴及碩士層

級，以下簡要分析臺灣高教擴張歷程。教育部統計處自1968年始有兩

個班制完整統計數字，圖1顯示人數變遷，該年度碩士生僅1,531人，

學士生80,255人，學士層級學生數逐步上揚，碩士階段增加緩慢，到

1994年大學生數已突破30萬人，之後因專科改制技術學院之影響（林

大森，2023），1996年後上升幅度更大（圖1左直立虛線），大學生數

為337,837人，10年之後攀升到966,591人，大學生幾乎漲了三倍；碩士

生也從35,508人上升到163,585人，為原來的4.6倍。臺灣高教容量高峰

為2012年（圖1右直立虛線），該年大學生數有103.8萬人、碩士生18.3

萬人，此後因少子化影響開始下降，2017年大學生數跌破百萬人，近

年降幅甚大，官方公布的最新數據為2023年大學生812,707人、碩士生

176,703人。

本研究聚焦於學／碩兩階段主修流動，在此敘述學門領域分布。

圖2、圖3為110學年度學士／碩士層級各學門領域的比例配置。以學士

班而言，圖2顯示在27個學門中，男生以「工業與工程」比例最高，

佔全體29.4%，排名居次的領域為「商業及管理」（13.9%），此外，

「資訊通訊科技」、「餐旅及民生服務」分別約佔全體一成，其次，

就讀「藝術」為6.2%、「醫藥衛生」4.95%、「語文」4.5%，其餘領域

都在4%以下。女生部分以「商業及管理」最高（20.7%），其次「藝

術」、「醫藥衛生」、「餐旅及民生服務」及「語文」分別約佔一

成，「工程及工程業」為6.2%，其餘都在5%以下。由以上分布看來，

兩性之間雖然在各學門比例不同，但人數較集中的領域頗為類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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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1968～2023年臺灣學士班及碩士班在學生人數變遷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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碩士層級的領域性別分布如圖3所示。在男生部分，更集中於

「工程」（34.7%）及「商管」（15.4%）兩大領域，合計已近乎

總數之半；「資訊通訊科技」為11.1%，其餘各學門都在5%以下。

女生部分，依舊以「商管」為大宗（20.1%），但排名第二為「教

育」，佔12.1%，第三為「工程」（9.9%），此外，比例較高為「藝

術」（8.8%）、「社會及行為科學」（7.8%），以及「醫藥衛生」

（6.7%），其餘都在6%以下，可見兩性差異明顯。

二、主修領域的國外學術研究

經由上述觀之，學／碩層級各領域分布不盡相同，此差異足以提

供學生在不同主修領域之間自由選擇與轉換。國外研究方面，主修領

域的研究大致有兩個方面，一是把主修當成自變項，比較不同學門領

域者在學習上，或是日後進入職場後的差異；另一方面則是把主修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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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被解釋變項，探討哪些因素造就學生進入另一個主修領域，以及不

同領域間的轉換情形。以第一類而言，Jung與Lee（2019）分析2013

年大學畢業生，發現對大學本科學習滿意度和選擇主修的內在動機對

進修碩士有利，修習工程、自然科學者進修的可能最大，人文與藝術

次之、社會科學與教育領域再進修的機率最小。Astorne-Figari與Speer

（2019）指出，截至大學畢業為止，37%的學生歷經不同程度的主修

轉換，比例相當高；令人驚訝的是，即使轉到「更容易」的領域，也

不會導致成績的提升，可見內在學習動機才是關鍵。此與Ashraf等人

（2018）的研究發現類似，其認為轉換主修雖導致延畢，卻會因此找

到坦途，經此前往更適合自己的主修以達到專業養成的目的。Xu與de 

Silva（2024）更強調輔導新生選擇主修的重要性，早期轉換主修可適

度解決家長和學生的擔憂，以免為時已晚、後悔莫及。

另方面，Roksa與Levey（2010）探討大學主修和進入勞力市場後

職業之關聯，分析教育、健康、企管、工程、資訊、社工、人文、生

物、數學、社會科學、大眾傳播等不同學門畢業生，研究發現，雖然

某些主修能很快找到工作，但隨時間流逝，職業地位成長幅度有限。

Athey等人（2007）分析哈佛、麻省理工、普林斯頓、史丹福和芝加哥

五所頂尖大學碩士生，發現若畢業於頂尖文理學院，主修對於謀職有

顯著的正面影響。再者，Choi與Kim（2022）針對韓國大學生的研究

指出：專業滿意度、專業承諾度兩個因素可降低轉換主修的意願，有

效地累積專業性以連結勞力市場，以提升大學教育的競爭力和經濟效

益。Andrews等人（2022）根據美國德州資料顯示，工程建築與生技

健康領域的薪資顯著高於人文領域，工程主修者畢業16～20年後季收

入較文科高$7,900。生技健康領域收入增速最快，10～15年間增長12.7

倍。商科經濟領域收入離散程度較高，但長期來看，薪資成長與文科

的差距逐年縮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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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類主修轉換方面，Ruggles（1962）討論非經濟主修者若要

攻讀經濟研究所應當作的準備，他認為人文領域出身者並非不能就讀

經濟類科研究所，唯在入學前應具備語言能力，以及數學基礎能力。

Cook（1970）處理大學與研究所兩階段的主修，發現約三分之一的

受訪者大學畢業後會選擇另一個主修領域，且此領域會影響之後的勞

動表現。King（2020）認為工程領域應建立在博雅大學教育（liberal 

undergraduate education）之基礎上，將專業提高到研究所層次為宜，

許多歐洲國家已將專業工程學位提升至研究生階段。Columbu等人

（2021）是近年來少數分析學士至碩士流動的研究，但其「流動」的

界定在於地域上的區隔，以通勤時間90分鐘為界，劃分為停留者、轉

換者，以義大利2011～2015年資料將通勤形式劃分為五種類型，探討

異地求學的原因，發現學士階段有好的成績表現會試圖在碩士階段流

動至聲望較高的區域繼續求學。Astorne-Figari與Speer（2019）的研究

十分有趣，認為學生傾向選擇「看起來像他們」（look like them）的主

修，例如，女性選擇女性為主、黑人選擇黑人為主的專業領域，能力

較低的女性逃離競爭激烈的環境，但對於男性和能力較高的女性卻沒

有受到影響。

尚有研究關注「性別」議題，探討科系性別隔離與學生選擇科系

時是否跨越性別界限。如Jacobs（1995）發現1960年代美國70%的女大

學生集中在教育、英文、藝術、護理、歷史、家政等六大領域，此科

系性別隔離現象至1980年代才明顯下降。England與Li（2006）發現美

國1971～2002年間，女性進入傳統男性領域與商業領域人數增加，但

男性進入傳統女性領域的人數卻沒有擴增。Beutel等人（2018）研究女

性陰柔氣質（femininity）與選擇大學主修之間的關聯，發現愈是遵從

性別角色規範的大學女生選擇STEM和醫學的情況愈少，可見女性氣質

能有效規訓其堅守性別隔離。Astorne-Figari與Speer（2019）也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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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強的女學生會堅守STEM領域，但大部分仍會選擇妥協。Denice

（2020）對美國三所大型大學的分析顯示，學生轉換主修看似為了興

趣與能力，實則為了找尋競爭力小且較為容易的科系，這從她們當初

選擇STEM，後來卻大幅離開獲得證實，Denice認為如此加劇性別科系

隔離。

三、主修領域的國內學術研究

在此議題國內也有諸多的研究發現。黃榮強與單驥（1999，頁

254）指出，主修理科者只有46.34%想要報考原科系研究所；商科畢

業者高達93.44%仍想報考商學所。至於轉換領域，商學研究所是主要

目標，有高達31.71%的理科畢業生想報考商學所。作者宣稱商學所

進入障礙較低，也希望招收不同背景的學生。再者，陶宏麟與簡維萱

（2011）區分縱向／橫向不對稱，縱向不對稱為「高教低就」，橫向

不對稱則為「學非所用」，發現碩士比學士「高教低就」更為嚴重；

學士之高教低就、學非所用皆會造成薪資的損失，碩士只有在學非所

用時，薪資才有明顯的損失；公立大學、在校成績佳、法律學門較不

容易發生高教低就、學非所用現象；私立大學雖在橫向對稱弱於公立

技職，但在縱向對稱上的優勢則彌補了橫向不對稱的損失。

在主修與性別隔離的國內研究方面，劉正與陳建州（2007）發現

30年間大專科系性別隔離並沒有穩定的上升或下降，但技職校院的性

別隔離程度持續較學術型大學高。陳婉琪與許雅琳（2011）指出，雖

然女性所佔比例增加可降低性別隔離程度，但只出現在學術取向的教

育部門，對技職取向教育並無作用。為何一般大學／技職校院的性別

科系隔離呈現不同的面貌？謝小芩等人（2011）提出很好的解釋：制

度性因素對學生跨界選系有顯著約制作用，技職體系學生的「路徑依

賴」現象尤為顯著。意即高工生不大可能轉念四技商學科系，商職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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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難以轉換理工科系，考試制度和志願選取皆有限制。黃秋華與陸偉

明（2008）的研究發現，教育程度愈高，女性的教育參與率愈低，在

大學部的確存在男性科系／女性科系之現象，但隨著教育程度愈高，

原本的傳統性別科系卻消失。在繼續深造的主觀考量方面，男性以

「為未來升遷或更好發展」為主要進修理由；女性則是「純粹追求自

我成長」，呈現出不同的面貌。

四、既有研究之不足與本研究特色

經由以上整理，國內外研究探討學／碩兩階段主修轉換有兩個邏

輯，一者看轉換機制，另一看流動模式。前者以「地位取得」模型為

雛型，將複雜群體關係濃縮成為單一、連續性的地位層級，其分析

對象主要是個人（individuals），大部分以迴歸模型分析之，例如，

Athey等人（2007）、陳婉琪與許雅琳（2011）以常見的OLS迴歸；謝

小芩等人（2011）使用邏輯迴歸模型；黃榮強與單驥（1999）採probit 

model；陶宏麟與簡維萱（2011）用細緻的ordered probit與multinomial 

logit model；Anderson等人（1994）建立HLM（hierarchical linear 

modeling）模型，皆為迴歸模型的基礎，能夠理解主修轉換機制，卻未

見流動全貌與模式，此為既有主修分析較大的缺憾。

至於後者「流動分析」，原先是人口學上的概念，用於行動者在

物理空間、地理位置上的移動，後來被延伸到更廣泛的領域，凡是指

涉起點（origin）／終站（destination）；或是以停留者（stayers）／

移動者（movers）進行測量與差異比較，探索社會群體的流動模式，

皆可稱為流動分析（Lin & Ensel, 1984）。在社會學領域中，測量代間

和代內的職業流動，即分析「出身—成就」之間的流動型態，是最典

型的分析形式（黃毅志，2014；Duncan, 1979; Hout, 1982）。一般而

言，分析兩階段主修流動以百分比流動表最為簡潔，如Solnick（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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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513）蒐集受訪者進大學、最終畢業的主修資料，其中教育、生物

為「女性主修科系」；語文藝術為「混和科系」；社會科學、工程與

數學、文化研究、物理科學為「男性主修科系」，建立科系流動表。

林大森（2007）仿照其作法，將技職教育領域區分為工程、農林、商

管、家事、醫護、海事、藝術、普通等八類，分析高職學生晉升到四

技二專階段的主修流動。

從以上的國內、外文獻看來，起始與終站兩點之間的流動是

可以廣泛應用的分析概念，「科系流動」尚有很大的發展空間。

Solnick（1995）雖建立了科系流動表，但架構上只分為三類；林大

森（2007）區隔成細緻的八類，分析上仍為百分比交叉表，僅止於描

述現象，未能涉及進一步的統計模式。本研究採用的對數線性模型過

去多用在婚姻配對、職業階級、交友界限等議題（黃毅志，2001、

2014；黃毅志、章英華，2005；蔡淑鈴，1994；Goodman, 1969; Hout, 

1982），國內並無研究將此方法運用在兼具起點／終點的主修轉換，

故具有創新性與學術價值。

參、研究設計

一、資料來源

本研究量化資料來源為「臺灣高等教育整合資料庫」，該資料庫

由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研究與評鑑中心主持，針對全國百餘所大專

校院師生進行問卷發放與資料蒐集。本研究分析「2007學年度碩士應

屆畢業生」調查資料，該次調查共計有121所大專校院參加，調查時間

為2007～2008年，樣本限定於一般入學管道（不含甄試、直升）、正

規班制（不含在職專班、產業碩專），且身分為全職學生（不含在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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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修），分析對象一共有19,492人。

除了量化資料之外，本研究亦輔以質性訪談作為補充。訪談資料

來源為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臺灣碩士生主修領域轉換與勞力市場表

現之分析」（NSC102-2410-H431-014-MY2），研究者透過學界友人或

學生，接觸曾有主修轉換經驗，或對本議題有興趣者，抽樣方式採便

利取樣及滾雪球取樣，受訪者年齡從24～56歲，探訪各種主修轉換模

式，蒐集訪談資料時程為2013年10月至2014年8月。

二、變項界定

（一）主修領域：本計畫將分析受訪者大學、研究所碩士班兩階

段主修領域的分布及變動情形。分析資料「學門領域」為20個學門分

類，若要建立20 × 20流動表太過繁雜，也可能產生許多細格（cells）

為0的情形，徒增分析上的困難。因此，將之合併縮減為八大類，分別

為：

1. 文藝（L）：含藝術、人文、設計等學門。

2. 教育（T）：教育學門。

3. 社科（S）：含社會行為科學、傳播、法律、社會服務、民生等

學門。

4. 商管（B）：商業及管理學門。

5. 醫藥（M）：醫藥衛生學門。

6. 農學（A）：含生命科學、農業等學門。

7. 工程（E）：含工程電算機、建築都市規劃、環境保護等學門。

8. 理學（N）：含生命科學、自然科學、數學及統計等學門。

（二）區隔指標：除了主修領域轉換外，本研究進一步控制三個

參數，探討三者於區隔下，主修流動的模式有何不同：

1. 性別：分為男／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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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分流：分為一般／技職。

3. 屬性：分為公立／私立。

三、分析方法

受訪者大學時期就讀的科系、研究所階段的主修，兩者比對其轉

換（shift），即為「主修流動」意涵。本研究以Goodman（1969）、

Hout（1982）、Yamaguchi（1987）、黃毅志（2014）等人提倡的「對

數線性模型、對數相乘模型」分析兩階段主修之流動型態，「兩階段

的主修不是隨機，而是理性的過程，其中具有隱晦不明卻又實際存在

的深層結構」（蔡淑鈴，1994，頁341）。這種結構具系統性，是選擇

性的配對關係，因此需將大學、研究所兩階段的主修領域加以配對，

透過納入新參數之模型選擇判斷主修藩籬是否容易跨越（轉換），加

入的參數依據流動「方向」與「距離」，前者分為單／雙向；後者分

為近／中／遠距，逐一檢視配適情形。

對數線性模型資料解讀方式：G 2表示資料與模型的吻合度

（goodness of fit），數值愈小表示吻合度愈高；df為自由度，數值愈

大愈好；BIC（Bayesian Information Criterion）亦為資料與模型相符指

數，運算公式為BIC = G2 − df × log(N)，其數值若為負、絕對值愈大，

表示資料與模型相符程度愈高（Clogg & Shihaden, 1994）。模型與資料

配適度端賴G2、df、BIC三個指數綜合判斷，每新加一個模型同時計算

ΔBIC（即該模型與前一模型值之差額），輔助判斷出最佳模型。獲得

最適模型後列出每個領域的參數估計值，即跨越領域界限之難易，以

判斷該領域封閉／開放程度。

四、研究假設

經由上述對數線性模型之分析，能夠了解主修流動型態，為了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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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掌握主修轉換，進一步控制性別、分流與屬性三個區隔指標，比較

不同區隔下流動模式之改變。提出三個研究假設：

（一）黃秋華與陸偉明（2008）、Beutel等人（2018）及England

與Li（2006）皆指出，主修科系的選擇有性別隔離現象，據此提出假設

一：從學士至碩士階段的主修，男／女間具有不同的流動型態。

（二）黃毅志（2011）、謝小芩等人（2011）的研究皆發現，臺灣

教育分流之一般／技職具有明顯的分野，故提出假設二：從學士至碩

士階段的主修，一般大學／技職校院之間具有不同的流動型態。

（三）黃毅志（2001）發現公部門／私部門之間存在顯著差異，

依此提出假設三：從學士至碩士階段的主修，公立／私立學校之間具

有不同的流動型態。

肆、資料分析結果

一、學士／碩士主修領域轉換—百分比交叉表

為了解受訪者主修領域轉換情形，本研究建構學士班、碩士班兩

時期流動表。表1為列百分比，以整體結構而言，表1最右欄顯示受訪

者在大學階段約有40%主修工程、18%主修商管、主修文藝與理學各佔

近一成，其餘皆在10%以下，其中又以2.8%的教育領域者比例最少。

以上僅是邊際次數之結構分布，接下來分析學士階段到碩士階段

的「流出」情形，所謂流出乃是「學士時主修各領域的人，晉升到碩

士階段，轉到哪個領域」。表1中每一個主修皆以對角線的百分比最

高，亦即傳承大學時期之「不流動」比例最高。以流出角度而言，每

個領域至少有六成的比例未經主修轉換，有轉換者以教育主修者流出

最劇烈，大學時期教育主修者有43%晉升碩士時轉修其他領域，轉至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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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13.5%）比例最高、社科（11.2%）領域居次。無獨有偶地，大學

主修理學領域者，也是以工程領域（21.1%）為主要流動目標。再者，

大學階段主修文藝者，有13.6%碩士階段轉修社會科學，此外，也有

9.8%轉修教育；而社科領域者轉修商管比例也極高（18.7%）。最後，

醫藥轉至農學（15%）、農學轉至醫藥（13.7%）的比例皆不低，但

他們流到其他領域的情況都很少，呈現兩領域「互流」型態。總括而

言，學生在學士／碩士兩階段的主修顯示不一致的情形。

表 1　 
學士／碩士階段主修領域流出情形之交叉分析（列百分比）

碩士

學士
文藝 教育 社科 商管 醫藥 農學 工程 理學

文藝 65.8 9.8 13.6 6.9 0.2 0.2 3.4 0.1 (9.9)

教育 5.6 57.0 11.2 4.2 1.6 2.0 13.5 4.9 (2.8)

社科 4.3 4.9 68.1 18.7 0.8 0.4 2.7 0.2 (8.6)

商管 1.6 3.3 7.3 79.3 0.3 0.6 7.2 0.4 (18.1)

醫藥 1.2 2.8 2.1 5.7 68.5 15.0 4.2 0.6 (5.3)

農學 0.5 1.2 1.4 2.5 13.7 72.0 4.7 4.0 (6.0)

工程 0.9 0.9 0.8 5.8 0.5 1.0 89.1 1.1 (39.9)

理學 0.3 2.1 1.8 9.1 2.1 2.9 21.1 60.6 (9.4)

表2為學／碩兩階段行百分比交叉表，最下列為碩士階段科系分

布，其中工、商領域分布比例（40.3%、20.4%）與大學時期差不多，

但理學、文藝稍減至6.6%、7.8%，教育領域則提高至4.4%，與表1大學

階段相較，主修科系分布有所差異。表2的「流入」分析意指「碩士階

段就讀每一個領域的人，是來自於大學時期哪一個主修？」，對角線

也是不流動，乃指「自行補充」的比例，表中顯示除教育領域外，其

餘各主修自行補充率皆達六成以上，文藝、工程與理學高達八成。教

育學門補充率最低（37%），表示碩士時期修教育者，超過六成是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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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時其他領域流入，其中以文藝（22.1%）、商管（13.7%）最高，

人文類科之間相互流動並不令人意外，但尚有8%是來自於工程，與社

科（9.6%）已相差不遠。表1中大學時期主修教育者有13.5%碩士時流

動至工程類科，可見教育與工程兩領域之間，似乎有相當微妙的互動

關係。社科領域的自我補充率為61.4%，另有13.9%來自於商管，商管

領域自我補充率為70.3%，也有7.9%來自於社科，看似兩領域互補。但

是商管領域另有11.4%來自於工程，尤甚於社科，相當有趣。最後，醫

藥和農學兩領域間相互補充比例分別為16.4%、13.2%，高於其他領域

甚多，可見此兩領域在流入與流出兩個面向皆有其親近性。以交叉表

的對角線觀之，八大領域未流動的次數佔總人數分別為：文藝6.52%、

教育1.62%、社科5.84%、商管14.32%、醫藥3.64%、農學4.33%、

工程35.56%、理學5.68%，總計為77.5%，反之，歷經流動的比例為

22.5%—將近四分之一的比例。無論主修的流出或流入，各領域之間

的競合關係十分奧妙，值得進一步分析。

表 2　 
學士／碩士階段主修領域流入情形之交叉分析（行百分比）

碩士

學士
文藝 教育 社科 商管 醫藥 農學 工程 理學

文藝 83.6 22.1 14.2 3.4 0.3 0.3 0.8 0.1

教育 2.0 37.0 3.3 0.6 0.9 0.9 1.0 2.1

社科 4.7 9.6 61.4 7.9 1.3 0.5 0.6 0.2

商管 3.8 13.7 13.9 70.3 0.9 1.8 3.2 1.2

醫藥 0.8 3.4 1.2 1.5 72.4 13.2 0.5 0.5

農學 0.4 1.6 0.9 0.7 16.4 72.0 0.7 3.6

工程 4.4 8.0 3.3 11.4 3.7 6.8 88.3 6.5

理學 0.3 4.6 1.7 4.2 4.0 4.5 4.9 85.8

(7.8) (4.4) (9.5) (20.4) (5.0) (6.0) (40.3)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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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修流動模式分析—對數線性模型

上述分析顯示，僅以單純的百分比流入、流出表，即可觀察到許

多可再深入探索的現象，接下來以統計模式捕捉潛藏於流動表中的內

在規律性，進行對數線性模型分析。首先，表3之M1為「獨立模型」

（independence model），表示碩士生主修領域與其在大學時的主修

「完全沒有關係」，從模型極高的G2以及BIC值來看，此模型完全不能

解釋資料，換言之，受訪者學士與碩士階段的主修並不是完全獨立、

不相干的。M2為「齊一對角模型」（uniform diagonal model），設

定流動表的對角線為一個型態、其餘非對角線是另一個型態，亦即將

學士／碩士兩階段主修一致者、不一致者粗分為兩種不同流動型式；

該模型只加了一個參數，耗損一個自由度，G2已大幅下降90%以上，

但配適度仍不理想，亦即不可能僅分為「是／否」兩種類型就可以

解釋資料。於是，再進一步以M3測試，此為「準獨立模型」（quasi-

independence model），與M2相同預設對角線與非對角線有不同的流

動模式，但對角線上的八格並非一致，學、碩士主修沒有變動者之八

大領域各有其獨特性，也因此M3較M2多耗損7個自由度，但G2下降

幅度有限，此模型仍不配適。M4為基於M3再加上「齊一關連模型」

（uniform association model），該模型假定兩階段主修間從有線性關

係，例如，學士階段文藝跨到教育領域，在碩士階段也會產生固定比

例的變動（Agresti, 2013; Hout, 1982）。此模型預設不同主修之間有位

階（hierarchy）關係，每兩個相鄰的主修領域間有同等的學術距離（葉

秀珍、陳寬政，1998），例如，社科和商管之間的距離等於工程與理

學之間的距離；黃毅志（2014）以職業為主題分析婚配與流動時，齊

一關連模型解釋力極高，僅失去一個自由度卻能大幅提高模型配適

度。但就本例而言，各種學術主修之間可能不像職業間存在線性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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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關係，故表3之M4（G2 = 1,772、BIC = 1,377）仍然還有改進空間。

表 3　 
對數線性模型分析結果及模型選擇–1

模型 模型選擇 G2 df BIC ΔBIC
M1 獨立模型 36,217 49 35,642 –

M2 齊一對角模型 3,163 48 2,689 32,953

M3 準獨立模型 2,715 41 2,310 379

M4 準獨立 + 齊一關連模型 1,772 40 1,377 933

本研究亦參酌相關文獻（林大森，2007，頁128；葉秀珍、陳

寬政，1998，頁40）的作法，逐一分析行效果模型（column effects 

model）、列效果模型（row effects model）、對稱模型（symmetric 

model）、非對稱模型（asymmetric model）及橫越模型（crossing 

model），但模型與資料的相符程度皆不佳（表略）。因此，本研究的

作法乃以Ｍ4為基準（baseline model），再逐一加上各個特殊領域流動

的參數。為使加上的參數具合理性，本研究設計一個分類架構，如表4

所示。

表 4　 
大學／碩士跨領域主修類型設計

方向 近距離 中距離 遠距離（跨）

單向流動 [1] [2] [3]

雙向流動 [4] [5] [6]

首先，粗分「文／理」兩大領域，前者為文、教、社、商；後者

為醫、農、工、理，先考慮流動的距離，也就是跨越主修界線的難

易度，分為近距離（緊鄰的兩主修）、中距離（相隔一個或兩個主

修）、遠距離（跨越文／理界限）。此外，尚考慮流動方向，區分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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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向流動、雙向流動。以表3之M4為基準，加上六種流動模式，分析結

果如表5所示。

表 5　 
對數線性模型分析結果及模型選擇–2

模型 模型選擇 G2 df BIC ΔBIC
M4 準獨立 + 齊一關連模型 1,772 40 1,377

M5 M4 + 近距雙向流動參數 596 36 240 1,137

MA/AM，SB/BS

M6 M5 + 中距雙向流動參數 438 34 102 138

LS/SL

M7 M6 + 遠距雙向流動參數 323 32 6.8 94.5

EB/BE

M8 M7 + 近距單向流動參數 303 30 6.9 −0.1

NE，TL

M9 M8 + 中距單向流動參數 137 28 −140 147

AN，TB

M10 M9� NE，SL 144 30 −152 12

（精簡模型）

接續表3之分析，M 5為M 4加上「近距雙向流動參數」（表

4[4]）：此參數表示性質相近、鄰近主修的互流，含醫農（MA）／

農醫（AM），社商（SB）／商社（BS）四個參數，意味著此模型考

慮兩對性質相近主修之間的相互流動。細究此主修流動，醫學領域尚

包含藥學、護理、檢驗、生化等，農學領域則囊括動植生物、食品、

海洋、自然資源等，此兩領域之間的相互流通實屬合理；再者，文、

社、商三者本質上有其共通性，互流亦可預期，社科領域涵蓋性較

大，分別與商學、文法皆可流通。加入此參數後，減少4個自由度，但

模型BIC值大幅降低1,137，配適度提高。本研究接觸的受訪者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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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現在念管理所，我們班有人大學時念的是老人事業、老人

服務之類的。我問她為何改念管理？她說管理很好啊，以後

可以開老人院，甚至是賣老人輔具之類的，將來人口老化愈

來愈嚴重，這些都是很大的商機。（訪談紀錄B2）

我過去學的是幼保，現在碰到少子化老齡化，有些朋友後來

念老服，我覺得社工比較廣、又有證照，我一畢業就跑來念

社工所。後來發現社工所畢業還是不能考社工師，必須要到

大學部補很多社工學分才能考⋯⋯那不是我的目的。我考慮

休學，找空大或是社工學分班補一補學分就好，我的目的是

考社工師，不是寫碩士論文。（訪談紀錄Sc1）

大學時期大傳系是我理想中的志願，我也讀得很開心。那時

參加山輔社，我們去山地採訪原住民兒童，同時也輔導他們

課業。有一次我覺得我想要付出更多、對他們才會更有意

義，所以畢業後就報考社工所了。（訪談紀錄Sc2）

如同教育部統計處（2016）整理巨量稅務資料的發現，不同學門

之間存在頗大差異，顯示主修與職場謀職、薪資與升遷存在關聯，受

訪者B2和Sc1亦表示轉換領域與謀職有關，符合Athey等人（2007）、

Roksa與Levey（2010）、Choi與Kim（2022），以及Andrews等人

（2022）之觀察。除了相鄰主修外，非鄰近領域間也可能有流動情

形，因此，基於M5，M6加上一組「中距雙向流動參數」（表4[5]），

為文藝（L）、社科（S）之間的互流。表5顯示，M6之BIC值進一步又

減少了138。

我一直對於人的內心，他在想些什麼的心理歷程很有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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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考大學時，我爸媽硬要我填商管科系，我實在受不了數

字，所以妥協之下就去○○大學念了設計，但我真的沒有

興趣、也缺乏創意，父母也感覺到我的痛苦。現在考研究所

他們不再強迫我了，我就選擇考○○所，也很幸運錄取了。

（訪談紀錄Ss2）

除了以模型控制參數捕捉流動模式之外，訪談顯示Sc2及Ss2轉換

主修與其體認的「意義感」有關，此部分與黃秋華與陸偉明（2008）

的研究發現近似。「自我成長與實現」是另一個轉變領域的原因，恰

可與職場的謀職與薪資相互對照，看到不同的面向。

接續考慮跨域的流動，所謂跨域即是跨越「文／理」藩籬，從表

1、表2之百分比流動來看，商管（B）和工程（E）兩個主修之間有

一定程度的流入與流出，控制這兩個參數有助於模型和資料的配適

度。因此，M7為M6加上「遠距雙向流動參數」（表4[6]），加上工商

（EB）／商工（BE）參數後自由度減至32，但BIC從102降到了6.8，

模型的解釋力逐漸提升。

我是○○大學電機系畢業，後來就繼續念商學所，其實我們

系畢業後轉讀商科的人不少，覺得以後做工程師之外，還可

以自己做生意吧。其實，如果真要做生意，應該要再去念一

個法律所，這樣更無往不利。（訪談紀錄L1）

我大學時念的是金融，本來就有不錯的數理基礎，現在念資

工所。其實我們有兩組，我是比較實務的。我覺得學習上沒

有問題，能夠培養兩種專長，對於將來就業比較有利。（訪

談紀錄H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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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之間的遠距雙向互流，長久以來即有EE + MBA風潮，使

得大學生兼修文理兩領域熱門科系，猶如Ruggles（1962）所言，人文

出身者具備數理能力後，跨域不是不可能；黃榮強與單驥（1999）指

出，高達31.71%的理科畢業生想報考商學所；Andrews等人（2022）證

實工程主修者薪資高於人文領域甚多。或許能夠解釋L1、H2之所以有

跨領域的企圖。

除了雙向流動，單向流動也是學術層級晉升時可能流動的方向，

接下來納入單向流動參數。M8乃M7加上「近距單向流動參數」（表

4[1]），考慮理學（N）往工程（E）、教育（T）往文藝（L），分別

是文、理兩領域的單向流動，加上此兩參數後雖然G2從323降至303，

但也因為減少2個自由度，BIC值幾乎不動。M9一樣是處理單向流動，

但考量的是非相鄰主修，為加上「中距單向流動參數」（表4[2]），分

別是農學（A）至理學（N）、教育（T）至商管（B），經加入此兩參

數後，表5M9之BIC值大幅降至−140，可見此兩流動模式對於模型解釋

資料甚有助益。然而，從參數估計值觀之，NE、SL兩個流動模式並不

顯著（表略），為精簡原則，最後的M10去掉此兩參數，自由度回升到

30，雖然G2微升至144，但BIC值進一步降至−152，再經由各項測試皆

無法再降低BIC值，故M10為本研究之最適模型。

表6為M10之參數估計值，可分為兩大區塊，虛線以上為準獨立

模型八個主修參數的估計值，下半部則為領域之間流動的估計值，準

獨立模型為對角線參數，就是八個主修各自不流動，意味著主修的封

閉程度。從表6數值觀之，封閉性最低的是教育領域（B = 0.57；Z = 

4.8），意味著教育領域藩籬（boundary）低且具開放性，「學—碩」

兩階段無論是流入、流出，都較其他學門更容易。Jung與Lee（2019）

發現修習工程、自然科學者再進修的可能性最大，人文與藝術次之、

社會科學與教育再進修機率最小，本研究模型則發現教育領域具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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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再進修時流動到他系機率最高、他系流入也較容易，如受訪者所

言：

表 6　 
最適模型（M10）之參數估計值

B SE Z
齊一關聯參數 0.10 0.00 25.00***
準獨立參數

文藝L 2.03 0.11 19.07***
教育T 0.57 0.12 4.80***
社科S 3.45 0.11 30.80***
商管B 2.91 0.10 29.39***
醫藥M 4.82 0.13 36.53***
農學A 4.73 0.13 36.78***
工程E 2.64 0.08 31.55***
理學N 2.59 0.11 23.10***
MA 2.89 0.14 20.88***
AM 3.59 0.16 22.72***
SB 1.15 0.11 10.53***
BS 1.64 0.13 12.96***
LS 1.38 0.12 11.77***
EB 0.55 0.10 5.54***
BE 0.80 0.11 7.15***
TL −1.57 0.22 −7.18***
AN 1.71 0.20 8.60***
TB −2.06 0.23 −8.81***

***p < .001

我在國中教書，來進修只是為了學位，碩士學位可以讓我加

薪。其實，我不大care念哪個所，只要好考、讓我兩年可以畢

業就好了。（訪談紀錄Ch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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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念○○所，主要目的其實是為了「中等教師資格」。我們

學校師培跟○○研究所是同一單位，據我所知很多人會報名

就是為了想要教書，很多是大學應屆畢業就來考。至於我們

的畢業論文，其實也未必都是○○取向，彈性很大。（訪談

紀錄Y1）

我們所與學習有關，就是融入一些數位、科技的概念。我們

同學來自於很多系啊！文學、教育、商管和社會都有，還有

學工程的。我們所的性質比較廣，不同背景的同學都可以找

到自己的方向。（訪談紀錄Th1）

Ch2是教育科系畢業，教書數年後再進修，直言「念什麼不要緊、

能畢業就好」；Y1和Th1則是教育領域研究所，接續來自不同性質的大

學科系，此例證剛好反應教育領域較易流入流出的開放性質。反觀封

閉性最高的是醫藥、農學兩個領域（B = 4.8、4.7；Z = 36.5、36.8），

其次是社科（B = 3.5、Z = 30.8）、商管（B = 2.9、Z = 29.3）、工程

（B = 2.6、Z = 31.6）、理學（B = 2.6、Z = 23.1）等領域。總括而言，

若區隔文／理兩大陣營，前者的封閉性較低、開放性較高，不但就讀

本科者可能流出，也比較容易讓其他領域者加入；至於後者則是封閉

性高、自我傳承性高，學士／碩士階段念同一主修的比例相對較大。

以理、工、農、醫觀之，理學領域的界限相對較低。

以上準獨立模型估計值是解釋學／碩士階段主修「不流動、傳

承」的機率，接下來則是分析「流動、主修轉換」的現象。表6的下半

部為表5建構模型時逐一加入主修流動參數的估計值，分析顯示：「醫

藥（M）↔農學（A）」之間的雙向流動（B = 2.9、3.6；Z = 20.9、

22.7），以及「社科（S）↔商管（B）」間的互流（B = 1.2、1.6；Z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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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13.0）在模型中極具解釋力，可見此兩個領域的界限容易跨越，

彼此相互流動。表中控制的其他參數也具顯著影響。

三、檢驗區隔因素—性別、一般／技職、公立／私立

上述為全體樣本之分析。本研究進一步思考，從學士班到碩士班

的主修流動，是否會因為某些區隔因素而有不同的流動型態？接下來

探討區隔指標在兩階段主修流動是否呈現不同的型態與意義，並檢證

假設。表7為表5M10再加上區隔參數，首先為性別參數，第一列數據顯

示，M1僅在M10加上「男／女」區隔，G2值很高且BIC值為正，模型

配適度很低；M2進一步納入表5的M4，加上了性別區隔和「準獨立 + 

齊一關連模型參數」的互動項，G2以及BIC值仍不理想；最後M3控制

性別區隔和所有M10參數的互動項，依舊顯示模型和資料不配適。由此

可見，雖然M10在前述模型選擇過程是最適模型，但並不因為控制性別

參數後改變主修流動模式的樣態，換言之，兩性在M10流動模式上沒有

太明顯的不同，此發現頗符合Jacobs（1995）、England與Li（2006），

以及陳婉琪與許雅琳（2011）近年來性別隔離現象下降的預期，兩性

流動沒有明顯差異。亦如Astorne-Figari與Speer（2019）所言，除了

少數能力較強的女性外，大部分女學生仍會選擇「看起來她們」的主

修；Denice（2020）的分析甚至證明了近年來性別科系隔離更加劇烈。

因此，本研究假設一未獲支持。

接下來將區隔條件換成「一般╱技職」，測試兩項分流者從學士

到碩士階段的主修流動模式。表7第二列數據之模型（1），僅加入分

流之G2、BIC值仍高，但模型（2）又加入分流與原M4的互動項後，

G值大幅下降至621、BIC也首度呈現負值（−209），M4為「準獨立 + 

齊一關連模型」，考慮對角線參數後，模型配適度有效提升，也就是

說，掌握八大學術領域不流動的模式有助於理解一般大學和技職校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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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的主修選擇。最後模型（3）進一步控制分流與M10所有參數的交

互作用，BIC值再度降至−347，乃是與資料相當配適的模型，可說M10

不但可以解釋全體結構，也兼顧一般／技職學生的兩階段主修流動，

從交互作用之係數便可得知每一項流動參數的分流差異，本研究假設

二獲得支持。劉正與陳建州（2007）、陳婉琪與許雅琳（2011）皆提

出技職校院的性別隔離程度較學術型大學高，可見兩項分流之間有顯

著差異；謝小芩等人（2011）則更為深入，以「路徑依賴」解釋一般

／技職的制度性差異，高工生不大可能轉念四技商學科系，商職生也

難以轉換理工科系，部分原因源於考試方式和志願選取之限制。

表 7　 
M10加入三個區隔條件後之對數線性模型分析

（1）M10+區隔 （2）M10+區隔*M4 （3）M10+區隔*M10

G2 df BIC G2 df BIC G2 df BIC

1. 男╱女區隔 4986 93 4067 1126 84 296 881 74 150

2. 一般╱技職區隔 2248 93 1329 621 84 −209 404 74 −347

3. 公╱私立區隔 1670 93 751 707 84 −123 520 74 −211

表7最後一列為考量「公／私立」區隔情形，模型（1）G2、BIC值

並不理想，模型（2）有所改善，模型（3）BIC值為−211，雖然配適度

優於性別隔離，但並不如「一般／技職」分流，本研究假設三只獲得

部分支持。質性訪談受訪者表示：

我是○○科大畢業的，其實我也考上系上碩士班，但後來還

是想想沒念下去，我們幾個同學就一起去報考○○大學、

○○大學的研究所，我們是覺得都念研究所了，就要考個不

一樣的學校，我們想念一般大學，不要再念科大。不但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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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研究所教得不一樣，一般大學和科技大學教得也不一樣。

（訪談紀錄A2）

我在○○科大念二技，畢業前就打定主意要考正規的、老牌

的大學的研究所來讀，像是A大、B大、C大等，國立大學我

是不敢想，反正我就是要念正規的大學。（問：為什麼這麼

想？）我以前是念二專，那是好多年前的事了，現在二專很

少。我工作好幾年之後回來念二技，怎麼覺得跟以前的專科

差不多啊！我一個朋友在○○科大，跟我也有一樣的感覺。

所以我覺得念什麼所不是那麼重要，反正我要的就是「漂

白」。（訪談紀錄X01）

我科大時候念的是○○系⋯⋯老師你聽過這個系嗎？（問：

不是很有概念，你們系是在學什麼？），我們這種系全國沒

幾個，我們系分成兩個組，每組又有兩個發展方向；但是

學了四年，我根本不知道在學什麼，畢業後拿這畢業證書也

不知道要做什麼工作。晃了一年，只好來考○○所（問：你

現在學得跟大學時差很多，有沒有適應的問題？），我覺得

OK啦，至少我拿這個畢業證書不用再跟人家解釋我是學什麼

的，大家都知道這是一門專業。（訪談紀錄Bs1）

上述三位受訪者攻讀研究所皆有「漂白」意涵，A2、X01從技職

體系到一般大學，Bs1從邊陲科系到核心科系，誠如陶宏麟與簡維萱

（2011）定義的高教低就／學非所用，其指出碩士只有在學非所用時

薪資才有明顯的損失，所以Bs1要盡力「回到」主流的科系以防薪資流

失。再者，私立大學可以在縱向對稱上彌補遜於公立技職的劣勢，這

正是A2和X01的策略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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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進一步呈現表7中「一般／技職」區隔模型（3）之參數估計

值，為精簡表格起見，表中僅列出各參數與教育分流交互作用之估計

值，不列出表6原項參數估計值。表8一樣區分兩大區塊，在上方「準

獨立參數」區塊中所有變項皆顯著，亦即一般／技職體系八個主修封

閉型態全都不一樣。仔細觀察其差異，一般大學以社科、理學兩個領

域的封閉性較高，技職體系則是商管、工程領域較不流動，和謝小芩

等人（2011）的推論頗為一致。造成如此差異是由於兩體系的基本結

構特質，技職校院原本即以工、商為大宗，學士就讀此兩領域學生分

別佔全體的23%、60%（一般大學為16.9%、35.3%）；碩士階段則為

27.1%、58.8%（一般大學為18.8%、36%），無論中等或高教階段，

技職體系工商領域佔著極大版圖，科系發展細緻且成熟，因此，學生

穩固於其專業領域內。反觀社科、理學兩個學門，在一般大學之學

士階段比例為10.2%、10.9（技職校院為1.6%、2.8%），碩士階段為

11.3%、8.1%（技職校院為1.5%、0.3%），由此可見，技職校院的社

科、理學性格較弱，或許也影響到流動或補充的能力。

接續分析兩分流體系跨域流動。表8下半部顯示一般大學在農學→

醫藥、商管→社科、文藝→社科的流動情形，顯著高於技職校院（係

數為正且顯著）；反觀技職體系則是醫藥→農學、教育→商管，以及

商管↔工程互流的現象多於一般體系（係數為負且顯著）。一般大學

醫藥領域包括醫學、公共衛生、物理／職能治療、醫務管理、護理與

藥學等，技職體系則是以護理最多，除醫管與藥學外，醫檢、放射、

視光、復健等比例也不低；簡言之，一般大學以醫藥、管理為主，

技職校院以護理、檢驗為主。再者，一般大學農學領域包括食品、園

藝、動物、森林、水產等；技職體系則是以食品最多、水產農則較

少。從此一流動軌跡觀之，技職校院學生之考量有愈來愈傾向實務的

趨勢，例如，從教育主修到商管領域，以及EE + NBA，技職體系都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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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體系更為踴躍；反觀一般大學，商管、藝術流動到社會科學，則

是從比較實務的科系流出，兩分流體系具有本質上的差異。

表 8　 
納入「一般／技職」分流後M10之參數估計值

B SE Z
一般大學 × 齊一關聯參數 0.06 0.01 4.20***

準獨立參數

一般大學 × 文藝L −0.60 0.19 −3.17**

一般大學 × 教育T 0.83 0.31 2.69**

一般大學 × 社科S 1.85 0.24 7.87***

一般大學 × 商管B −1.01 0.08 −13.03***

一般大學 × 醫藥M 0.65 0.17 3.87***

一般大學 × 農學A −0.27 0.12 −2.20*

一般大學 × 工程E −1.50 0.10 −15.24***

一般大學 × 理學N 2.07 0.37 5.55***

一般大學 × MA −0.93 0.20 −4.69***

一般大學 × AM 1.87 0.59 3.19***

一般大學 × SB 0.19 0.21 0.92

一般大學 × BS 0.84 0.29 2.90**

一般大學 × LS 1.41 0.42 3.35***

一般大學 × EB −1.27 0.12 −10.44***

一般大學 × BE −1.00 0.16 −6.34***

一般大學 × TB −1.29 0.46 −2.83**

註：1. 對照組：技職校院。2. 表中僅列出「一般／技職」分流交互作用估計
值，省略一般參數估計值。
*p < .05.  **p < .01.  ***p < .001.

四、補充分析：未歸入前述模式之流動現象

前述分析乃是經由模式推導的流動型態，但有些主修轉換是較少

的案例，並未出現在統計模型中。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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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大學時期學的是表演藝術，在小學教書幾年後，一方面想

要充電，二方面覺得資訊所符合我現在需要的專長，就來念

了。（問：過去有資訊的背景嗎，念起來辛不辛苦？）我覺

得還好耶！雖然大學時沒有學過，但這邊的老師可以因材施

教，慢慢讓我進入狀況。我主要想學的是怎麼運用3D技術跟

我過去學的藝術結合，另方面也可充實教案，我覺得是一舉

兩得。（訪談紀錄F01）

F01從藝術轉到資訊，是幅度相當大的跨領域轉換，前述從老人

服務轉商學的B2則是轉變較小，但這兩個例子都顯示行動者是在充分

考量哪項專業有助於將來工作發展，之後才下的理性決策。符合Roksa

與Levey（2010）、Athey等人（2007）、Choi與Kim（2022），以及

Andrews等人（2022）主修與往後職業或薪資的關聯。

大學時我念的是國貿系，其實那是被父母逼著去念的。畢業

後工作了七年，後來嫁人生小孩，就專心在家裡帶孩子。現

在小孩子長大去幼稚班，我覺得可以再出來進修，所以現在

考了中文所。其實文學一直是我的興趣，現在念中文所算是

自我實現。（訪談紀錄P2）

我選擇讀宗教和哲學是有原因的，高中時成績還不錯，就跟

著「主流」選擇財金系，我也讀得還可以。但大二時我生了

一場大病，而且坦白講⋯⋯我爸媽感情不是很好，我們家庭

也出現一些問題，我活得非常不快樂，這讓我開始想到人生

的一些問題。有朋友笑我說是不是因為這個所比較好考，我

說愛怎麼講隨便你。（訪談紀錄H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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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知道「造船系」嗎？我大學就是念那個的，聽起像冷門科

系，當時可是我們工學院第四志願。讀到了大三下學期，我

突然覺得：念這個要幹嘛？將來畢業後也只是畫船圖而已，

所以我就休學去當兵了。退伍之後重考大學，一路到研究所

念的都是社會學。（訪談紀錄T1）

以上三位皆為歷經不愉快的求學過程，到了碩士階段才走回自己

的興趣，相當符合Ashraf等人（2018）所言，對於學習面臨衝突困難者

轉換到合適的主修，內心充滿了喜悅和踏實。雖然碩士主修不如大學

時期「就業導向」，但無論父母支持與否，他們在人生歷程的某個轉

捩點獲得特殊的領悟與體會，這也是轉換跑道的充分原因，即為黃秋

華與陸偉明（2008）「追求自我成長」的理由。除此之外，進修還有

哪些原因？根據本研究的訪談，還有下列幾項：

讀EMBA的目的我想大家都心知肚明：就是來交朋友、建立

人脈的，畢竟繳了不少學費啊！但因為我們是國立大學，老

師還是會有一定要求，我們論文還是有好好地寫（問：那你

說的交朋友，有達到目的嗎？），這個⋯⋯哈哈⋯⋯OK啦。

（訪談紀錄C02）

C02指出「就讀研究所」本身就是目的，與前述表示「只要能畢業

就好」的Ch2一樣，十足工具理性內涵。又如：

你看我們學院包含哪些？就政經社法，我們學院目前雖然有

分不同科系、不同的碩士班，但將來會合併成一個「社會科

學」的碩士班，直接隸屬於學院，就是不管你是什麼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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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什麼興趣專長都可以進來，我們都整合在一起。（訪談紀

錄Z2）

哈！你問我們所有多少人是跨科系，我跟你講是100%，因為

我們這個研究所大學部沒有啊。（訪談紀錄Y02）

上述兩例是最後一種主修轉換類型，即該研究所的性質甚為特

殊，缺乏相對應的大學科系，於是進入該所的Z2、Y02都歷經主修轉

換。國內愈來愈多該類型研究所成立，有些是大型學校細緻分組，吸

引不同背景者就讀以提升競爭力；另外則是規模較小的私校，由於各

單一研究所招生不理想，因應少子化將各所整合，提升報考率以免退

場。以學校發展的觀點而言，當研究所性質多元且涵蓋領域廣泛，主

修流動就會成為常態，但這些新穎的碩士班成立是否符合學習者所

需？可有效提高市場價值，抑或滿足自我實現需求？尚待進一步觀

察。再者，如同Ashraf等人（2018）以及Xu與de Silva（2024）等人所

提，學生轉換主修並不是壞事，雖然可能因此延緩畢業時程，但從中

覓得真正適合自己的發展路徑才是最重要的，學校應善盡輔導和諮詢

的責任，切莫讓學生走了冤枉路。

伍、結論與討論

本研究以全國性大樣本調查為資料，進行對數線性模型分析並輔

以質性訪談，探討臺灣的大學生晉升碩士的主修轉換。綜合分析結果

得到四點結論，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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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近四分之一碩士生歷經與大學時期不同的主修轉換經驗

本研究第一個研究目的為：「了解各大學碩士生在學士／碩士兩

階段主修領域的分布交叉情形」，分析顯示即使將所有科系區隔出僅

僅八大類別，整體而言，22.5%的大學畢業生有轉換主修的經驗，看似

只有四分之一不到，但實際上77.5%的不流動者當中，工程類科就高達

35.5%，其餘七個學門合計只佔全體的42%，可見轉換並非少數。且本

研究為「主修」而非「科系」流動，若細緻到科系層級，那麼35.56%

之中仍有不少如土木至機械、電機至資訊的科系轉換，但在本研究中

均歸類為未流動。由此觀之，四分之一大領域間的流動轉換已是不容

忽視的現象。

從「流出」的角度觀之，大學時期教育主修者有43%晉升碩士班時

轉修其他領域，比例極高，由此可看出教育藩籬較低；大學主修理學

領域有高達21.1%的碩士班流動至工程領域；社會科學轉修商管比例也

達18.7%，皆為流動比例較高的主修學門。另從「流入」觀之，碩士階

段就讀教育領域者，有22.1%是從大學主修文藝領域而來、13.7%從商

管而來，比例不低；而商管領域有11.4%來自於工程，比例甚至高於社

會科學。綜觀這些流動過程有很多值得解析之處，因此，本研究進行

更細膩的量化與質性分析。

二、 有別於男╱女、公立╱私立，「一般╱技職」呈現不一樣的
流動型態

百分比交叉表僅看整體分布，接下來再以對數線性模型深入分

析，即本研究的第二個目的：「分析兩階段主修流動模式，並比較兩

性、分流、屬性間的差異」，本研究發現農↔醫、社↔商、文↔社三

個雙向流動模式可大幅提升模型的配適程度，而跨越文／理範疇的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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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則是工↔商，此兩大主修即使分屬不同領域，仍有不少相互流動

的現象，此外，幾個類型的單向流動對於提高模型配適度也有效果。

依據一般認知，主修領域有熱門、冷門之分，檢視行動者的流動軌

跡，的確能從冷／熱門的轉換中獲得一些解釋，可見行動者從大學到

研究所晉級的過程中，會珍惜再一次選擇主修的機會。

此外，本研究亦分析性別、教育分流與公、私立屬性的區隔效

果，分析發現「一般／技職」區隔解釋力最佳。一般大學以社科、理

學兩個領域的封閉性較高，技職體系則是商管、工程領域較不流動，

此乃兩分流體系結構性因素。再者，技職體系EE + NBA情形高於一般

體系；一般大學商管、藝術流動至社會科學比例高於技職，似乎呈現

「技職生流入實務領域較一般生稍高；而一般生從實務學科流出的比

例略高於技職生」的鮮明對比。

三、主修流動可提升市場價值，亦有自我實現之目的

本研究的第三個研究目的為：「以質性訪談補充解釋主修轉換之

原因」。歸納多位受訪者意見：第一種轉換主修的原因是為了增加市

場價值，而朝向「熱門」科系流動，例如，工轉商、教育轉資訊，轉

換的理由是為了提升人力資本。第二類則是興趣，受訪者多半是在大

學期間就讀令自己後悔的科系，到了研究所階段改念興趣所在，訪談

中有多位從工、商領域轉到文學與社會相關研究所，這些人的共同經

驗是進大學時由父母主導科系選擇。第三種類型是純粹為了職場的加

薪升級，於是選一個最容易報考及畢業的碩士班就讀。第四種類型則

是為了門面，例如，在教育分流兩體系間轉換流動，以及大學時期念

了非常冷門邊陲科系，到研究所階段轉到「正統」的主修領域。最後

一類，則是因應高教多元化，某些研究所原本就沒有相對應的科系，

進入該所必定歷經流動與轉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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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括而言，臺灣的大學生從學士到碩士階段，轉換主修具有很多

不同的類型。若說從工程轉商學是勞力市場考量，那麼無論哪個主

修，只為迅速獲得碩士學位以利加薪，何嘗不是理性決策？再者，本

研究也發現，從熱門轉到冷門的主修者，頗大比例是曾經進入職場，

或是結婚生子，數年後才又回校園，因為實踐自己的興趣、落實自我

實現。以個人內在而言，心理充實的意義未必比不上市場價值。

四、研究限制與未來研究建議

本研究為國內極少數針對「學士—碩士」兩階段主修流動的研

究，綜合量化與質性資料分析，獲得不少研究成果。在此提出幾點研

究限制：第一，本研究量化資料為「臺灣高等教育整合資料庫」，該

筆資料蒐集時程為2007～2008年，除了資料略顯陳舊外，與研究者

2013～2014年自行蒐集的訪談資料有一小段時間差，此為本研究的主

要限制。但此筆量化資料提供國內各校大學／碩士兩階段主修科系，

十分難能可貴，搭配訪談依然有助於了解轉換主修之意圖。第二，由

於探索「科系」太繁瑣，本研究以「主修」來處理，即使已簡化，原

始資料仍多達20個「學門領域」，實際上難以建構20 × 20交叉表進

行分析，只能再度合併為文藝、教育、社科、商管、醫藥、農學、工

程、理學等八大類。分為此八大類的優點是人文社會、自然理工各四

類，每類大致符合一般認知；但也有其缺失，例如，各類比重不均

（工程類佔全體40%、教育僅3%～4%），且社科／商管、理／工領

域界定上恐有小部分重疊，難以完全互斥，且在一個大類內科系流動

（如材料改修電機、傳播改修法律）都是不小的變動，可是在本研究

中界定為「不流動」，如此恐低估整體流動率。

本研究提出幾點建議：首先，轉換主修領域未必是中斷過去所

學，也可能是延續補充原本專長，例如，大學主修老人、研究所主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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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學，可從事老人長照相關產業；大學主修教育、研究所主修資訊，

可強化資訊教育能力。建議制度面宜降低必修門檻，開放更彈性的選

修、轉學，鼓勵學生不同領域之間跨域選擇，並從寬認定學分抵免。

縱然看似不相關的主修，行動者往往能夠找到其中關聯，為提升自己

的市場價值而努力。其次，如上所述，本研究無法分析「領域之內」

科系流動，例如，土木轉到人工智慧、農學轉到生科，這些轉換對於

當事人是重要的人生抉擇，建議後續研究可聚焦於「單一領域」之細

膩科系流動分析。最後的建議是，除了蒐集更新、更趨近現況的資料

外，也可從微視角度，建構迴歸模型，掌握轉換主修的原因與機制，

此亦為甚有學術價值之研究取向。

誌謝：�本研究為林大森之國科會專題計畫「臺灣碩士生主修領域轉換

與勞力市場表現之分析」（NSC 102-2410-H-431-014-MY2）之

部分成果，初稿曾發表於「第23屆台灣教育社會學論壇—黃

毅志教授願行紀念研討會」，論文撰寫期間感謝黃毅志老師的

悉心指導，謹以此文紀念九年前離世的恩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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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旨在以自覺意識觀點，探究臺灣原住民族成人教育之研究

歷程，主要蒐集1992～2022年間，臺灣原住民族成人教育之相關研

究。採歷史研究與內容分析法，析論各階段研究重點，自覺意識的發

展與關注民族權益運動、國家政策、學術研究、教育實踐之關聯。研

究發現：一、臺灣原住民族成人教育研究的發展重點：從反思同化教

育到復振民族知識。其中首航10年（1992～2001），從同化教育轉

向原住民族本位終身學習；揚帆10年（2002～2011），從成立部落大

學，到省思原住民族知識體系；巡航10年（2012～2022），強化部落

大學經營，復振原住民族知識。二、臺灣原住民族成人教育的「自覺

意識」發展因素：殖民壓迫醞釀反思、國內外權益運動獲得啟發、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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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轉向與學術回應的交互影響。三、臺灣原住民族成人教育發展的動

態歷程：以自覺意識為核心，權益運動推進政策，政策扶持研究，研

究引導實踐。本研究建議，未來臺灣原住民族成人教育研究，可採民

族誌研究法，深入探究各族成人學習的精緻樣貌；以行動研究法與在

地族人協作，設計符合族人需求的終身學習網；以比較研究法借鏡國

際經驗，為臺灣政策與實踐提供前瞻性的啟發，盼有助於原住民族成

人教育之發展。

關鍵字：成人教育、自覺意識、原住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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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alysis of the Development of  
Indigenous Adult Education Issues in Taiwan over  

Thirty Years (1992~2022)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Self-Awareness

Yi-Ting Wang*  Hsin-Chih Tung**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investigate the research history of adult 
education for Taiwan’s indigenous peopl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elf-
awareness,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related research spanning the period 
from 1992 to 2022. Using historical research and content analysis, the 
study analyzes the key points of each identified stage of research and the 
development of self-awareness, focusing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ndigenous peoples’ rights movement, national policies, academic research, 
and practice. The study’s main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1) The developmental 
focus of research on Taiwan’s Indigenous adult education has evolved from 
reflecting on assimilationist education to revitalizing Indigenous knowledge. 
The period under study can be broken down as follows. The first decade 
(1992~2001) involved a transition from assimilative education to indigenous 
peoples-oriented lifelong learning; the second decade (2002~2011) saw 
progression from the establishment of tribal universities to reflection 
on Indigenous knowledge systems; while the third decade (2012~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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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idenced a strengthening of the management of tribal universities and 
the revitalizing of indigenous knowledge. (2) The development of “self-
awareness” in Taiwan’s indigenous adult education was influenced by 
several factors: reflections on colonial oppression, inspiration from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rights movements, and the interplay between policy shifts 
and academic responses. (3) The dynamic process of indigenous adult 
education in Taiwan is characterized by a consciousness-raising core, where 
rights movements propel policy advancements, policies support research, and 
research guides practice. The study suggests that future research on Taiwan’s 
indigenous adult education could adopt ethnographic research methods 
to explore the intricate learning patterns of different indigenous groups. 
Additionally, action research methods in collaboration with local indigenous 
communities could be employed to design lifelong learning networks tailored 
to those communities’ needs. Moreover, comparative research methods could 
also be utilized to draw insights from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s, providing 
forward-looking guidance for Taiwan’s policies and practices in indigenous 
adult education.

Keywords:  adult education, self-awareness, indigenous peop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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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1992年教育部訂頒《發展及改進山胞教育五年計畫綱要》，首次

將「原住民（山胞）成人教育」之內容，納入教育部政策與法規中，

直至2022年，臺灣原住民族成人教育已發展30年。古人有云，三十而

立，究竟臺灣原住民族成人教育之研究歷程，如何從被殖民的同化教

育，走向解殖民的民族教育，是時候值得一探。

教育，可以作為壓迫的手段，也可以成為覺醒的呼喚。十九世紀

中後期，不論是美國、加拿大、澳洲與臺灣的原住民族，共同面臨殖

民者將教育包裝成「帶入文明的善意」，進行一系列切斷族群根源的

殖民同化教育（張家倩，2000；葉川榮，2017）。Freire（1968/1970）

對於「壓迫的成人教育」進行反思，提出以解放、知覺喚醒、社區政

治和社會行動，來建立解殖民的成人教育，此與「自覺意識」（self-

awareness）所建構的「民族教育」理念不謀而合。

現有臺灣原住民族成人教育相關研究，雖涵蓋對於殖民教育與主

流文化教育的反思（林津如、黃薇靜，2010；林清江，1995；張耀

宗，2004；葉川榮，2017）、原住民成人學習者的關注（林麗惠，

2000；胡美，2012；陳素蓮，2006），與建構原住民族知識體系及部

落大學議題（李素君，2012；李瑛，1998，2006；杜宜蓁，2013）等

面向，但缺乏對於原住民族成人教育整體發展歷程的系統性分析。是

以，本研究目的在於以「自覺意識」觀點，探討1992～2022年間，臺

灣原住民族成人教育的發展歷程，採歷史研究法與內容分析法。本研

究問題有以下三點：

一、臺灣原住民族成人教育在1992～2022年間的發展歷程為何？

是否呈現階段性特徵？各階段有何研究重點？

二、臺灣原住民族成人教育的「自覺意識」發展，受到哪些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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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激？學界對於「自覺意識」的反思與回應行動為何？

三、原住民族權益運動、國家政策、學術研究、成人教育實踐與

自覺意識之間的關聯性為何？如何相互牽引？

貳、自覺意識的相關意涵

何謂自覺意識？在教育社會學中，國外學者提及「自覺意識」與

家庭、社區及教育環境等社會背景密切相關。這些背景塑造了個人的

自我概念、價值觀及道德判斷，進而影響個人的社會整合及人際關係

（Goleman, 2006; Weidman, 1989）。在教育心理學中，「自覺意識」

被視為個人情感和認知發展的基石。具備自我反思能力可促進個人的

自我調節、目標設定及成長（Keenan et al., 2012）。

教育部（無日期）《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解釋為自己察覺到、

意識到。至於「意識」一詞，國語辭典中泛指一切精神活動，如知

覺、記憶、想像、覺察或警悟（教育部，2024）。從上述辭典的解

釋中，大致可以將「自覺意識」理解成自己（個體）對於周遭事物

的發展有所覺察、警醒，進而（可能）付出相對行動回應。在Han

（1995）有關民族自覺（ethnic self-awareness）與民族意識（ethnic 

self-consciousness）的討論中，也提出類似的說法，因其認為「自覺」

源於「自知」，「心動」才能「行動」。

梁漱溟（1987）認為「自覺」可定義為良知、獨知、明德，因為

自覺是人心內蘊藏的，與生俱來的。至於「意識」乃與自覺有著一心

兩面之關係，自覺屬於內在思維，意識則是對外活動：「人心對外活

動時，蘊於內之自覺或明強，或昧弱，高下絕殊，等差甚多；然大概

總不離意識而有活動」（梁漱溟，2005）。是以，從Han與梁漱溟的論

述中可知，自覺意識乃內在心思與外在行為的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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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松間太郎（1942）則認為自覺受「外來刺激」影響會釋放出民

族情感，進而帶出行動，如1920年代的東京臺籍學生，因抗日失敗、

殖民主義差別待遇下，對民族文化的反思，因而成立「新民會」便是

一例。換言之，自覺意識下的實踐（行為）並非僅為腦海中的「知」

所引動，受外部刺激的影響也是重要的一環。

針對自覺意識中的行動回應，寧新昌（2002）表示，必須經由反

思、反省、質疑、批判等一連串過程來支撐，因此明確的「目的性」

和「計畫性」是其主要特色。可以說，自覺意識的回應行動並非臨時

起意、匆忙決定，相反的卻是在理解的過程中，逐步建構起來的策略

性行為。

就自覺意識的「主體」而言，余英時（1993）談到可以是作為

個體存在的單個人，也可以是作為集體存在的群體。所謂的群體，

從1980年代黨外街頭運動、原住民族正名運動等例子來看，可包含

Forehand與Deshpande（2001）述及的民族特徵（相同習俗、信仰、語

言等）群體，甚至是Anderson（2006）所述之「想像的共同體」。

縱使有以上論述，自覺意識的討論仍缺少脈絡性的探究，甚至是

長時間的觀察。對此，童信智（2010）以1980～1990年代臺灣原住民

族文學為分析素材，提出了臺灣原住民族「自覺意識基本模式」。研

究中認為，原住民族的自覺意識乃始於「事件刺激」，帶來「事件反

思」，反思的積極性將自覺帶入「文字抒發」與「自覺實踐」的行

動，藉此傳播自覺意識，以達保衛族群之「目的」。當「目的」得到

滿足時，「自覺意識」強度會隨之趨緩，也可能在後續階段，因刺激

再次出現而回升；反之，若「目的」未得到滿足，「自覺意識」會愈

趨強烈。從原住民族自覺意識模式的觀察，自覺意識與其所處的時代

環境、社會氛圍密切相連，這也是為何1980年代起，原住民族陸續出

現權益自覺、文化自覺、語言自覺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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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上述相關論述，本研究定義：「自覺意識是個體或群體在內

外因素交互作用下，透過對社會環境、文化脈絡或外部刺激的覺察與

反思，形成具目的性與策略性的認知與行動回應。」是以，本研究之

論述便是在「受刺激」、「反思」、「行動」與「目的」等自覺意識

脈絡根基上發展。

參、研究方法與實施

本研究採歷史研究法與內容分析法，探討1992～2022年間，臺灣

原住民族成人教育的發展歷程，以10年作為單位，區分為三個階段，

分析各階段研究議題與自覺意識的發展，再與國內、外文獻進行對話

與詮釋，進而提出以自覺意識為觀點，探究臺灣原住民族成人教育研

究之觀察，與未來研究方向之建議。

一、研究概念與架構

本研究概念與架構設計如圖1所示，以歷史年代貫穿研究的時間長

軸，探究自1992～2022年的30年間，原住民族自覺意識、權益運動、國

家政策、成人教育研究發展與教育實踐彼此的關聯；同時自文獻中發

現、歸納不同年代受到「自覺意識」刺激、反思、實踐與目的之發展，

且當一個自覺意識的目的達到後，會再有何新刺激，來興起另一波自覺

意識。本研究以此作為架構，進行文獻內容分析、整理與詮釋。

二、研究資料範圍

本研究依照上述方法與架構，透過「華藝線上圖書館」、「全國

碩博士論文加值系統」、「國家圖書館期刊文獻資訊網」、「國立中

正大學圖書館網站」四個資料庫，以關鍵字「原住民」與「成人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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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研究概念與架構

20221992

註：研究者自行整理。

育」進行搜索，蒐集過程發現「部落大學」為原住民族成人教育之重

要場所，遂以此為關鍵字，再次進行搜尋。以上述方法蒐集1992～

2022年之國內相關研究，共70篇作為分析對象，其中包括研討會論文

12篇、期刊論文23篇、博士論文1篇、碩士論文34篇，再搜尋國際相關

文獻進行探討對話。為求研究的完整性，蒐集文獻之屬性，除採上述

方法蒐集之研究性文獻外，亦包含政策性文獻涉及法規、委辦計畫。

另為使論述完備，關於自覺意識之研究者，本研究並無特別區分族群

別，凡研究內容涵蓋「臺灣原住民族成人教育」之範疇，皆為探究之

範圍。最終引用國內文獻69篇及國際文獻9篇，作為本研究論述之參考

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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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限制

本研究文獻搜尋，以國立中正大學圖書館網站、華藝線上圖書

館、全國碩博士論文加值系統、國家圖書館期刊文獻資訊網，四種資

料庫平臺作為範圍，並以「原住民」和「成人教育」或「部落大學」

的關鍵字作為限縮，不代表所有原住民族成人教育的相關文獻皆已囊

括齊全。尤其，早年未電子化的文獻，在搜尋上恐有遺漏之處；其

次，非以「原住民族成人教育」為相關主題之研討會，會中所發表的

論文，若未有公開出版，也難以查詢；再者，原住民族成人教育活動

形式與場所相當多元，「部落大學」為研究者在查找文獻時，發現此

為原住民族成人特定學習的場域，故以此作延伸搜尋，其他場域因分

散不固定，研究者無法一一細數查詢，此為本研究之限制。

肆、首航10年（1992～2001年）： 
從同化教育轉向原住民族本位終身學習

1992年教育部訂頒《發展及改進山胞教育五年計畫綱要》，首次

將「原住民（山胞）成人教育」之內容，納入教育部政策與法規中，

因此，本研究以1992年作為第一個研究10年的首航起點，但仍探討

1992年以前之醞釀階段，因為自覺意識的興起，包含許多事件刺激、

反省與實踐的醞釀歷程，國際風向亦影響著臺灣的航向。

一、國內外原權運動刺激下的覺醒與反思

十七世紀以降，歐洲列強紛紛興起，推進帝國主義的殖民行動，

不但掠奪資源以滿足宗主國經貿利益，對於殖民地原住民族採取同化

教育，作為社會控制的手段。如1876年加拿大《印第安法案》、18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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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美國強制原住民族兒童住校以脫離家庭、1883年白澳政策（林津

如、黃薇靜，2010；葉川榮，2017），皆是外來移民成為主流族群

後，以「進步」觀點來「教化」原住民的「落後」所進行的同化政

策。臺灣自1895年起遭受日本全面性殖民，一方面以武力威嚇原住民

族，一方面普設警察駐在所與番童學校，要求族人改日文名、說日

語、學日本文化，強制推行皇民化政策（詹素娟，2019）。1949年中

央政府來臺，以漢人角度視為收復臺灣、光復中華，但對原住民而

言，無疑是另一個殖民政權的開始。脫下和服，換上漢服；取消日文

名，改換漢名；禁說日語和族語，改說漢語；從去日本學校，改去

國民學校。臺灣的原住民族群，仍在同化教育中被壓迫（張耀宗，

2004）。臺灣與國際，都面臨殖民者的同一把刀，試圖讓原住民族原

有的文化斷根，藉以剷除反動勢力，以達社會控制之目的。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激進主義可視為是殖民主義的反動，

民族自覺意識興起；1960年美國「大社會」方案、1964年美國《民權

法案》、1975年美國《印第安自決與教育援助法案》，皆關注原住民

族群的自主自決權和多元文化主義思維（李瑛、孫大川，1998）。巴

西學者Freire（1970）所著的Pedagogy of the Oppressed一書更是反殖

民思想的代表作，促使各地原住民族群從優勢族群的同化教育中，逐

步獲得解放。無獨有偶，國際間自覺意識浪潮推向臺灣，1980年代臺

灣原住民族知識分子覺醒，1984年「臺灣原住民權利促進會」（以下

簡稱原權會）成立，1985年國際起草《聯合國原住民族權利宣言》，

1987年原權會發布《臺灣原住民族權利宣言》，結合報章（如《南島

時報》、《台灣教會公報》、《聯合報》、、中國時報》、《原報》

等）、雜誌（如《高山青》、《獵人文化》、《聯合文學》、《山海

文化》）之聲量與街頭行動之能量，帶出長達10年的原住民權益運動

（如正名運動、還我土地運動、爭取工作權、搶救山地雛妓、雅美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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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核運動與說母語運動等），喚起了主流社會對原住民族議題的重新

思考。

1991年美國學者Cassara指出融爐的觀念必須由「文化多元論」

（cultural pluralism）所取代，且要提供跨文化教育給優勢族群的成

人，幫助他們對多元文化有真實的領悟，正如Freire的看法，支配者與

被支配者雙方都受到社會結構的監禁而不自知，無論壓制者或被壓制

者，雙方都需要解放（李瑛、孫大川，1998）。因此，1993年秘魯政

府與教育機構，邀請亞馬遜原住民，以參與式及跨文化主義的概念，

共同設計成人教育方案（Aikman, 1998）。值得注意的是，這類思潮也

間接影響了臺灣引動多元教育的改革（李瑛、孫大川，1998），同時

孕育了1990年代原住民族成人教育政策及學術研究的發展。

綜合上述，不論海內外原住民族，皆遭遇殖民者以同化教育作為社

會控制的手段，然而，受壓迫者的反動，在權益爭取的刺激下，連帶引

起社會輿論與學者反思，透過政策制定改善原住民族整體發展，將自覺

意識從醞釀、覺醒推進到行動階段。本研究彙整國內、外原住民族成人

教育的發展脈絡，歸納出「殖民主義、同化政策階段」、「自覺意識醞

釀階段」、「自覺意識覺醒階段」與「自覺意識行動階段」，且發現國

際上自覺意識浪潮，以約莫10年之差，推動著臺灣原住民族成人教育發

展（如圖2）。1996年，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成立，原住民族有專屬

的行政機關，一系列發展將原住民族成人教育帶入行動階段。

二、政策推展啟動原住民族成人教育研究

首航10年中由政策推展帶動自覺意識「行動」（原住民族成人教

育研究），可理出醞釀（1992～1997年）、爆發（1998年）、延續

（1999～2001年）三階段（如圖3）。以下就其形成脈絡與關係，具體

論述之。 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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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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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原住民族成人教育研究與政策對照（1992～200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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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圖中曲線為原住民成人教育研究性文獻篇數，黑底白字為原住民成人教育
政策、灰底黑字為自覺實踐下所促成之行動、白底黑字為成立成人教育研究之
單位。研究者自行整理。

（一）醞釀期：1992～1997年 

原住民族成人教育方面的研究，受到教育部一系列有關社會教育

改進方案評估的帶動，逐漸在學界開展起來。諸如教育部研考會〈加

強山胞社會教育之改進方案研究〉，委託研究案〈偏遠地區成人教育

現況需求及可行模式之研究〉、〈屏東縣成人教育現況、需求及可行

模式之研究〉與〈山地成人教育現況需求及可行模式之研究〉，皆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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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後續成人教育研究之基礎（張菀珍，1998）。

1992年以「適應現代生活，維護傳統文化」為目標而頒定之《發

展及改進山胞教育五年計畫綱要》，揭示了體制內新的指導方針（國

家教育研究院，2024）。體制外，在原住民族知識青年多年抗爭下，

1994年的國民大會終於通過將「山胞」正式改稱為「原住民」，同年

教育部頒定《民間團體辦理原住民社會教育實施要點》，逐漸為原住

民族成人教育的開展預備養分。

在上述的政策刺激下，林勝義（1995）首先針對原住民被拉到都

市接受主流教育進行「反思」，進而提出原住民族成人教育必須社區

化的概念。首先，結構上要融入原住民社區，以便就近參加；其次，

功能上要尊重各聚落（社區）原住民的自主權；再者，內容上要傳承

原住民的傳統文化；最後，實施上要結合原住民的社區資源。

同時期，受國際間多元文化概念引導，促使國內倡議「多元文化

教育」理念。如林清江（1995）提及反文化霸權理論與文化相對論，

是對原住民長期遭受單一強勢文化教育所進行的「反思」。1997年憲

法增修條文中也明定「多元文化」，進一步強調各族群文化的相互尊

重與學習。換言之，在基於肯定多元文化價值的原則下，相關政策規

劃與制度設計，逐漸轉向積極維護、發展原住民族的語言及文化（曾

大千、何思瞇，2009）。基於此，李瑛與孫大川（1997）提出了都市

原住民族成人教育的主要目標為「返本：部落認同」與「創新：都會

適應」，這項雙元兼備的論點，不僅凸顯多元文化觀點，也呼應生活

於原漢互為主體的臺灣社會。

除此之外，李瑛（1996）提出「轉型學習」之成人學習理論，強

調個人透過批判性思考，不斷反省過去經驗所形塑的「意義觀點」，

進行持續性的修訂，是「解放學習」的歷程。其中，「意義觀點」又

可分為三個層面來探究：第一，須質疑在主流所建構的「知識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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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知識是被菁英分子選擇，且可能被扭曲，並非客觀事實；第二，

大漢中心主義與刻板印象，皆形塑社會大眾對於原住民的「社會語言

觀點」；第三，當原住民在成長中受到汙名化，會影響個人在「心理

意義觀點」的負面認同與防衛機制。因此，在學習設計上需透過個人

轉型學習，以及社會改革行動模式，讓原住民族成人教育不再是補救

教育，一昧要求原住民適應主流文化所建構的生活；取而代之，要能

發展出真正「賦予權力」的教育。

此階段的原住民族成人教育，不僅由學者在研究上發聲，實務上

也加緊腳步以培育人才。如1996年教育部委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社會

教育系辦理《原住民成人教育實施計畫》和《原住民成人教育工作者

培訓計畫》。此外，國立中正大學成人及繼續教育碩博士班、國立高

雄師範大學成人教育碩博士班，以及國立師範大學社會教育學系博士

班亦陸續成立。

從自覺意識來看，醞釀期受政策頒布的「刺激」，原住民族成人

教育的研究，聚焦於過往教育措施的反省，並提出具體論點與人才培

育行動，期盼達成「去同化」與「去汙名」之多元文化觀點為目的。

然而，此階段雖有設立研究單位，但從政策到學術，本質上仍以漢人

優勢族群之觀點為主。

（二）爆發期：1998年

1998年教育部定為「中華民國終身學習年」，發布《邁向學習社

會白皮書》，更加確立終身學習的趨勢與臺灣成人教育的學術地位。

此政策帶動了研究風向，如1998年由教育部、原住民族委員會、國立

臺灣師範大學社教系、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成教中心、順益原住民博物

館與山海文化雜誌社共同辦理之「原住民成人教育國際觀摩暨學術研

討會」，便是最顯著之例。會議中所談論之議題涉及面向多元，其中

林慧貞與謝文和（1998）透過盤點歸納出原住民族成人教育之需求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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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文化傳承、家庭親職、就業與生活輔導等方面。實際推展上涵

蓋：部落活化、都市社區總體營造、原住民就業與生活輔導、家庭親

職與成人教育工作培訓等。

家庭親職方面的議題，李文成（1998）回顧阿美族傳統家庭組

織、結構與規範；林金泡（1998）以原住民族文化傳承與親職教育為

題，進行討論；楊傳國（1998）則是論及泰雅族傳統家庭組織；黃世

鈺（1998）舉鄒族家庭教育推展實務進行分析。綜觀上述討論涉及社

會組織、家庭型態、部落教育等傳統部落社會的成人教育議題。林志

興（1998）則由法令角度提出原住民族成人教育應提升法律教育，其

認為法律知能提升、法律知識的普及尤為重要。張菀珍（1998）則進

一步強調，相關法規應從內涵、經驗、福利、文化等調整，並認為人

才培育與獎勵機制應有更完善之訂定。

有別於上述，張慧端（1998）指出可將社區、生態博物館理念結

合原住民族成人教育，因兩者理念相通，以國外成功案例，認為原

住民博物館人員的養成，可納入成人教育之中。無獨有偶，許功名

（1998）則是從文化產業角度談及藝師的訓練、養成與傳承，是原住

民族成人教育重要的一環，並強調政府應積極栽培。人才培育的綜合

性觀點則以李文富與吳天泰（1998）所提出之「原住民族學苑」為

主，其強調可發展地方特色式的學習中心，培育種子工作者。另外，

認為需要導入多元文化教育概念，以實踐原住民族多元的教育觀點。

李瑛與孫大川（1998）以社區本位及參與式決策的概念，提出臺

灣第一個「原住民成人教育的規劃模式」，論述文中針對當時主流思

維架構下的成人教育理論能否適用於原住民社會提出見解。強調原住

民族成人教育應考量部落歷史、社會文化背景，反映族人價值觀，以

及相關活動盡可能結合部落，教學內容必須納入原住民知識體系。除

此之外，爆發期的另一項重點則是「原住民終身教育體系」的建構。

06-2-王怡婷+童信智_p051-096.indd   67 2025/5/7   下午 04:06:30



教育與多元文化研究

第 31 期68

這項研究議題受《終身學習法》研擬與國外案例引動，並在國立臺灣

師範大學舉辦之「原住民終身教育體系建構」座談會中引起廣大迴

響。其中，李瑛（1998）提到，原住民終身教育體系必須考量原住民

族獨特背景及經濟弱勢情況，也應兼顧原住民文化傳承與社會適應雙

重性目標。此外，家庭教育及多元學習管道，應是原住民終身教育努

力的方向。

從自覺意識來看，可發現醞釀期的部分議題（如結合社區、人才

培訓）仍於此時期延續討論，意味著「目的」未完成。再者，因政策

持續推展，舉辦國際交流研討會而產生「新刺激」，研究議題也逐漸

拓展。總而言之，在多重因素匯集下，原住民族成人教育的研究發表

在此刻達到高峰。

（三）延續期：1999～2001年

前期「原住民成人教育國際觀摩暨學術研討會」結束後，學術界

在部分議題上持續有可發展的研究觀點；其中，關於「社區本位」的

探討即是一項重點。如國外有Aikman（1998）提出的參與式決策模

式，國內則有林麗惠（2000）提及以社區本位實現教育機會均等的論

點。另外，張家倩（2000）以澳洲1996年成立「獨立原住民教育機構

聯盟」（The Federation of Independent aboriginal Education Providers）

的經驗，提供臺灣參考，該機構所有方案皆由原住民社區進行支配

（community-controlled），原住民擁有管理與自辦教育的權力，不再

讓主流社會「教育原住民」，以達「原住民教育」之目的。

另一項重要議題則是秉持「多元文化」論點提出新的思考。如林

麗惠（2000）指出，教育當局在認定原住民必須接受現代化教育時，

需要反思，漢化並不等於現代化，推進原住民現代化的動力，應源自

原住民本身的自覺，而非受其他民族宰制，因此，必須以雙元學習

（two-way learning）來兼顧傳統與現代的適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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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上述兩項議題外，林麗惠（2000）以「終身學習」為觀點的

論述（即打破了學習年齡的限制、學習場域的框架、學習對象的侷

限，擴展至生命全程的學習觀點），提及原住民族成人教育應納入部

落歷史、社會文化背景，學習活動需配合部落生活與特色，賦予原住

民自主規劃教育方案之參與權，更重要的是結合部落產業發展，強化

職能訓練，以創造就業與經濟收入。然而，「終身學習」的概念，看

似從國外引進國內，實則為原住民族原本的教育模式，因為能在臺灣

島上五、六千年生生不息，傳承智慧的關鍵即在於終身學習；部落即

教室，家人即老師，生活即智慧，各年齡族人都是學習者，也是教導

者。

從自覺意識觀點來討論「終身學習」，原住民族成人教育研究在

此階段，相當程度地反思由殖民者強勢進行的同化教育，特別是將教

育限縮於教室，知識由霸權壟斷，以及用主流教育機制來建構原住民

族終身學習等。不過，如何跳脫外來思潮與主流機制的控制，轉而虛

心向原住民族就教傳承千年的終身學習智慧，以建構原住民式的終身

學習體系？在此階段研究中尚未出現。

綜合來看，本階段之發展（醞釀、爆發、延續）某種程度上可

謂受到原住民族權利運動的影響，如從體制外自發性團體街頭行動

（《原住民權利宣言》、正名運動），並結合報章媒體傳播，到體制

內行政機關的建立，促使政府提出相應政策，爾後在學術界、教育界

進行探究與實踐。上述歷程環環相扣，可謂樹立了原住民族成人教育

「由下而上」的發展模式，亦符合自覺意識發展脈絡的軌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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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揚帆10年（2002～2011年）：從成立部
落大學，到省思原住民族知識體系

由首航10年的觀察得知，國家政策、社會氛圍的「刺激」，是促

成原住民族成人教育研究的因素之一。此現象在第二階段的研究歷程

中，也同樣可看出相似情況。最顯著的例子即是，2002年《終身學習

法》頒布後，同年原住民族部落社區大學紛紛成立，隨後於2004年頒

布《原住民族部落大學補助要點》，教育部、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等政府機關，確立部落大學為落實原住民族成人教育之重要策略，因

而激發學界一連串的討論。

從原住民族運動角度來看，此時權益自覺行動受到1990年代回歸

母土的啟蒙，促使原本在都市街頭的抗爭逐漸轉向部落深耕，回到祖

先土地，吸取文化奶水，成為延續原住民族運動的重要理念（台邦‧

撒沙勒，2004）。因此，「部落主義」的呼聲喚起原住民知識青年返

鄉（如台邦‧撒沙勒、麗依京．尤瑪、瓦歷斯‧諾幹、丹耐夫‧正若

等），也進一步提升以部落為主體的思維（童信智，2010）。於上述

的發展背景下，以部落為學習場域的觀點成為此時期重要的主軸，是

以谷縱‧喀勒芳安（2005）指出，部落大學與社區大學之不同，在於

以原住民族為主體的社區教育，對內傳承傳統文化的價值，對外因應

主體社會所需的能力，透過內與外的對話過程，建構知識體系，成為

培養部落人才的方法。因此，部落大學將學習場域回歸部落，講師回

歸部落耆老，教材回歸部落生活，課程規劃與部落緊密結合，使學員

能從傳統智慧中找到與現代生活的連結，是一種原住民文化的復振與

再組合。

基於上述觀點，部落大學的成立可說是匯聚多種思潮所帶動的政

策實踐，如圖4所示，從「社區化」觀點而言，自1960年代，美、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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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國社區學院興起，30年後，1994年臺灣才提出社區大學理念；以

「終身學習」觀點而言，1972年聯合國《法爾報告書》提及終身學習

為未來教育改革之方向，1980年臺灣修改《社會教育法》以實施全民

教育及終身教育為宗旨；以「權利自覺」觀點而言，1985年起草《聯

合國原住民族權利宣言》，1987年發布《臺灣原住民族權利宣言》；

從「多元文化」觀點而言，1991年美國學者提出以多元文化取代熔

爐，1994年臺灣教改提出多元文化教育理念；再者，以「轉型學習」

觀點，雖未被許多學者直接提及，但解放知識的概念，批判主義的思

想，確實蔚為風潮。研究者認為，上述五大思潮引發民族自覺「刺

激」，使臺灣面對既有的教育體制與知識來源，產生「反思」。如同

時在多元文化強調不同族群間彼此尊重與學習的精神下，究竟何為原

住民族的知識與教育方式？成為原住民菁英分子與教育改革所關切的

議題。是以，在解放知識與公民社會浪潮中，社區大學的建立，呼喚

出屬於原住民族特色的部落大學。

2002～2011年揚帆10年，部落大學成為原住民族成人教育的旗

幟，在自覺意識的浪潮中快速前進。綜整此階段之研究，發現最受

關注之主題為部落大學之「經營策略」（李玉婷，2003；陳枝烈，

2003；陳枝烈、謝雪紅，2004），其次為學員「參與動機和滿意度」

（宋春富，2006；陳素蓮，2006；陳淑靜，2004），有關「課程設

計」（許淑貞，2008；湯光明，2008；謝雪紅，2006）與「政策研

究」（谷縱．喀勒芳安，2005）則占比較少。

綜整上述研究，可歸納出以下四個觀點。首先，「社區化」觀點

認為部落大學之特色正是以原住民為主體，部落為本位，原住民團體

與政府共同辦理，乃社區本位與參與式決策模式；其次，「多元文

化」教育觀點認為課程設計的核心，在漢文化觀點之外，應增添原住

民觀點的教育，並在傳統與現代中，進行雙元學習；再者，「轉型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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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觀點認為，促使社會反思應建構屬於原住民族的教育體制；最

後，「終身學習」觀點表示，部落大學應打破年齡與學歷的限制，為

族人提供一個開放學習的系統。同時，上述文獻針對部落大學的共同

困境亦指出兩項建議：一為「人力資源需培養」，特別是在都市化過

程中，人口外移造成部落人才缺乏，需重視人力資源的整合與原住民

師資的培育；二為「課程規劃需系統」，片斷的課程無法提供族人全

面的學習，需有研發團隊協助研發系統化教材，使課程能長久發展，

並爭取學分認證。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學界在此時期開始反省以英國、美國、法

國為知識中心的主流學術，對於在地文化的壓迫；李瑛（2006）提出

原住民族終身教育需從「道德模式」、「啟蒙模式」轉化為「賦權教

育」，教育不只是適應現代社會，更能挑戰既存社會結構，朝向社會

正義的轉化；因為知識建構的後設敘事，可能成為某些人合法化權力

的控制，故需從漢人建構的知識，轉化為原住民族知識體系的建構。

因此，透過部落大學的發展，踏上建構知識的步伐亦瞥見重構教育體

系的曙光。

張德永（2006）也指出，要回歸原住民族成人教育的主體性，第

一步是族群認同，第二步是自覺、自決與自治，第三步是建構原住民

文化教育體系。施正鋒與吳珮瑛（2009）於第一屆原住民族知識體系

研討會中，反思臺灣的學術殖民主義與原住民族的知識主權，提出原

住民族研究的屬性應該是（of）原住民族、為了（for）原住民族，以

及由（by）原住民族來從事，透過轉型、去殖民化、療傷復原和動

員才能達到民族自決等目標；並建議在臺灣的北（臺北）、中（埔

里）、南（屏東）、東（花東）、西（嘉義）發展原住民族研究學

院，建置一所完全原住民族大學。

綜合上述，就自覺意識的角度而言，「揚帆10年」的研究有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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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續「首航10年」中關注的「社區化」、「多元文化」、「轉型學

習」及「終身學習」論點，有些前期所強調的「目的」正逐漸達成，

進而趨於平靜（如社區化、多元文化）；有些則受到新的刺激而有所

反思，進而產生新的行動，以達成新目的（如轉型學習、終身學習、

知識體系等）。如此來看，上述現象符合自覺意識脈絡所提出之論

點，也發現原住民運動的發展軌跡，可與本階段的發展情況對應，換

言之，權益爭取運動導引政策發展，進而牽動了原住民族成人教育研

究的動向。其次，本階段最主要的「刺激」、「反思」聚焦在原住民

部落大學的課程，以及人力等營運發展上。至於，政策面的討論，如

補助要點、評鑑機制等並未有進一步的分析與研究。本研究認為，此

階段的研究者大多思考如何踏穩部落大學營運為首要任務，以致尚未

有餘力投入其他議題之探究。

陸、巡航10年（2012～2022年）： 
強化部落大學經營，復振原住民族知識

乘著首航10年與揚帆10年的研究議題累積，巡航10年的研究成果

一方面延續前期關注的部落大學議題，另一方面也展開新議題的探

究。換言之，原住民族成人教育的研究經由20年的發展，邁入多元與

多面向的面貌。

一、部落大學議題的後續研究 

隨著部落大學開辦，學界關注的視野與角度逐漸累積，研究的區

域從高雄擴展至臺北、苗栗、新竹、南投與臺東等區域。換言之，部

落大學的研究來到各區全面檢視的階段。本時期仍持續進行的研究主

題包含：經營策略（日智衡，2013；周琪絜，2013；翁福元，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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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春龍，2014；陳天斯，2013；曾玉蘭，2020）、滿意度調查（王俋

晴，2015；王藝璇，2018）、學習動機（王藝璇，2018；謝芸薇，

2012）與知識建構（李素君，2012）。新的議題則有：課程教學（何

沛靚，2019；吳佳霖，2016）、文化認同（謝芸薇，2012）與部落賦

權（杜宜蓁，2013）等。綜合而論，有關經營管理方面，研究中提出

財務短缺與每年標案運作，造成人事與財務的不穩定性，影響士氣，

因此需要制度化與組織化，與鄰校合作，進行策略聯盟。其次，就學

習風氣而言，研究中認為許多族人尚不知部落大學的意義，需喚醒族

人肯定族群文化具有學習價值的意識。至於，關注主流與傳統文化課

程方面，研究中認為由於政府單位、專家學者以漢人居多，仍是掌握

資源者，因此漢人的評量思維會影響部落大學的課程發展，以及族人

的參與意願，需有多元文化觀點與協商共生的智慧。

二、原住民族知識體系的復振與傳承

Russell（2005）曾言，重視原住民知識體系，某種程度上是原住

民權利議題的延伸。而此觀點直至近期仍持續發展，如Assefa（2021）

便強調融入原住民知識體系的成人教育課程，就文化傳承而言具有無

可估量的價值。換言之，教育內容若相當程度地與學習者的真實生活

經驗有所連結，是有助於確保其社會的持續發展。

以臺灣原住民族而言，最初主要是集中在生態與環境相關知識的

建構，較集體性的如山美部落達娜伊谷自主性的護溪運動（高正勝，

2005）。是以，延續著知識解放的理念與自覺意識的浪潮，巡航10年

（2012～2022年）的研究，更細緻地在臺灣原住民知識體系之復振與

傳承上探究。本研究將相關研究針對如何建構原住民族知識所提出的

看法，歸納為五大面向，包括知識建構根基、學習方式、課程規劃、

教育體系及師資培育（如表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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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建構原住民族知識的五大面向

面向 研究發現與建議 文獻來源

知識建構

根基

1. 需因地制宜，發展出共同課程與特色課程

2.  依循本有的部落文化傳承系統性，建立各族群的知識 
 體系

3. 建立知識庫以共享知識

（ 李 素 君 ，

2012；杜宜蓁，

2013）

學習方式 1. 學習動機與文化認同呈現正相關

2. 訂定學習策略、建立學習網絡

3. 學員要能自主發聲，需長期培養賦權意識與社群認同

4.  依循傳統的學習模式：如師徒制、年齡階層制、代 
 間學習方式、行動教室

5. 善用數位科技打破時空限制

6. 文化傳承需要循序漸進，從被動學習到主動傳承

7.  身教是文化傳承極佳的方式，讓學生感受到文化傳承 
 的重要性

（ 杜 宜 蓁 ，

2 0 1 3；洪宏，

2 0 2 1；胡美，

2012；曾玉蘭，

2020；黃繼正，

2021；葉蕙瑄，

2020；謝芸薇，

2012）

課程規劃 1. 以部落觀點規劃課程，編輯各部落教材

2. 加強傳統與現代知識的連結

3. 活化課程培力部落人力資源

4. 發展災難學研究，因應氣候變遷

5. 加強發展原住民文化創意產業

6. 推廣親子共讀使部落教育向下扎根

7. 規劃各部落學員共同學習的聯合課程

8. 學用並行，提升族人知識與經濟

（ 日 智 衡 ，

2013；吳佳霖，

2016；周琪絜，

2013；許春龍，

2014；陳天斯，

2013；陳德秋，

2013；曾玉蘭，

2020）

教育體系 1. 學程的認證是對民族知識的肯定

2.  原住民族教育機制的整合：建立民族教育新體制，以 
 建立民族大學為目標

3.  建立學習型組織、構築學習型部落：以輔導團促進部 
 落學習組織發展

4.  善用部落大學為資源分享平臺（多元課程、公共討 
 論），達到知識解放目的

（ 日 智 衡 ，

2013；吳佳霖，

2016；周琪絜，

2013；陳天斯，

2013；陳德秋，

2013；曾玉蘭，

2020）

師資培育 1. 建置師資人才資料庫

2. 師資需兼具傳統與現代知識

3.  講師需有深厚的文化底蘊

4. 以部落為主體的培育人才模式

（ 李 素 君 ，

2 0 1 2；胡美，

2012；陳德秋，

2013）

註：研究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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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納學者們的研究，可知知識解放是建構的起點，如何在遭遇文

化霸權破壞後，重構民族知識，又避免落入主流再製，為重要課題

（李素君，2012；周琪絜，2013；謝雪紅，2006）。再者，同中求

異，異中求同的課程發展，兼顧各校學程制度系統化，各地部落知識

豐富化（李素君，2012；曾玉蘭，2020）。另外，數位保留傳統成為

知識的種子，讓部落耆老的智慧得以透過影像科技，傳承於未來（李

素君，2012；周琪絜，2013）。

值得一提的是，有研究發現部落大學皆朝向與各原住民社團、教

會、機構合作，發展部落教室、行動教室，目的在回歸部落即教室的

原始樣貌（王藝璇，2018；吳佳霖，2016；李素君，2012；周琪絜，

2013；曾玉蘭，2020）；其次，原住民族成人教育場域甚廣，有以原

住民社團組織、文化健康站、原住民專班、永久屋社區與部落場所為

題之研究（林若望，2021；胡美，2012；孫智辰等，2018；賴淑娟，

2020），正式機構與非正式機構，正規教育與非正規教育皆囊括其中；

最後，關於教育方式，研究指出族語及傳統技藝的傳承，需要師徒制

（周琪絜，2013；曾玉蘭，2020），亦有研究針對卑南族年齡階級制度

的學習方式（葉蕙瑄，2020）、賽德克族織布技藝的傳承方式（賴淑

娟，2020）、狩獵學習融入代間教育的探究（黃繼正，2021），與透過

繪本創作作為原住民大學生傳承文化的方式（洪宏，2021）。

就自覺意識的角度而言（如圖5所示），此階段是在歷經殖民教育

後，回溯傳統與邁向未來的解殖過程；當代原住民生活於部落與都會

間，生存於多元族群交織間，建構知識的路上，必歷經自覺意識甦醒

與多元文化交織的過程；因此，需要大量「對話」，政府組織與原住

民社團的對話、部落族人與部落大學的對話、知識青年與部落耆老的

對話，唯有充分對話，民族身分與知識獲得「覺醒」，才能建構出可

「實踐」的原住民族知識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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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　 

建構原住民族知識、教育、就業體系的自覺歷程

註：研究者自行整理。

本研究認為，終身教育本為原住民族之生活理念，是殖民政權框

住了教育的藩籬，限縮了教育的想像；如今，在建構原住民族知識與

教育體系的道路上，回歸學習初心，部落即教室，生活即教育，家人

族人就是最好的老師，終身學習、永續傳承即是原住民族的生存之

道。

綜合來看，如同成人教育學者Freire（1970）所述，不是「為」受

壓迫者而做，是「和」受壓迫者一起從事教育的過程；因此，不論是

從「上而下」的政策推動，或者是由「下而上」的部落參與，皆為此

階段復振原住民族知識體系的重要基礎。

柒、結語與展望

一、結語

（一） 臺灣30年（1992～2022年）原住民族成人教育研究的發展

重點：從反思同化教育到復振民族知識

首航10年（1992～2001年）主要反省殖民時期的同化教育，尋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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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原住民族為主體的成人教育方向。研究面向包含：社區化（強調融

入原住民社區，尊重自主權）、多元文化（反思單一文化霸權，倡議

尊重原民語言文化）、轉型學習（透過批判思考達到解放學習）、終

身學習（打破學習限制）及政策研究啟動。此階段為原住民族主體的

成人教育奠定理論基礎，試圖擺脫同化教育框架。

揚帆10年（2002～2011年），研究重心轉向新成立的部落大學，

反思主流知識體系，關注原住民族知識建構，以及部落大學如何成為

社區教育場域，傳承文化培養人才。強調部落大學應以原住民為主

體，部落為本位，實行參與式決策，以「賦權教育」挑戰既存社會結

構。

巡航10年（2012～2022年），延續對部落大學的關注，更強調經

營管理及原住民族知識體系的復振與傳承。研究全面檢視部落大學的

經營策略、滿意度、課程教學、文化認同與部落賦權等議題。深入探

討原住民族知識體系建構，從知識根基、學習方式、課程規劃等多面

向提出建議，強調知識解放是建構起點，肯定原住民族傳統學習模式

（如師徒制、年齡階層制、代間學習）在文化傳承中的重要性，同時

關注應擴展多元的學習場域。

（二） 臺灣原住民族成人教育的「自覺意識」發展因素：殖民壓

迫醞釀反思、國內外權益運動獲得啟發、政策轉向與學術

回應的交互影響

臺灣原住民族成人教育「自覺意識」的發展，受到以下因素之交

互影響：

1. 殖民歷史與同化教育的壓迫：長期殖民統治與同化教育試圖切

斷原住民族文化根源，使其在語言、文化、生活方式上趨同於殖民

者。這種壓迫經驗在原住民族內部醞釀反思與不滿，成為「自覺意

識」萌發的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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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國內外原住民族權益運動的啟發：美國、加拿大、澳洲等國原

住民族權益運動，以及Freire等學者的反殖民教育思想，對臺灣原住民

族知識分子產生深刻啟發。1980年代，「臺灣原住民權利促進會」發

起的正名運動、還我土地運動等，直接挑戰主流社會對原住民族的歧

視，喚醒族群與權利意識。

3. 國家政策的轉向：1992年教育部首次將原住民族成人教育納入

政策法規，1994年「山胞」正名為「原住民」，1996年成立行政院原

住民族委員會，2002年《終身學習法》頒布及部落大學成立，體現政

府對原住民族自主發展的認可，進一步刺激文化傳承與發展的自覺行

動。

4. 國際學術思潮的影響：1990年代以來，文化多元主義、終身學

習、社區發展等思潮興起，為臺灣學界提供新的理論框架，反思同化

教育模式，轉向原住民族本位的教育理念與實踐。

臺灣學術界對原住民族成人教育「自覺意識」的發展，展現了積

極的回應。首先，從解殖視角重構教育主體性，1990年代起，學界主

張從「教育原住民」轉向「原住民教育」的主體建構，重視原住民族

語言、文化與知識體系；其次，在知識論層面提出「轉型學習」及

「雙軸（返本、創新）理論」，調和傳統與現代張力。部落大學興起

催生新型態研究，加入社區教育觀點。2000年代末期展開從「文化保

存」到「知識主權」的典範轉移，透過建構自主知識體系，挑戰西方

中心主義的學術霸權；近期研究顯現「傳統再創造」趨勢。整體而

言，「解殖—建構—創新」的三重辯證路徑，反映原住民族從「被研

究客體」轉變為「知識生產主體」的歷程，為自覺意識的重要實踐。

（三） 臺灣原住民族成人教育發展的動態歷程：以自覺意識為核

心，權益運動推進政策、政策扶持研究、研究引導實踐

臺灣原住民族成人教育的發展是一個多層次且動態的過程，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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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覺意識、民族權益運動、國家政策與學術研究之間的緊密互動（圖

6）。以下說明彼此互動關係：首先，自覺意識是核心驅動力，貫穿於

民族權益運動、國家政策、學術研究與成人教育實踐中，同時成為推

動其他面向發展的關鍵。其次，權益運動推進國家政策，迫使主流社

會重新思考原住民族議題，促使政府採取回應措施。例如，原住民族

語言推動組織（2019年迄今）在語言瀕危的自覺意識下，經由民間單

位爭取政府支持而成立，落實了「下而上」與「部落參與」模式。再

者，國家政策支持學術研究，例如，1998年教育部辦理「原住民成人

教育國際觀摩暨學術研討會」，產生大量學術研究；2001年部落大學

的推動掀起研究浪潮。最後，學術研究以反思、引導與校準的角色，

保持批判精神，引導政策方針，為原住民族成人教育的實踐提供理論

依據。

二、航向未來：臺灣原住民族成人教育研究之展望

（一）從描繪民族輪廓到雕琢族群樣貌

民族自覺的前題是自覺意識的興起，能認同且區辨我族與他族之

不同（童信智，2010），每個原住民族群，甚至同族群不同部落，皆

有相當大的差異。然而，本研究所蒐集的原住民族成人教育文獻中，

僅有少部分為特定族群之研究，族群範圍僅涵蓋官方認定16族中的7族

（布農族、阿美族、泰雅族、鄒族、卑南族、排灣族與賽德克族）。

此顯示成人教育學術界對原住民族的認識仍有努力的空間。建議未來

可採民族誌研究方法，深入瞭解不同族群的知識內涵、傳承學習方

式與自覺意識發展，以發現各族精緻樣貌，豐富原住民族成人教育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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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　 

原住民族成人教育、權益行動、國家政策、學術研究與自覺意識之間的關係網絡

註：研究者自行整理。

（二） 從建構制度化的學習體系到編織符合族人需求的終身學習

網絡

當教育以政策切入，必會朝向制度化建立體系，但原住民族的知

識、智慧與學習方式是否適合被規範於體系中？在臺灣生活五、六千

年的各族人群，知識之所以豐沛，正因不受體系框架，能在不同人群

交匯時自然學習彼此智慧，豐富原有文化。基於此，建議未來可採行

動研究法，以不同族群、地區之原住民族為主體，協作設計符合在地

需求的成人教育方案，突破現有體制框架。跨越族群藩籬形成共學之

網，打破年齡限制達到代代相學，善用城鄉差距擴展網絡維度，以建

構永續發展的原住民族終身學習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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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從國內研究到跨國比較

國內自覺意識的興起與原住民族成人教育發展深受國際思潮的影

響，然而，目前缺乏相關國際比較研究，建議未來可借鏡國際原住民

族成人教育相關經驗。如加拿大「第一民族大學」、紐西蘭「毛利成

人教育機構」、澳洲「原住民自主教育聯盟」等，透過國際比較研

究，期盼能為臺灣相關政策與實踐提供更具前瞻性的參考與借鑑。

誌謝：�本研究之完成，感謝國立中正大學胡夢鯨教授、林麗慧教授及

黃錦山教授指導。同時，亦感謝期刊審查委員提供精準寶貴的

意見，使本研究更臻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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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幼兒父母不畏迢迢千里路： 
對子女之期待、親職壓力與 

教養及所需支持

柯秋雪*

摘　要

本研究採質性研究法，運用訪談瞭解特殊幼兒父母對子女之期

待、親職壓力與教養，以及所需支持。研究對象包含五位安置在特教

班幼兒之父母與五位安置在普通班特殊幼兒之父母。研究者由父母對

子女圖像之期待，從傳統至現代的延續與轉變中探討特殊幼兒父母對

於子女發展遲緩之親職壓力，陪同子女進行早期療育，協助子女的學

習與發展所需的支持，以及他們對子女之教養態度與方式。研究結果

顯示：一、特殊幼兒父母皆期待子女能符合一般幼兒的發展里程碑，

平安健康長大，但會因應子女的健康情況、障礙程度與年齡增長等因

素而改變對子女之期待。二、特殊幼兒父母很關切子女的健康情況，

親職壓力和子女的障礙程度密切相關，家人與正式支持系統可減緩親

職壓力。三、特殊幼兒父母努力帶子女參與早期療育，背後反映了不

同的教養態度與方式，有些父母關注子女的發展遲緩領域，希望讓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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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的發展與學習能迎頭趕上一般幼兒，而有些父母則是較期望提升子

女其他領域之能力，如生活自理的技能，但也會因應子女的特質而有

不同的教養方式。最後，研究者提出對特殊幼兒父母之相關建議，並

進行省思。

關鍵字：支持、特殊幼兒父母、教養、期待、親職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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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ctations, Parenting Stress,  
Parenting Styles and Support for Parents of  

Young Children with Special Needs

Chiou-Shiue Ko*

Abstract

This study aimed to investigate expectations, parenting styles, stress 
and support for parents of children with special needs. Qualitative research 
was conducted through interviews, conducted with five parents of children 
placed in special education classes and five parents of children with special 
needs who were placed in regular classes. The researcher explored parents’ 
expectations for their children’s images, and with regard to both continuity 
and transformation from tradition to modernity, to explore parenting, stress 
and support for parents of special needs children with developmental delays 
or disabilities. These parents accompanied their children in early intervention, 
and strived to help support their children’s learning and development through 
their parenting attitudes and styles. Research results revealed the following: 
1. Parents of children with special needs expect their children to meet the 
same development milestones as typically developing children and grow up 
healthily. However, their expectations for their children will change based 
on factors such as their children’s health conditions, severity of disabilities, 
and age; 2. Parents of children with special needs are very concerned about 
their children’s health. Parenting stress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degree 
of their children’s disabilities. Family and formal support can alleviate 
parenting stress; and 3. Parents of children with special needs expect to 

*  Chiou-Shiue Ko: Associate Professor,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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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k hard to bring their children to participate in early intervention, which 
reflects different parenting beliefs. Some parents are concerned about their 
children’s developmental delays, with the goal of narrowing developmental 
gaps between their children and typically developing peers. Some parents 
are more interested in improving their children’s development and learning. 
Children’s abilities in other areas, such as skills in the area of self-care, 
will also engender different parenting styles and attitudes, depending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hildren. Finally, the researcher puts forward relevant 
suggestions and reflections for parents of children with special needs.

Keywords:  support, parents of children with special needs, stress,  
 expectation, paren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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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父母對於嬰幼兒的成長與教育扮演重要的角色，隱含傳統的社

會價值，華人文化重視人倫關係，是以家庭教育為基礎，進而擴展

至私塾教育，成為社會關注的議題（熊秉真，2000）。研究者曾在

“Teaching at an Early Age”一文中探討華人父母對於子女有高度的期

待，甚至在母體子宮內就已經勾勒出理想幼兒（an ideal child）的圖像

（Bai, 2005），希望子女未來能成龍成鳳，光宗耀祖，功成名就（Ko, 

2015）。

父母對子女的引頸而望，化為具體的親職教養實踐，從而也反映

出父母如何教養子女，成為好父母或期待父母圖像的成人視框。此

外，因應社會的傳統價值或社會規範，以及對於子女的看法，從胎兒

時期至幼兒時期之教導在歷代發展出不同的教養思維，教導子女的重

點與方向有差異，也較功能取向（熊秉真，2000；藍佩嘉，2019，

32）。

研究者深耕早期療育（以下簡稱早療）、學前特殊教育與學前融

合教育多年，曾參加跨校學習社群，研討華人文化之教養觀點，發現

華人父母從胎教開始「望子成龍、望女成鳳」，以及特殊幼兒父母投

入早療的過程，有其不同的教養態度與方式。在社群夥伴的討論與激

盪之下，研究者於2021年「發掘與探究－傳統古典文化與現代教育連

結之探討研討會」中發表相關論文，華人傳統文化早已有闡述幼兒發

育及延遲之古典文獻，在討論過程中興起從傳統和現代的延續與轉變

中探討特殊幼兒父母對於子女的期待，此乃探究的目的之一。特殊幼

兒父母對子女的期待，積極陪伴進行早療，衍生不少親職壓力，需要

多元的支持，此乃研究目的之二。而在此過程中，特殊幼兒父母陪伴

子女進行早療，父母的教養態度及方式隨著子女年齡的增長與障礙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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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等不同因素而有差異，是研究者探究的目的之三。

貳、文獻探討

因應社會的傳統價值與社會規範，以及對於子女期待的殊異，歷

代發展出不同的教養思維，以下首先探討父母對於子女的期待，繼而

提出發現子女的遲緩或異常的情況時如何積極參與早療、親職壓力及

所需支持，以及教養之態度與方式。

一、傳統至現代父母對子女之期待

華人文化中對於幼兒教育影響深遠的是宋代理學家，他們基本上

遵循《禮記》的方向。值得一提的是，朱熹重視人格與道德之培育，

對於幼兒的教導內容以生活教育與道德訓練為主，他在《童蒙須知》

中論述：「生活和道德訓練為先，識字讀書活動居次的幼教理想」

（熊秉真，2000）。朱熹的《童蒙須知》強調嚴格管教，王陽明《訓

蒙大意》則較重視自由、活動、自然，學習敬老尊賢等社會行為規範

與日常生活常識（如數字、方位等）（熊秉真，2000；盧美貴、黃月

美，2012）。

到了明清時代，科舉取士為任用人才之主要途徑，讀書當官成為

家族力爭上游的轉機，也因此影響幼教目標和內容的調整，主要是光

宗耀祖，關心智力的表現。對於家庭而言，尤其男孩子需讀書以能獲

取功名為最重要的事務（熊秉真，1995，2000）。 

聯合國於2 0 1 5年通過「2 0 3 0永續發展目標」（S u s t a i n a b l e 

Development Goals, SDGs），目標三為確保所有人的健康與福祉，現代

父母期待幼兒圖像是以「健康」為基礎（吳成文，2017），幼兒因為

心智尚未成熟，更需要受到保護。此乃呼應《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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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規定，幼兒出生前與出生後有生存、保護與受到照顧的權利。聯合

國幼兒基金會（The United Nations Children’s Fund）提及「評估一個國

家水準，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評估該國是否關心孩童的健康」。而隨著

子女的成長與學習，華人父母重視其「智力表現」（熊秉真，2000）

或是「學術取向學習」（龔心怡，2015），Shek與Chan（1999）的研

究也呼應上述的觀點，華人文化中父母覺知期待幼兒的特質是好學的

（studious），而不是遊戲的（playful）（Beckett et al., 2020, p. 9）。

臺灣也頒布許多幼兒健康促進的政策，包含發展遲緩幼兒之篩檢

及早期介入（江東亮等，2018）。衛生機關負責早期發現與評估幼兒

之工作，產前提供預防性的醫療檢查、幼兒健康檢查，以及有疑似發

展遲緩或異常發展情況，醫療和相關人員（小兒科或心智科醫師、物

理、職能、語言或心理治療師、社工等）進行聯合評估，依據幼兒發

展里程碑之「適當性的標準」診斷，扮演「守門員及橋接者角色」，

決定幼兒為正常或是異常發展（徐惠蘋，2020）。診斷後的類型名稱

主要是依據《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施行細則》（2020年2月20

日）第九條：

發展遲緩兒童，指在認知發展、生理發展、語言及溝通發

展、心理社會發展或生活自理技能等方面，有疑似異常或可

預期有發展異常情形，並經衛生主管機關認可之醫院評估確

認，發給證明之兒童。

這也符合當前重視兒童發展的里程碑，以瞭解其發展的情況是否遲緩

或異常，以能早期發現，進行早療。

醫療模式是以專業人員為主之權威導向，而「能力評估模式」則

強調瞭解家庭生態環境的重要性與家長參與評估的權利（徐惠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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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幼兒進入幼兒園，教保服務人員實施幼兒發展篩檢，社會局

或是社會處會辦理社區活動篩檢，以便能全面發現疑似或發展遲緩幼

兒，提供早期的預防與協助。這樣的模式也讓家長有更多的參與，瞭

解他們對子女的期待及看法。

就評估與瞭解子女的能力現況而言，Ngan等人（2020）針對父母

對於身心障礙子女期待的研究顯示，他們希望子女「健康」。Riyahi

等人（2017）比較一般與身心障礙幼兒父母的研究指出，後者可能會

更加關注提升其他領域的能力，而非認知能力的表現，例如，有的特

殊幼兒父母期待能提升子女的生活自理能力，希望他們未來能獨立自

主。不過，國內的研究顯示，父母仍非常希望子女能提升語言及認知

的能力。廖研蒲等人（2015）在三家醫學中心的五個兒童復健單位發

放問卷，共有136位接受幼兒復健服務的家長填答，在兒童基本資料

中顯示，超過半數的家長帶子女優先治療的目標為語言（58.8%），

其次為認知（55 .9%），粗大動作排最後，尚未達到百分之三十

（27.1%）。

此外，子女的障礙程度也可能會影響父母的期待。Barak等人

（2017）探討49位腦性麻痺幼兒（6～12歲）的父母對子女未來期望之

看法，研究發現，與子女的特質或能力有關，功能或能力較低幼兒的

父母對其期望通常較低。

具體而言，特殊幼兒父母關注子女的成長與發展，國內於《發

展遲緩兒童早期療育服務實施方案》（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

2019）中強化篩檢評估之重要性，建立相關措施，衛生、教育與社政

單位推展0～6歲兒童發展篩檢機制，衛生單位進一步建立評估制度，

聯合評估中心或評估醫院所辦理聯合評估，協助父母發現子女的發展

落後或異常之情況。依據不同的研究結果，父母對子女有不同的期

待，而其功能或障礙程度可能會影響父母對他們期待的高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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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上述，傳統華人父母對子女的期待從宋代理學重視對幼兒的

道德訓練到明清時代開始重視智育，現代則強調健康且德智兼備。特

殊幼兒父母對於子女的期待可能會因其年齡與障礙程度的影響，對於

早療支持其發展的領域也可能有所不同。

二、特殊幼兒父母之親職壓力與所需支持

每位父母對於自己子女有期待的圖像，特殊幼兒父母對於子女的

期待和現實有落差，可能陷入震驚、否認、失望、悲傷、憤怒、沮

喪，到最後的接受過程（柯秋雪，2020b；張英熙，2014；陳昭儀，

1995），其中主要產生的情緒壓力為「自責」與「罪疚」（賴念華

等，2020）。而在照顧子女的過程中，相較於一般幼兒父母，特殊幼

兒父母可能承受更多的親職壓力，導致親子互動問題。也就是說，父

母因為子女獨特特質的需求，以及衍生可能的生理健康（肢體、疾病

等問題）、心理、行為（社會情緒）問題，需要給予個別的教導與照

顧，而產生較大的親職壓力，影響親子互動關係，甚至形成親子衝突

（吳佳玲，2008；柯秋雪，2020b；張子嫺、曹純瓊，2013；Cuzzocrea 

et al., 2013）。一些研究指出，發展遲緩幼兒的母親較普通幼兒的母

親承受更大的親職與情緒壓力（陳姵瑱、許君翎，2018；廖研蒲等，

2015）。

發展遲緩幼兒的特質與障礙程度和母親的親職壓力呈現正相關，

例如，具備身心障礙證明、認知、社會及具有多項領域發展遲緩者，

母親有較大的親職壓力（陳姵瑱、許君翎，2018）。就父親而言，對

於較難教養之幼兒，如自閉症，較會產生親子互動困難，教養方式從

打罵教育到尋求諮商協助（呂婉禎，2017）。特殊幼兒父母的親職壓

力較大，可能會影響親職效能感及家庭的生活品質（鄭雅莉，2022；

賴禹霖、朱思穎，2021；Algood et al.,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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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職壓力可能會影響其心理健康（Raya et al., 2013），Paczkowski

與Baker（2008）的研究呼應Seligman（1991）早期提出習得的樂觀可

對抗習得無助感之觀點，發展遲緩幼兒母親的正向信念可減輕親職壓

力。Kurtz-Nelson與McIntyre（2017）針對119位發展遲緩幼兒的研究有

相同的結果，父母的樂觀態度或是心理的幸福感是重要的保護因子，

可調節對發展遲緩幼兒之親職壓力及促進教養的正向情感，較能減輕

親職壓力，對子女產生正向的親子情感關係。

幼兒生長與發展的課題不僅是父母的責任，也代表民主進步國家

的重要指標，國家支持與協助家庭保護、照顧與教養孩童。在得知子

女診斷為障礙或遲緩之後，父母發現其期待落空，需要專業人員的支

持，協助其心理調適（Russell, 2003, 2005）。

吳佩芳等人（2019）綜合不同學者專家之意見，歸納有情感、資

訊、經濟、專業等基本的家庭支持類型，也有其他學者強調安全與休

閒娛樂支持之重要性（Turnbull et al., 2015），若以支持屬性來分類，

則包含衛生、教育與社政等單位之正式支持與親友、鄰居之非正式支

持。在個別化家庭服務計畫之轉銜服務中，提供早期支持有助父母正

向的期待及減輕親職壓力。不過，家庭有不同特質及情況，資源豐富

的家庭較能對幼兒發展提供足夠的幫助（江品臻，2024）。

綜合上述，特殊幼兒父母對於子女的期待及希望有落差，需要心

理調適。因應子女的不同特質、需求與障礙程度，父母可能產生更大

的親職壓力，對於家庭不同情況，提供家庭多元支持有助父母發展正

向期待、減輕親職壓力，提升親子互動關係，增進特殊幼兒之發展與

學習。

三、特殊幼兒父母之教養態度與方式

華人父母認為子女在嬰幼兒階段易受傷害（vulnerable），家庭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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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對於子女具有身教、言教、境教之潛移默化的影響，對於2～3歲幼

兒，基本上是採用保護方式教養，例如，與父母同房、亦步亦趨，呵

護至極（熊秉真，2000；Bai, 2005; Ko, 2015）。隨著子女年齡漸長，

父母採用較嚴格訓練的教養方式；有研究指出，當父母管教訓練同時

具有關懷與同理支持的教養方式，較能增進子女學習的成功（林慧

芬，2018；Smetana, 2017）。在此親子教養與互動過程中，父母的教

導扮演重要的角色。

臺灣自1990年由民間單位開始推動早療工作，國內已頒布早療的

重要法令，如《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

保障法施行細則》與《特殊教育法》等，明定衛生、教育、社會福

利等主管機關的權責。《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施行細則》

（2020年2月20日）第八條指出早療是：

社會福利、衛生、教育等專業人員以團隊合作方式，依未滿

六歲之發展遲緩幼兒及其家庭之個別需求，提供必要之治

療、教育、諮詢、轉介、安置與其他服務及照顧。

有關單位因而共同頒布《發展遲緩兒童早期療育服務實施方案》（衛

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2019），實施「早期發現與篩檢、通報轉

介、聯合評估、療育及家庭支持服務、追蹤輔導等相關工作」，並規

範彼此之合作與任務，以提供整合性之早療服務。

特殊幼兒父母在調適自我、照顧子女，以及參與早療的過程中，

教養的態度與方式不同，背後隱含其教養信念。絕大多數之亞洲父母

與教師有著「成功大多是由於努力而不是能力」之信念，努力也是屬

於一種道德的責任，鼓勵子女或是學生努力，重要的是失敗後再努力

改善（Berk, 2013）。中文字典中有許多有關努力學習的成語（漢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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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50多筆），例如：「引錐刺股」、「勤學苦練」、「夙夜匪懈」、

「水滴石穿」、「囊螢照讀」、「世上無難事，只怕有心人」等是

華人努力學習很重要的信念，影響日常生活的做事態度與原則（Ko, 

2015; Li, 2012）。特殊幼兒的父母發揮勤能補拙，有志竟成的不懈精

神，形成希望透過早療的介入與練習，讓子女的發展能趕上一般的幼

兒之教養態度。在Google的網頁中搜尋「早期療育」與「練習」，大

約有162,000（時間：20250419）筆資料，「發展遲緩」與「練習」則

更多達541,000（時間：20250419）筆資料，「練習」是發展遲緩幼兒

或特殊幼兒透過早療提升其發展或學習的關鍵原則。有的父母隨著子

女年齡增長及障礙程度，影響其努力投入程度或是關注的發展領域不

同（Riyahi et al., 2017）。 

父母的正向回應態度較能提升子女的學習，但對於特殊幼兒則可

能採不同的教養方式。程景琳等人（2016）的研究顯示，嬰幼兒的社

會情緒能力和父母溫暖的回應有正相關；不過，父母對於子女的不當

行為傾向以責罰方式管教，對於語言能力較落後的嬰幼兒則能增進其

社會情緒能力。而父母的個人背景因素，如社經地位、文化背景及人

格特質，或是否具備特教知能（江品臻，2024），會影響他們教養積

極度及解決問題的品質，父母適當的因應方式及問題解決策略能增進

教養的成功（Algood et al., 2013）。特殊幼兒父母心理健康或是樂觀

態度能減輕壓力，較積極及正向的教養方式，更能產生幸福感，有研

究進一步探究關於父母心理健康、照顧者對障礙的包容及理解、伴侶

的支持及正向的親子關係能減少親職壓力，增進正向教養（Rogers, 

2007）。

因應子女的不同發展遲緩情況，父母期待他們能迎頭趕上一般幼

兒。早療是以家庭為中心的服務，瞭解幼兒與家庭的期待、需求、優

勢與關切事項相當重要，強調在自然環境（家庭、幼兒園、早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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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遊戲場等場所）的日常作息中支持幼兒及其家庭，增進家庭賦

權，提升幼兒的學習與發展（柯秋雪，2020a，2020b；Boavida et al., 

2015; Mas et al., 2019; McWilliam, 2010）。

綜合上述，大多特殊幼兒之父母具備努力陪伴子女早療之教養態

度，但隨著子女的年齡增長及障礙程度會影響其投入。父母的教養方

式多元，有的採用正向的教養態度與方式，有的則採用嚴格的訓練方

法，但其問題解決能力、心理健康與相關支持能增進正向教養。

參、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質性研究法，運用訪談，蒐集及整理父母對子女期待與

親職教養之文獻，進行和文本的對話與反思。研究者採多元系統蒐集

資料，有些時事或是新聞是在Google系統與教育部網站中搜尋，中文

文獻主要是來自華藝線上圖書館與全國圖書館資料庫，英文文獻由

EBSCO、ERIC與Sage的資料庫中尋找。

研究者請學前特教班教師徵詢特殊幼兒父母的同意後訪談五位父

母，表1所示為安置於學前特教班幼兒的父母及其子女的相關資料。

表 1　 
父母及其子女相關資料（特教班）

代號
教育 
程度

家庭 
型態

父母 
職業

孩子障別
障礙 
程度

療育服務

莉媽 大專 小家庭 醫療
發展遲緩 重度 物理、職能、語言

莉爸 大專 小家庭 電信

飛媽
研究所

以上
大家庭 醫療

自閉症

（疑似發展遲緩）
輕度 職能、語言

明爸 大專 大家庭
司法

警務

自閉症

（疑似發展遲緩）
輕度 物理、職能、語言

德媽 大專 小家庭 家管
自閉症

（疑似發展遲緩）
中度

物理、職能、語言、

ABA（一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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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依據研究目的，研究者擴展訪談對象，取得五位安置在普

通班特殊幼兒父母的同意後進行訪談，表2所示為五位父母及其子女的

相關資料。

表 2　 
父母及其子女相關資料（普通班）

代號
教育 
程度

家庭 
型態

父母 
職業

孩子障別
障礙 
程度

療育服務

玫媽
高中 
（職）

小家庭 家管 邊緣發展遲緩 輕度 物理、職能、語言

惠媽
高中 
（職）

大家庭 
（三代同堂）

家管

發展遲緩 輕度 物理、職能、語言

惠爸 大專
大家庭 

（三代同堂）

建築 
工程

華媽 大專 大家庭 銀行 邊緣發展遲緩 心理治療

丹媽 大專
大家庭 

（三代同堂）
保險

發展遲緩

（疑似注意力 
不足過動）

物理、職能、語言

研究者依據研究目的擬訂訪談大綱，問題如下：一、請您談談對

孩子的期待？期待孩子的樣貌？二、請您談談孩子出生後的心路歷

程？三、請問您對孩子的教養方式？影響您教養的因素？四、請問您

支持孩子進行的早期療育為何？您如何教養子女的發展與學習？五、

請問您的壓力、所需要的支持與獲得的支持？六、請問您對未來的期

許？

編碼的第一碼為資料類型（如省思札記、訪談），第二碼為

資料提供者（如研究者、父母），第三碼為日期，例如，「省研

20201126」為研究者於2020年11月26日的省思札記、「訪莉媽與莉爸

20210403」代表2021年4月3日訪談莉媽與莉爸的逐字稿。

訪談前，研究者提供受訪父母訪談大綱，並簽署訪談同意書，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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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的資料皆轉為逐字稿，家長與子女的姓名一律以化名處理，去除可

能辨識的資訊。研究者提供受訪父母閱讀研究結果，亦請學前特教班

教師、巡迴輔導教師協助檢視，以達到對本研究內容的深入瞭解。此

外，研究者有多年和特殊幼兒父母互動的經驗，能進行積極反思，厚

植資料的信實度。

肆、結果與討論

一、受訪特殊幼兒父母的期待

（一） 父母期待孩子健康平安，能和一般幼兒或和手足一樣，但

會因其特質與年齡調整

所有受訪父母對於子女出生前並沒有特別的期待，大多數希

望子女能「健康（平安）」長大，「像一般幼兒一樣」（省研

20211018）。父母有第一胎的經驗後，通常會想要第二胎或是第三

胎，和兄姊作伴。沒有特別期待子女的藍圖，希望「跟一般小朋友一

樣」、「像哥哥一樣」、「像姊姊一樣」，例如小莉、小明、小德

（訪莉媽莉爸20210403；訪明爸20210412；訪德媽20210413）。他們

的期待和曾凡慈（2019）的研究相符，「正常性律令」對於幼兒發展

扮演重要的角色，透過主管機關的規定，提供幼兒7歲前七次的健康檢

查服務，幼兒發展篩檢成為國家全面性與法律的措施，提升了父母參

與早療的必要性，希望能迎頭趕上一般幼兒的發展里程碑，此結果也

呼應現代父母期待幼兒圖像是以健康為基礎（江東亮等，2018）。

隨著子女年齡的增長，父母可能會產生不同的期待，有些父母

會再次修正對子女的圖像，希望他們「和一般孩子一樣」或「差不

多」，但也會因應子女特質與國小課業需求而有更明確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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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溝通能力」、「和同儕的互動」與「學業能力」（省研

20210414；省研20211020）。飛媽希望幼小轉銜能讓小飛學習「國小

的一些社交技巧」（訪飛媽20210411）。而將要轉銜進入小學就讀，

會增加對於學業能力之關注（省研20211018），例如明爸：「期待他

可以入學比較順利，學習就是再順利一點……可以跟得上了」（訪明

爸20210412）。此和龔心怡（2015）的論述相似，隨著子女年齡的增

長，華人父母重視其「學術取向學習」。

（二） 子女的身體健康情況與障礙程度可能影響父母對他們的 

期待

有些父母在子女第一胎時有較多的期待，但隨著其身體情況會調

整，多希望子女能平安健康。惠爸提到：

我們在懷孕期間有接觸到一些胎教文化，就是有嘗試過在懷

孕期間給他放古典音樂等等的，那當然是希望說出生以後可

以比較乖巧一點。對，那這是我們基本的期望，那當然也是

希望說能聰明一點⋯⋯出生後的情況會出生就異位性皮膚炎

很嚴重，就算在冷氣房中，也會把自己都抓傷，抓到流血那

種。對，所以滿嚴重，那時候就沒有想過多的未來或期許，

就希望他身體健康平平安安就好。（訪惠爸惠媽20211015）

如果子女有進步或是輕微認知遲緩，有些父母希望他們未來能和

同齡兒童一樣（訪玫媽20211011；訪丹媽20211017）。而子女發展遲緩

或是障礙程度，相較於手足的能力有較大落差時，可能造成不同的期

待，例如，玫媽對於手足「就比較有期望一點，因為妹妹比較聰明」

（訪玫媽20211011）。莉爸也提到小莉的遲緩較為嚴重，所以對哥哥比

較有期待：「現在就是感覺要把精力……放在哥哥身上」（訪莉爸莉

06-3-柯秋雪_p097-136.indd   112 2025/5/7   下午 04:06:44



柯秋雪 
 

 特殊幼兒父母不畏迢迢千里路：對子女之期待、親職壓力與教養及所需支持 113

媽20210403）。本結果呼應Barak等人（2017）的研究，父母對於功能

或能力較低的子女，期望通常較低。

（三） 受訪父母期待能改善子女的遲緩領域，希望轉銜進入普通

班，有的父母也會考量提升生活適應能力

受訪的父母大多希望提升子女發展落後的領域，例如，飛媽、

明爸與德媽因為子女遲緩與自閉特質，期待子女能「開口說話」

（訪明爸20210412）」、「溝通社會能力……有同伴一起學習」

（訪飛媽20210411）、「溝通互動更有品質……減少衝突」（訪德媽

20210413）。而莉媽希望認知與動作遲緩的小莉：

能夠自己獨立，因為快六歲了⋯⋯希望⋯⋯能夠在我們稍微

支持下她能夠站立，至於能不能夠行走就需要透過輔具了，

希望能夠再提升認知能力跟肢體的部分有進步。（訪莉媽莉

爸20210403）

對於安置於普通班之輕度或邊緣發展遲緩幼兒的父母希望他們智育上

能有所進步，期待早療能為未來小學奠定良好的學習基礎，如華媽與

小惠父母（訪華媽20211013；訪惠媽與惠爸20211015）。本研究結果與

柯秋雪（2020a）的研究相符，特殊幼兒父母期望提升子女發展遲緩的

領域。

此外，有些安置在特教班幼兒之父母期待子女能力提升後可安置

在融合環境，如轉銜進入國小普通班，並接受資源班服務，例如，飛

媽與德媽（訪飛媽20210411；訪德媽20210413）。

不過，如同上述，受訪父母也並非只是關切子女落後的領域，

他們同時會考量子女特質及家庭平衡，如飛媽與德媽，在提升遲緩

領域能力之外，也希望家庭生活如常，子女能開心學習（訪飛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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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411；訪德媽20210413）。有些受訪父母則只希望子女能平安生

活，如華媽希望小華「不要被欺負」（訪華媽20211013）。有些父母

會優先考量子女適應與自理能力，丹媽期許小丹「能適應學校……未

來去學校不會被同學排擠……自我照顧能力是我的優先啦……他先照

顧好自己這樣」（訪丹媽20211017）。上述研究結果呼應Riyahi等人

（2017）的探究，有些父母也會關注提升其他領域的能力，如適應與

自理能力的重要性。

二、特殊幼兒父母的親職壓力及所需支持

（一）子女的障礙程度是親職壓力的影響因素

子女的健康危害對受訪父母產生巨大的壓力，尤其未知的情況更

讓他們措手不及。丹媽的孩子是早產兒，孩子一出生狀況比較多，她

承受的壓力遽增：

孩子那時候讓我壓力滿大的，然後也是動了那麼多次手術，

我覺得生產之後，荷爾蒙的變化本來就讓人比較憂鬱，加上

那時候不知道他活不活得下來，那時候我真的滿擔心的，那

時候其實是每天都在哭耶⋯⋯。（訪丹媽20211017）

相對的，有些父母因為子女遲緩情況較輕，以及進步較快，感受較少

的壓力，如玫媽提及：「後來檢查是邊緣，心裡就還好，沒有說很嚴

重」（訪玫媽20211011）。

（二） 照顧教導與陪同子女療育讓有些父母覺得親職壓力大，配

偶或其他家庭成員支持能減輕壓力

父母覺察子女和其他的幼兒不同，期待幼兒圖像受到威脅或破

壞，積極修復的過程中承受較大壓力。德媽提到班級老師建議能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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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德和他人互動，但是帶他到戶外玩，協助和幼兒互動有「較多壓

力……不知道怎麼玩」（訪德媽20210413）。飛媽談到比較擔心小

飛，1年多的育嬰假帶子女與復職後多是自己要承擔責任陪同療育，表

達「全天候的跟孩子在一起，沒有替手，已經影響我的工作的狀態，

然後身心壓力會蠻大」（訪飛媽20210411）。此結果呼應陳姵瑱與許

君翎（2018）之研究，發展遲緩幼兒的母親，尤其子女具多項遲緩領

域，承受更多的情緒與親職壓力。如同賴念華等人（2020）提到，我

國因為傳統華人的價值觀，身心障礙家庭所承受的負擔，相較於西方

更加沉重。

如上述之結果，受訪父母會因應子女的能力或學習情況調整目

標，針對子女的特質或需求（認知、肢體或是社會溝通能力等）積極

努力參與早療。如果他們的子女都是就讀幼兒園大班，擔心他們將轉

銜進入小學，如何預備或是選擇普通班，或是特教班會使其感到不安

或是擔心，如飛媽與德媽（省研20211018）。甚至有父母已經想到為

未來做準備，莉爸提到除了手足的協助，還有信託基金：

她以後一定是要人家照顧，我的想法是我教育哥哥，讓他知

道這個妹妹這種情況，讓他可以接受她以後他能出點力⋯⋯

不能出點力的話，那就妹妹會靠我們的方法照顧她。我想目

前的辦法是說，信託，財產信託。（訪莉媽莉爸20210403）

（三）提供多元支持，有助減緩教導特殊幼兒之親職壓力 

有些受訪父母因為時間及家中的經濟壓力，認為政府必須提供資

訊、經濟、復健與社福等專業支持，目前提供的服務尚可滿足需求，

如玫媽提及：「規劃完善，診所也可以，就都OK……頻率沒有那麼的

高……已經覺得很不錯」（訪玫媽20211011）。有的父母認為：「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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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較複雜，文件申請過程冗長」（訪丹媽20211017）。陪同子女療

育過程中，除了專業服務，家人支持很重要，如丹媽的公公，協助帶

子女進行療育或是到社區活動，或是全家出遊，家庭的凝聚力減緩父

母壓力，亦有助家庭成員關係與親子關係（訪丹媽20211017），小莉

父母也有其長輩的支持（訪莉媽莉爸20210403）。

此外，夫妻達成教養或是對於子女的早療有共識，彼此支持，不

僅使父母能繼續努力，也減輕親職壓力，如莉爸莉媽、明爸明媽、

惠爸惠媽（訪莉媽莉爸20210403；訪明爸20210412；訪惠媽與惠爸

20211015）。尤其小惠父母與小莉父母的家庭關係密切，夫妻一起

受訪時，子女也在身旁，回應問題會使用「我們」而非「我」，積

極陪同子女進行療育，分擔彼此的親職壓力，有助子女的學習（訪

莉媽莉爸20210403；訪惠媽與惠爸20211016）。上述結果和Rogers

（2007）的研究相符，伴侶的支持能減少親職壓力，有利正向教養。

相對地，飛媽和飛爸以及婆家教養方式不同，覺得缺乏家人支持，則

較會感受到親職壓力，「家人不支援……會影響自己的情緒健康，壓

力很大……考慮換工作，可以居家附近方便接送孩子療育」（訪飛媽

20210411）。此也呼應Raya等人（2013）的探究，親職壓力會影響父

母心理健康。

小孩上幼兒園，除了早療的資訊、經濟與心理支持之外，父母對

於專業支持逐漸聚焦於幼兒的學習支持。本研究顯示，特教班幼兒之

父母關注幼兒園的融合活動，希望增進和其他普通同儕互動與學習的

機會（訪飛媽20210411；訪明爸20210412；訪德媽20210413）。明爸

肯定特教老師協助小明到普通班進行融合學習活動，很需要「行政支

持」（訪明爸20210412）。而安置在普通班的幼兒，有些父母反應提

供巡迴輔導服務支持子女學習的「時間頻率比較少」（訪惠媽惠爸

20211015）。本研究結果也呼應近年來國際《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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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CRPD）之倡

導，希望能提供身心障礙者回歸社區融合的多元機會。

綜合上述，政府單位提供多元支持與家庭支持有助減輕親職壓

力。因應CRPD之倡導，特殊幼兒父母肯定融合課程與活動，希望子女

獲得相關協助。

三、特殊幼兒父母之教養態度與方式

（一） 努力陪伴子女接受早療的信念，形成積極的教養態度，但

會因應子女特質、障礙及擔心其壓力等情況而調整

臺灣已建立早療制度，相關單位大力推動「6歲以前是早期療育

的黃金時期」之宣導，深植人心。上述訪談的結果顯示，受訪父母希

望子女能和一般幼兒一樣，帶著他們積極療育（省研20211018）。不

過，若是子女的障礙程度需求高，除了一般的醫療復健之外，有些父

母會自費另類治療方式，如小莉父母覺得經過幾年的復健治療，小莉

「進展非常緩慢」，因而讓她嘗試「中藥、針灸」等方法（訪莉媽莉

爸20210403）；小德自閉症的情緒與溝通問題，德媽自費帶他做了

「ABA行為治療」或是「其他另類治療」（訪德媽20210413）。

有些父母認為帶子女進行醫療復健雖然辛苦，但是子女比自己還

累，因而會考量其情況而進行調整，德爸提到：

我們知道多做或多練習對她的幫助會更大，可是⋯⋯有些狀

況我個人覺得對她來講是負擔跟壓力⋯⋯我們主要還是照著

自己的步伐做了一些取捨⋯⋯按照她的喜好，讓她以開心為

主。（訪惠媽惠爸20211015）

受訪父母對子女期待也反映其對子女早療復健的教養態度與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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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茲敘述如下：

1.  有些父母較關注子女落後的弱勢領域，積極陪伴早療訓練，期 

 盼能迎頭趕上，符合一般幼兒發展

有些特殊幼兒父母積極帶子女進行早療的目的是努力讓子女和

一般的子女一樣，關注子女的待加強領域，進行補救或提升能力，

以符合一般幼兒常模的標準，修復或是重建受到威脅的期待幼兒圖

像，如飛媽、明爸與德媽（訪飛媽20210411；訪明爸20210412；訪德

媽20210413）。實施早療下的教養腳本如果是為了符合一般的社會價

值，特殊幼兒父母「拼教養」可能和藍佩嘉（2019，頁32）所提的

「保安策略」（security strategy）類似，在親職教養的焦慮中，期待

希望輸在起始點的子女能勤能補拙，努力趕上其他的學童。而勤於復

健，勞心勞力，雙方容易產生情緒，可能無形中提升親子互動的壓

力，如飛媽和小飛（訪飛媽20210411）。

2.  有些特殊幼兒父母能瞭解子女，透過早療人員的支持，將療育 

 目標結合家庭作息，努力協助子女的學習

有些父母瞭解子女，日常生活中的生活自理，如穿衣、如廁、吃

飯、喝水、掃地、餐桌整理等能力最常被視為和學習無關，但卻是

我們日常生活中所需的重要技能，生活中預備子女的能力往往被忽

視。不過，在早療人員多年的努力已開始萌芽，如莉媽與莉爸、惠媽

與惠爸、玫媽、華媽與丹媽在特教班教師或學前巡迴輔導教師及普

通班教師合作之下，他們也漸漸能在作息中提升子女的能力（省研

20211020）。此研究結果也呼應研究者過往的研究，個案母親將教保

服務人員所提供以家庭為中心的教學調整融入作息活動中（考量家庭

的關切、需求與優勢），從生活作息中協助與支持訂定目標，增進親

子之間的互動（柯秋雪，2017）。

發展遲緩幼兒或特殊幼兒的發展較一般幼兒落後或是異常，早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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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協助父母，讓子女在家裡練習，而受訪父母在帶子女積極復健的

過程中，從自身的角度去思考子女的未來發展，帶他們參與早療訓

練，認真練習醫療評估測驗的項目，以能達到復健或療育目標。研究

者省思，經過世代的變遷，雖然有些父母會因應子女的能力現況與壓

力而調整早療復健的步伐，但仍反映大多數特殊幼兒父母努力不懈陪

同子女進行早療之教養態度。以下是一位母親的敘說這一路陪伴子女

療育到學習之歷程，反映其持續努力不懈的精神：

一位長期照顧照服員向我敘說有一位腦性麻痺的孩子，已經

二十多歲，回想到聽醫生宣判孩子是腦性麻痺的那一刻，宛

如晴天霹靂，醫師告訴她，如果不療育，孩子就不會走路。

先生努力賺錢，她全心照顧孩子，積極帶他進行早療。當時

的年代並沒有電腦掛號，清晨五點多就到醫院排隊掛號，陪

孩子做療育忙到晚上八點多才到家。當時家庭醫院奔波也覺

得不夠，聽聞哪一個開業治療師比較厲害就自費，這一路花

了很多錢，不管交通奔波，不論天晴下雨，辛苦賺錢多用在

孩子的自費療育，希望能改善孩子的肢體功能，期待他能走

路，支持孩子就讀技術學院。在孩子的學習歷程中，幸好遇

到很多老師和同學的幫忙，讓他順利畢業，她也瞭解就是這

樣了，孩子要就讀研究所是不可能的了。她的經歷讓我瞭解

到天下父母心，想要以愚公移山的精神，化不可能為可能，

這一路走得艱辛，但孩子能大學畢業也似乎給父母一個最後

通過的成績單。（省研20210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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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子女發展與學習的進步增進特殊幼兒父母積極的教養態度與多 

 元的教養方式

馮燕等人（2013）的研究指出，父母在育兒的過程中獲得更多回

饋，較會感受到育兒的價值感，也更能產生正向的育兒態度。父母的

投入和特殊幼兒的學習反饋有關，玫媽帶小玫進行早療課程之後，幼

兒園教師建議與她閱讀繪本，她進步很多，讓玫媽在家更支持小玫，

例如：「說故事，有講繪本，睡前放那個podcast給她們聽（跟妹妹

一起睡）」，也會搜尋特殊兒童或是父母親職教育的社團或社群，學

習怎麼教導孩子，例如：「（小玫）說不正確，就幫她排列順序正確

之後，請她再講一次」（訪玫媽20211011）。小莉是重度發展障礙遲

緩，學習進步較為緩慢，父母因此而放慢腳步，莉爸提及：

回饋沒有很強的話，我們沒有成就感的話，也覺得就只能這

樣了，再加強、再更透支、更努力這樣，將來會沒有動力。

（訪莉媽與莉爸20210403）

此研究結果呼應特殊幼兒父母努力帶子女進行早療，透過相關人

員的支持與協助，以及互相合作，子女的發展與學習的進步鼓勵父母

更加積極投入（柯秋雪，2014）。如同本研究中所有受訪的父母，希

望能讓子女的發展與學習如同一般幼兒，未來能進幼兒園與小學的普

通班就讀（省研20211018）。此外，相關人員提供家庭作業讓父母在

家和子女練習，子女學習有進步受到讚賞，父母從中獲得肯定，也激

發帶子女參與早療的動力。高玉馨與藍瑋琛（2020）透過文獻分析歸

納後顯示，父母參與能更瞭解與正向看待子女的發展，願意更努力與

提升他們的進步。馮燕等人（2013）提及，我們社會運用多元的媒

介，如媒體書籍或是透過教育相關系統來運作，傳遞著華人傳統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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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下所謂的期待「父母職責」，這也無形中塑造出期待的父母圖像。

（二） 有些父母會尊重子女，有些父母會因應子女的特質而有不

同的教養方式

受訪的父母大多會依據治療師、特教教師或是教保服務人員的建

議依樣畫葫蘆（省研20210414；省研20211020）。有些父母對子女的

教養方式會採用尊重子女的教育方式，提供子女選擇的機會，惠爸提

及：

我會希望她有自己的選擇權，不會是我們家長要她幹嘛她就

幹嘛⋯⋯只要不是影響他人或傷害他人的事物，她想要我都

願意讓她去嘗試⋯⋯我們很多事物讓她自己做選擇。（訪惠

爸惠媽20211015）

惠媽會尊重小惠，在她不知如何選擇時提供引導：

我其實都會問她說今天想要玩什麼，玩黏土，好，那你就去

拿黏土，今天玩黏土。如果不知道要做什麼，我就會問說那

妳要畫畫還是玩黏土還是扮家家。（訪惠媽惠爸20211015）

本研究的結果顯示，有些特殊幼兒父母會因應子女的特質，以及

不同情境，而有不同的教養方式，如德媽與小明父母關切是否危及子

女的安全（訪明爸20210412；訪德媽20210413），或是因為幼兒已進

入幼兒園，安置在普通班，如華媽、丹媽、玫媽、惠媽較關注子女的

生活常規，也會較嚴格要求，希望子女未來能獨立生活（訪惠爸惠媽

20211015；訪華媽20211016；訪丹媽20211017；訪玫媽20211018）。

此研究結果如同沈慶盈（2017）的研究，對子女有較嚴格的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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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不過，有的父母對於子女內在特質產生的一般行為問題則較為包

容，德媽提到：

他（小德）剛開始完全無法聽得懂指令，如果我要求他，他

會脫序，反應很大，會大發脾氣。如果他不要太過份就會順

著他，教養比較讓他穩定情緒。（訪德媽20210413）

有的父母與其他家庭成員的教養理念不一致，如飛爸及祖父母希望

「孩子開心快樂……多順著他」，飛媽則是認為小飛的「發展比較

慢，會比較要求他與堅持……再多培養他的能力」，溫和的堅持讓子

女持續練習，預備轉銜到普通班，和家人的教養方式不同，產生許多

壓力（訪飛媽20210411）。

（三） 有的特殊幼兒父母會運用正向的教養態度與方式，關注子

女喜好與優勢，穩定情緒，提升其參與學習

有些父母能在早療的過程中，進一步汲取治療師及特教教師的建

議，觀察子女的興趣與喜好，以及優勢能力，增進他參與學習。明爸

提到小明有情緒問題，不順其意就會大發脾氣，透過他的休閒興趣，

培養優勢能力，增進參與活動：

我如果有空假日我都有時候大家去都來這裡去旁邊運動公

園，就是去過去騎腳踏車，他會騎腳踏車很棒。我覺得從我

們的角度看他，他可能跟我們溝通不太一樣，所以這個就要

觀察，老師有專業的話，她引導他或者說在某一個溝通方式

的點找出來之後，他就可以表達這樣子，就是說可能需要有

一點點時間去看一下，就更多瞭解他。（訪明爸20210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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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中受訪的華媽、惠媽表示，支持子女的語言發展，如果

是練習中強化子女的弱勢能力，子女會排斥，如果使用他們喜歡

的繪本共讀，有助子女情緒的穩定，會願意參與活動或學習（訪

華媽20211013；訪惠媽惠爸20211015）。本研究結果和程景琳等人

（2016）認為父母責罰教養有助於培養他們的社會及情緒能力有不同

的發現。玫媽與丹媽也提到，照著子女的喜好，如小玫與小丹喜歡

畫畫，透過畫畫，更能讓子女有動機學習（訪玫媽20211011；訪丹媽

20211017），本結果呼應提供以家庭為中心的早療服務較能達到幼兒

學習之成果（柯秋雪，2017：Boavida et al., 2015）。

伍、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一） 受訪特殊幼兒父母皆期待子女能跟得上一般幼兒的發展，

平安健康成長，但因其身體健康、障礙程度與年齡增長等

因素影響而改變期待或轉化

受訪特殊幼兒父母皆期待子女平安健康，以能符合一般幼兒的發

展里程碑，但會因子女的身體健康、障礙程度與年齡增長等因素影響

對子女的期待或是轉化。他們對於子女的期待不同，有些父母希望能

改善子女弱勢的遲緩領域，如具有自閉特質的子女能提升語言溝通及

社會互動能力，有些則希望子女能提升生活適應能力，而輕度認知發

展遲緩之子女的父母則期待在智育方面更為進步。尤其是在轉銜進入

國小階段期間更為明顯，父母會增加對於子女學業能力之關注，學前

特教班幼兒之父母也會希望子女能有機會進入普通班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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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因應子女的不同情況，特殊幼兒父母承擔較多的親職壓

力，家庭與相關單位之多元支持能減緩其壓力，有助幼兒

的學習與發展

受訪特殊幼兒父母非常關切子女的身體情況，擔心危及健康，子

女的障礙程度會增進父母的親職壓力。在子女成長的過程中，父母必

須承擔照顧責任與陪同子女積極進行早療，配偶或是其他成員，如祖

父母等人的支持可減緩親職壓力。尤其夫妻與親子之間的關係密切，

彼此扶持，陪伴子女早療，一起向前努力，能分擔壓力，讓家庭產生

較高的凝聚力，有助於為子女未來做準備。

有些父母提及相關單位提供的正式支持，如資訊、經濟、專業與

心理支持等，已經規劃完整，有些父母則認為不足，不過皆有提及早

療或是學前巡迴輔導服務頻率不夠。有鑑於國際組織推動CRPD，臺灣

目前積極推動融合教育，安置在特教班幼兒的父母肯定融合教育之重

要性，能讓其子女進入普通班和一般幼兒互動與學習，但需要行政支

持。

（三） 特殊幼兒父母有不同之親職教養方式，父母的正向教養態

度，將教育目標融入作息，能提升子女參與活動及學習

受訪特殊幼兒父母期待透過早療提升子女學習，也反映了不同的

教養態度。有些父母關注子女的發展遲緩領域，希望透過復健與療育

訓練，讓子女的發展與學習能迎頭趕上一般幼兒。有些父母則是較希

望提升子女其他領域能力，習得治療師或特教教師的教導策略與方

法，和他們討論，將子女的療育或是個別化教育計畫目標融入家庭作

息，在家支持與協助子女達到目標，而子女的進步可增進父母的正向

教養態度，為子女積極投入早療。

特殊幼兒父母的教養方式多元，有些會尊重子女，有些會因應子

女的特質而有不同的教養方式，如對於子女行為規範與生活常規較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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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格，但是對於因為特質，如自閉症所產生的固著行為則較為包容。

值得一提的是，有些特殊幼兒父母運用子女的優勢能力或是喜好，提

升其參與活動與學習。

二、建議

（一）對教育政策之建議

1. 現代特殊幼兒父母對於子女的期待有其不同階段的發展，出生

前強調健康的重要性，迎接新生命來臨，有助於未來的親子關係與親

職教養，相關單位應從產前支持父母（健康檢查、講座等）。中央與

各縣市可再透過不同宣導管道，重新檢視所建置之親職APP或網路平

臺，考量特殊幼兒父母之需求，以及特殊幼兒不同階段之成長與發

展，提供父母對於子女發展、篩檢與評估、轉介與轉銜，以及家庭支

持等以家庭為中心服務之可及性的親職教養、心理與療育等多元的訊

息管道。

2. 安置在特教班幼兒之父母肯定子女到普通班學習的重要性，此

亦呼應國際CRPD倡導身心障礙者回歸到社區融合。因應國際趨勢，

教育部「學前特殊教育推動計畫」（113～117學年度）積極推動學前

融合教育，除了提升普通班融合品質之外，支持特教班和普通班進行

半日融合與全日融合。依據本研究結果，也建議鼓勵學前特教班教師

和普通班教保服務人員合作多元型態的融合（體能活動、學習區活動

等）。

（二）對學前教育人員之建議

學前教保服務人員與特教教師（巡迴輔導教師、特教班教師）應

瞭解與同理特殊幼兒父母不同階段的心路歷程及對子女的期待與親職

壓力，提供其合適的教養策略，增進正向的教養態度。此外，因應家

庭不同需求，應支持父母瞭解自己家庭的需求與優勢能力，以便能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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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及實施個別化家庭或是個別化教育計畫目標。

（三）對家長親職教育之建議

特殊幼兒透過早療之介入獲得進步，同時能增強特殊幼兒父母教

養之價值感與正向態度，善盡父母職責，更積極努力讓子女能迎頭趕

上一般幼兒；不過，子女的反饋、障礙程度與年齡影響父母的投入。

此外，父母所獲得配偶或是家庭的支持不同，缺乏支持的父母則感覺

孤立無援。目前相關主管機關已提供家庭支持，但必須落實個別化整

合的支持系統，提供父母系統規劃的親職教育。

三、研究者後續的省思

本研究以朱熹《童蒙須知》與《訓蒙大意》中對幼兒教育的重視

為基礎，探究特殊幼兒父母的期待、親職壓力、教養與所需支持。受

訪特殊幼兒父母皆期待子女健康平安，以能符合一般幼兒的發展里程

碑，但會因子女的身體健康及障礙程度與年齡增長等因素影響而對子

女期待圖像的改變或是轉化。早療是特殊幼兒學習的關鍵時期，支持

其從家庭成功轉銜到幼兒園或至學校就讀，尤其是從生活中培養上學

的預備能力，父母扮演重要的潛移默化角色，家庭生活教育是學校教

育的重要基石。

學前教保服務人員與特教教師（巡迴輔導教師、特教班教師）應

瞭解與同理特殊幼兒父母，瞭解早療以家庭為中心的精神，支持他們

考量子女的需求、興趣與優勢，瞭解、調適與省思自己關切的事項，

以及家庭的資源與需求，和相關人員合作，增進親子與家庭關係，從

生活作息融入子女與家庭的目標，提升其發展與學習。本研究中有些

受訪的特殊幼兒父母運用子女的優勢能力或是喜好，提升其參與活動

與學習，這樣的支持會影響父母的看法與教養方式的轉變。研究者將

研究結果提供受訪父母檢視時，小莉媽媽也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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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年就有家長崇尚看孩子優勢能力，以家庭為中心，我們也

是這一兩年才開始慢慢轉變以家庭為中心⋯⋯時代變化真

快，想法也在改變⋯⋯。（信莉媽20241113）

此外，子女從家庭轉銜進入幼兒園，需要特殊幼兒父母與教師密

切合作，瞭解他們對子女的期待，減輕其親職壓力，提供有效的教養

策略，呼應《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大綱》（教育部，2017）中與家庭

合作，支持幼兒在多元社會文化活動中學習，奠定下一個學校教育階

段中「成就每一個孩子—適性揚才、終身學習」之願景。

誌謝：�作者感謝參與的幼兒與家長，以及協助的學前特教班教師與巡

迴輔導教師，本研究才能順利進行與完成。感謝與參與多年的

跨校跨域學習社群「Education as Cultivation in Chinese Culture」

（簡稱ECC）多位先進夥伴的討論，提供作者反省思考的機

會。也感謝本文審查委員提供寶貴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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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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10.12　109學年度第1學期編輯委員會議通過

113.09.27　113學年度第1學期編輯委員會議通過

114.03.17　1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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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話平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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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件如係國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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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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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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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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中文參考文獻均須附上英文翻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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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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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版）格式撰寫。

五、 投稿時，請逕至以下網址（https://hedu.cloudreview.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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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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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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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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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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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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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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刊來稿將依撰稿原則及《審查流程》進行預審，通過預審之

稿件至少經二位相關領域專家學者初審。本刊對於論文的初審評審意

見分為五類：接受刊登、修正後刊登、修正後再審、送第三審以及不

予刊登。

審查一／審查二 接受刊登 修正後刊登 修正後再審 不宜刊登

接受刊登 接受刊登 修正後刊登 修正後再審 送第三審

修正後刊登 修正後刊登 修正後刊登 修正後再審 送第三審

修正後再審 修正後再審 修正後再審 修正後再審 不宜刊登

不宜刊登 送第三審 送第三審 不宜刊登 不宜刊登

1.「接受刊登」由編輯委員會複審決定是否刊登。

2.「修正後刊登」需作者依審查委員意見進行修改或答辯，最後由

編輯委員會複審決定是否刊登。

3.「修正後再審」需作者依審查委員意見進行修改及答辯，待作者

修改或答辯。之後，由原審查者再審，最後由主編決定是否送編輯委

員會複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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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送第三審」續送第三位審查委員審查後，需作者依審查委員意

見進行修正及答辯，最後由編輯委員會複審決定是否刊登。

5. 預審與初審之審查結果為「不宜刊登」，則由主編逕行退稿。 

6. 編輯委員得依文章品質，再進行專家學者之整體論文品質審

查。

伍、收費方式

本期刊將從第26期開始，不再收取審查費與刊登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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