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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由於一般大眾對兒童發展的了解以及早期療育的服務都有很大的進步，因

此不論是家長、老師、社福人員發現發展遲緩兒童出現時，一般會尋求下一步的

處理介入。此時公共衛生人員、醫療體系相關同仁、特殊教育老師等，尌需要協

助評估發展遲緩兒童，也尌是針對個別發展遲緩兒童之狀況，設計發展遲緩兒童

的早期療育課程，並與家長一貣合作執行早期療育課程。 

  然而，發展遲緩兒童父母在陪伴他們孩子的過程中，需要投入大量的時間和心

力，父母自己也需要面對自己個人生活發展各層面的需求，在面對發展遲緩兒童

的需求以及父母自己個人生涯的挑戰，這些發展遲緩兒童父母親所承受的壓力，

必定高於一般發展正常兒童的父母。而且，家庭主要照顧兒童者通常為母親，母

親除了需照顧發展遲緩兒童，通常還需承擔照顧其他孩子、配偶或尊親長的責

任，也需負擔家務（例如：清掃整理家庭環境、清洗整理衣物、料理三餐等），

如果需要上班的母親又需面對工作的壓力，故如果了解這些母親的壓力源以及相

關壓力源因子，尌有方向減低這些母親的壓力。本文將以國內外現有研究探討發

展遲緩兒童母親的壓力來源及相關因子探討。 

 

一、 親職壓力相關因子： 

  1976年臨床心理學家 Abidin 將親職壓力開始將親職壓力獨立於家庭生

活壓力外探討，並建立理論性架構，即母親領域、兒童特質、情境因素 

(situation factors) 對親職壓力扮演重要角色(見圖一)。 

1. 母親領域：指來自母親特質，指母親特質含有憂鬱、心理狀態、人格、

勝任感、親職依附。 

2. 兒童特質：兒童特質受生物性因素如基因或先天疾病、社會心理環境影

響，並交互影響兒童表現，尤其是早療中心著重於評估兒童發展程度這



領域。而使母親擔心、焦慮、困擾或精疲力盡等特質，包含兒童的適應

性、過動分心、情緒、強求性，可能導致親職功能下降。此外，兒童的

可接納性、對母親的增強則是和親子互動有關的，即母親和兒童間良好

的適合 (“good-to-fit”) 決定親子關係的發展。  

3. 情境因素：有夫妻關係、社會支持、母親的健康狀況、角色的限制，親

職功能的失調。國內大多數研究發現婚姻滿意度、母親支持系統和親職

壓力達顯著相關，即母親獲得較少的支持，其親職壓力較大。任文香

（1995） 指出，職業婦女親職壓力的降低與家人的支持有密切關係，配

偶的支持更是減輕親職壓力重要因素。若孩子的祖母親教養觀念及生活

習慣與母親差距過大，介入教養小孩過程時，也可能會引貣親職壓力。

此外，工作影響甚鉅，沒有受雇對親子關係有惡性的影響，母親受雇影

響母親自己和父親的親職行為，在低收入家庭中母親受雇可能會增加父

親和孩子的張力，也可能父親無法提供足夠的家用所以母親要進入職

場，而影響親職。  

  以上三個因子也都會直接影響到親職行為，由親職行為再去影響兒童

行為。總而言之，母親貢獻 (母親發展史、個人特質)，兒童貢獻 (兒童

特質、兒童發展)；壓力和支持的背景來源 (contextual sources of 

stress and support)，支持的功能 (社會網路)、婚姻關係、工作均影

響親職行為 ，進而影響親職壓力。 

二、 台灣本土親職壓力的變項： 

國內研究多以個人與家庭背景特性方面來探討親職壓力，研究發現如下： 

 1.母親年齡： 研究結果並不一致，有許多研究發現，母親年齡與其親職壓

力沒有顯著相關 。相反的，也有研究指出年輕母親的壓力高於年紀較大的母

親。 

2. 母親教育程度：研究結果未獲一致性。許多的研究均強調母親的教育程度

愈高，親職壓力愈低。但洪榮正（2004）、陳正弘（2006）等人的研究卻發

現，教育程度與親職壓力無顯著相關。 



3. 社經地位 (有時以家庭收入表示): 研究發現親職壓力與母親社經地位有

顯著相關，社經地位愈低或家庭收入愈低的母親，親職壓力愈高。 

4. 母親尌業與否： 國內部分研究有相同的發現家庭主婦親職壓力較高。家

庭主婦可能感到較多社會的孤離感、不被社會接受認同，造成其親職壓力較

高；而職業婦女照顧孩子時間較少，較不會將孩子視為全部生活重心，更有

較多的人際支持而降低社會的孤離，也改善了親職壓力的感受。汪俐君

（2003）、洪榮正（2004）的研究亦發現家庭主婦比職業婦女感受較大的親

職壓力。 

5. 子女數： 任文香（1995）發現子女數不同的母親，其親職壓力有顯著差

異，育有多名子女的母親比一名子女的母親感受較大的壓力。黃珊峨(2006)，

洪榮正（2004）、張秀媛（2005）、陳玲婉（2005）也有相同發現。而卓文

婷（2007）卻指出，家中有一名子女之家庭主婦的親職壓力比家中有兩名子

女的家庭主婦親職壓力大。但是也有研究指出，家庭中子女的數目與母親所

承受的親職壓力並無相關 

6. 子女性別： 許多研究皆指出子女性別不同，對母親的親職壓力沒有顯著

差異的影響。而汪俐君（2003）與陳思穎（2002）的研究均顯示，母親認為

男孩比較好動，因此感受到較多來自親子互動失調的壓力。 

7. 子女年齡： 育養幼兒階段的職業婦女，親職壓力較重。有些研究則發現

不同年齡的子女，與其母親所感受到的親職壓力並無顯著差異。 

  總而言之，不論是家長本身的因素（年齡、教育程度、母親尌業與否等），

或是子女的特性（性別、年齡…等）對其親職壓力的影響，其研究結果正反

並陳，看法皆不太一致。 

  目前親職壓力評估方面，早療中心常使用Abidin 親職壓力理論模式於1990

年修正並發展成的簡式親職壓力量表 (parenting stress index/short 

form，PSI/SF) ，可清楚觀察困難兒童、親職愁苦都會影響到親子互動失調，

且呈現雙向影響關係，再藉由親子互動失調影響親職行為，因此需再次強調



親職行為對教養發展遲緩兒童所扮演的角色。整體而言，母親本身的個人背

景因素對其親職壓力皆有一定的影響力，因此本早療中心特別提供家長教育

團體和親職諮詢，可以增進親職行為且改進母親和兒童的生活品質。 

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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