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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婚姻關係及母職角色，主要目的為：探討不同背景變

項（教育程度與工作時數）幼兒母親在婚姻關係及母職角色的差異；分析

婚姻關係在背景變項與母職角色間的中介效果；探討母職角色在背景變項

與婚姻關係間的中介效果。本研究以自編之「婚姻關係量表」及「母職角

色量表」為研究工具，調查台北市、苗栗縣、彰化縣、台南縣及台東縣家

有三至六歲幼兒之母親共 737 人，資料蒐集後以二因子變異數分析及階層

廻歸分析法進行資料處理。主要結論為：母職角色會因為母親教育程度而

有所差異；婚姻關係可以有效調節母親教育程度與母職角色；母職角色可

以有效預測婚姻關係。根據上述研究結論，本研究提出對於幼兒母親及後

續研究之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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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marital 

relationships and motherhood. The data have been collected from researchers’ ” 

marital relationships scale” and “motherhood scale”. A total of 912 

questionnaires were passed to the preschoolers’ mothers, and 737 were 

collected valid. The data collected from target samples were analyzed by 

two-way ANOVA and hierarchical regression analysis. 

The research finds that the “educational degree” has varying degrees of 

influence on motherhood. The marital relationships can effectively regulate 

educational degree and motherhood. The motherhood can predicted marital 

relationships. 

The conclusions were drawn based on previous findings and some 

suggestions were proposed for mothers and researc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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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論 
 

一、研究動機與目的 

在幼兒與家庭領域中，父母角色及親職教育一直是受到關注的議題

（毛萬儀、黃迺毓，2010）。依據行政院勞工委員會婦女勞動力狀況分析

資料發現，我國98年女性勞動力參與率為49.62%，呈逐年成長趨勢，98年

女性就業率為47.16%，較十年前增加2.26個百分點，各年齡層以25-44歲之

增加9.46個百分點為最多，女性未參與勞動力原因歷年均以料理家務為最

高，惟其所占比率逐年下降，由十年前之58.19%下降至98年之48.77%，減

少9.42個百分點（行政院勞工委員會，2010）。雖然近年來國內婦女的勞動

參與率逐漸上升，然而，已婚的職業婦女卻仍然承擔大部分的育兒及家事

工作（杜宜展，2009）。在家庭結構及功能上有著很戲劇化的轉變，有一些

事物還是不變的，婦女仍然是主要的孩童養育者及對於家庭負有重大的責

任（杜宜展譯，2010）。 

婚姻關係不是靜態而是動態的概念，良好的婚姻關係可提升彼此身、

心、靈的成長，並可充分滿足個人的需求，更可藉此化解多重的衝突（王

恩惠，2006）。家庭系統理論包含夫妻次系統、親子次系統以及手足次系

統，這些系統又以夫妻次系統為主軸（余錦芬、黃郁婷，2009）。父母角

色責任會影響婚姻關係，婚姻關係是否也可能會影響父母的親職角色？

Belsky（1984）認為婚姻關係是父母角色運作時最主要的支持系統，因此

強調夫妻滿意度對親職參與的影響。 

雖然發展理論（developmental theory）仰賴於主張關係（及個體）隨

著時間而改變，很少有研究陳述隨著孩子成長與發展，婚姻關係品質與親

職的可能變化（Grych, 2002）。因此，本研究也擬探究家有三至六歲幼兒，

母親婚姻關係與其母職角色之關係。 

基於上述研究動機，本研究目的為：1.探討不同背景變項（教育程度

與工作時數）幼兒母親在婚姻關係及母職角色的差異。2.分析婚姻關係在



 
4   STUT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No.6                           

背景變項與母職角色間的中介效果。3.探究母職角色在背景變項與婚姻關

係間的中介效果。 

綜合以上研究目的，本研究假設如下：假設一：不同背景變項之幼兒

母親的婚姻關係有顯著差異。假設二：不同背景變項之幼兒母親的母職角

色有顯著差異。假設三：婚姻關係對不同背景變項幼兒母親的母職角色具

有中介效果。假設四：母職角色對不同背景變項幼兒母親的婚姻關係具有

中介效果。 

 

貳、文獻探討 
  

一、婚姻關係理論模式與研究 

婚姻是組成家庭的必要條件之一，有許多學者試著提出對婚姻之定義

（王恩惠，2006；邱珍琬，2010；林惠雅、周玉慧，2009；Shek, 1995）。

女性有更多社會化的傾向用婚姻來定義他們的身份，且依賴婚姻作為個人

滿足的來源（Shek, 1995）。婚姻是指一男一女以終生生活為目的之合法結

合的關係。必需要有公開儀式及兩人以上的證人，經合法的儀式而結合，

以終生共同生活為目的（王恩惠，2006）。 

女性以關係為主的需求，對於婚姻的渴望可能更深刻，即便有成功的

婚姻，然而女性卻更在乎自己在其他生活領域上的角色，尤其是我們社會

還是將女性「規劃」在「私領域」範疇，已婚女性的「事業」角色永遠不

及其「家庭角色」，因為後者後到社會大眾的檢視更多也更嚴苛（邱珍琬，

2010）。父母關係，尤其是夫妻婚姻關係，咸被視為親職參與極為關鍵的

因素之一，夫妻結婚形成婚姻關係，孕育下一代開始，除了婚姻關係之外，

夫妻同時還扮演父母的角色，擔負養兒育女的責任（林惠雅、周玉慧，

2009）。 

至於婚姻關係理論模式，張春興（1997）與曹中瑋（1984）根據Maslow

在1970年提出的「需求層次論」（hierarchy of needs theory），並針對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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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文化特性，進而對婚姻滿意度的內涵提出「婚姻五經論」其中包括生

理、經濟、社會、心理、哲學五個層面：1.生理層面：兩性的相互吸引、

性需求的彼此滿足、繁衍子孫延續後代等目的的達成，是婚姻生活最原始

的需求。2.經濟層面：經濟基礎是婚姻、家庭維持長久的基本需求，包括

經濟生產力、收支的分配與利用、家計責任的分擔、財產多寡，衣食住行

的滿足等方面。3.社會層面：在婚姻生活中也需要社會性的滿足，以維持

家庭的社會地位、個人的顏面與自尊。4.心理層面：在婚姻生活中，心理

的相互滿足是婚姻的感情基礎，彼此相愛可能因志趣相投、性格相近或條

件相似及日久生情等因素造成。5.哲學層面：是指夫妻兩人是否有共同的

人生觀、人生理想價值觀以及個人與婚姻成長與實現，兩人之間所存在的

共同理想，是夫妻兩人人生哲學的密切結合。 

影響婚姻關係或婚姻滿意度的因素一直是學著們感到興趣的研究議

題，且試圖從家庭領域來探究之（Baxter, Hewitt, & Haynes, 2008; 

Nomaguchi & Milkie, 2003；Dew &Wilcox, 2011；Doss, Rhoades, Stanley, & 

Markman, 2009；Grote, Frieze, & Stone, 1996）。 

當婦女成為母親之後，可能經歷夫妻相處時間愈來愈少，導致婚姻的

表達性功能降低（Dew &Wilcox, 2011）。現今社會愈來愈重視婚姻的表達

性規範，此種轉變可能導致已婚母親的婚姻滿意度降低（Doss, Rhoades, 

Stanley, & Markman, 2009）。社會規範（social norms）支配婦女在成為母

親之後，承擔較多傳統家庭角色，無論自願與否，婦女常遵循這些規範（Dew 

&Wilcox, 2011）。當孩子降臨，丈夫常增加勞動參與，婦女反而減少勞動

參與，且開始投入較多家務工作（Baxter, Hewitt, & Haynes, 2008; 

Nomaguchi & Milkie, 2003）。就多數婦女而言，具有較傳統角色可能降低

婚姻滿意度（Cowan et al., 1985; Grote, Frieze, & Stone, 1996）。Dew 與

Wilcox（2011）也認為家庭角色傳統化（family-role traditionalization）而不

是夫妻相處時間漸少，可能足以詮釋婦女為人母親之後，婚姻滿意度降低

之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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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分配正義理論（distributive justice theory）認為當個體知覺與他

人關係層面的不公平時，會變得不滿（Deutsch, 1985; Major, 1987）。有研

究支持分配正義理論，發現知覺不公平可強烈預測太太的婚姻滿意度，而

實際的家務分工則不然（Stevens, Kiger, & Riley, 2001; Wilcox & Nock, 

2006）。顏秀芳（2007）研究發現成為新手父母對婚姻品質的影響，不僅

是家庭內人數由兩人世界變成三人世界的表象變化，也包括五個面向的改

變：認同、夫妻角色、三代關係、家庭外角色、親職角色。 

由上述可知，隨著社會的變遷，婚姻關係也不斷在調整中，尤其當家

庭中小孩出生之後，夫妻間如未彼此扶持，善盡親職角色與作為，常因知

覺不公平而導致婚姻關係品質下降，婚姻滿意度亦然。 

二、母職角色內涵與研究 

母親是兒童主要照顧者，母職角色（motherhood）意指婦女被稱為母

親的過程（McCarthy & Edwards, 2011）。女性將親職工作當作「母親的職

責」及「母親的勞務」，不同於男性的親職工作（Arendell, 2000）。女性被

認定的角色以家庭為主，擔負養育孩子的角色，也會因認為家庭之重要性

高於工作的比例多於男性（余錦芬、黃郁婷，2009）。 

女性在我們的社會中仍扮演著主要的照顧角色（唐先梅、曾敏傑，

2008）。儘管「成為母親」是大多數女性的共同經驗，但女性在實踐母職

過程中，常因社會位置不同而採取不同的策略，台灣女性對母職認同與西

方女性相似，對女性「成為母親」持以高度肯定，也認為「母親」是母職

實踐過程中不可替代的角色（潘淑滿，2005）。女性投入勞動市場，其經濟

角色獨立比過去的婦女在家庭及社會地位提升許多，而已婚職業婦女除了

須面對工作上的負擔外，還必須承擔大部分的家事工作，特別是家中還有

年幼子女者，其面臨家庭與工作的壓力是雙重的（黃宜純、王素華，2010）。 

自從第二次女性主義運動（feminism）首先主張成為母親的經驗是源

自於社會建構而非生物決定開始，這幾年來母職角色與母職參與持續受到

重視，母職角色持續成為許多婦女的核心認同，且依次決定她們的道德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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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標準，母職也可能被建立理論作為思考生命本質的特殊方式，同時，

一旦強化適當的母職理念，母親將尋求其工作-家庭平衡，以增進勞動參與

（McCarthy & Edwards, 2011）。 

母職角色泛指個體對於母親角色所擔負之親職責任時所表現而出的

態度、思想及行為，此態度、思想和行為往往會左右母親角色的扮演，母

職角色信念內涵有六個層面， 分別為：積極接納、導引培育、照顧養育、

期望成就、順從支配、管教紀律等信念（許雅卿，2005）。 

儘管在家庭中的母職角色須執行之工作愈來愈多，育兒工作仍持續多

為母親的權限，如同有償工作時數父親較母親為多（Bianchi & Milkie, 

2010）。Craig (2006)研究發現澳洲母親花費較多時間與兒童相處，從事較

多家務，較常與兒童獨處及負責管理與照顧兒童。 

此外，在國內有關母職角色研究方面，許雅卿（2005）研究發現：1.

護理人員在母職角色信念上，呈現高度肯定的看法。2.不同年齡、學歷、

年資及服務機構的護理人員在「積極接納」、「照顧養育」及「導引培育」

層面的看法呈現各自有其顯著差異。杜宜展與李鴻章（2008）研究發現：

母職角色之使命感及母職成就感層面可以有效預測整體母職守門及其標準

與責任、認同肯定及分化的家庭角色層面。杜宜展（2009）研究發現：1.

母職角色信念之「母職使命感」層面最能預測整體母職守門傾向及其「行

為」層面。3.母職角色信念之「母職使命感」、「母職成就感」及「母職實

踐感」最能預測母職守門「責任」層面。 

母職角色有其特殊性，不同於父職角色（fatherhood），且其擔負多數

的育兒責任，然而，影響母親實踐母職角色之前因與後果尚待進一步探究

之。 

三、婚姻關係與母職角色之相關研究 

有關婚姻關係品質與親子關係方面，家庭系統理論（family systems 

theory）提出許多假設，首先，後遺假設（spillover hypothesis）主張較佳

的婚姻品質導致正向親子關係，相反地婚姻困擾導致負向的親子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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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sterbrooks & Emde, 1988; Engfer, 1988）。換言之，婚姻關係與親職之

間的情感、壓力或負荷，存在著正相關（Carlson, Pilkauskas, McLanahan, & 

Brooks-Gunn, 2011）。已有學者確定此二者的動力關係（White, 1999）。其

次，補償假設（compensatory hypothesis）主張在婚姻中缺乏滿意及情緒抒

發，相反地，可能導致父母投入更多心力在親子關係（Engfer, 1988; Goldberg 

& Easterbrooks, 1984）。換言之，婚姻品質與親職呈現負相關。再則，婚姻

品質與親職的關係可能是不真實的，因為缺少諸如兒童或父母的特質變項

（Carlson, Pilkauskas, McLanahan, & Brooks-Gunn, 2011）。 

許多研究屢屢顯示婚姻關係與親子互動彼此呈現正相關，而支持家庭

關 係 的 後 遺 假 設 （ Aldous, Mulligan, & Bjarnason, 1998; Carlson & 

McLanahan, 2006; Erel & Burman, 1995; Grych, 2002; Krishnakumar & 

Buehler, 2000; White, 1999）。Erel 與 Burman（1995）針對 68 項研究進行後

設分析（meta-analysis）發現婚姻品質與親子關係有強烈的正相關。 

家庭領域學者長久以來已了解到家庭關係（母親與父親、父母與子

女、手足）的相互依賴，就家庭系統而言，動力關係彼此影響著個體的變

化（Cox & Paley, 1997; O’Brien, 2005）。在家庭關係中，婚姻關係常被視為

小家庭的核心動力（Cummings & O’Reilly, 1997）。有項研究發現較佳的婚

姻關係導致較佳的親子關係（Erel & Burman, 1995）。Belsky（1984）主張

影響親職行為的「歷程模式」（process model），認為親職行為受到以下因

素左右：1.父母的人格特質；2.兒童的特質；3.脈絡中的壓力來源與支持，

包括：婚姻關係、父母的工作經驗及社會網絡。 

家庭中最主要的三個小系統分別是親子關係、夫妻關係與手足關係，

任何系統間皆會互相影響，也有可能影響到未介入的小系統。如當父母關

係不親密和諧時，有可能是夫妻關係系統出了問題，此時父母可能忙於處

理自己本身的婚姻問題，無暇顧及親子關係的互動，而間接影響到的親子

間的關係（沈秀貞，2007）。國內有關婚姻與親職關係的研究方面，陳富

美與利翠珊（2004）以台灣北部地區309對育有學齡前幼兒的夫妻為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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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夫妻在親職分工及共親職（co-parenting）的經驗，研究結果顯示，夫

妻親職參與程度的差異與婚姻滿意度未有顯著關連。不過，夫妻親職參與

的知覺差異及主動支持上的不對等，與先生的婚姻滿意度有關。此外，利

翠珊與陳富美（2004）探討夫妻在親職角色的支持與分工行為，及其對華

人夫妻情感的影響，研究結果顯示，夫妻在親職角色上的支持並沒有太大

的不同，但是，先生明顯的比太太參與較少的育兒工作，相關分析的結果

發現，太太的家庭價值觀與其親職支持與分工行為均有顯著的關聯。 

綜合上述，婚姻關係有可能影響親職行為，但有關婚姻關係與母職角

色之研究，迄今仍不多見，尚待積極探究之。 

台灣女性習慣將母職視為女人的個人責任，根本沒有解構兩性在母職

實踐的角色分工（潘淑滿，2005）。母親態度對於母職角色的影響並不限於

嬰兒。McBride 與 Rane（1997）以學前幼兒的父母親為研究對象，發現母

親對於配偶參與親職及婚姻角色的知覺和母職角色有關，對於丈夫投入工

作角色的知覺和母職角色呈現負相關，事實上，母親的知覺最能預測整體

的母職角色。 

雖然眾所皆知家庭關係往往是相輔相成（例：婚姻關係與親子關係），

多數研究指出婚姻品質會影響親職，然而，也有很好的理由期待親職影響

夫妻關係品質，如果親子關係強韌，父母感覺自己是育兒團隊成員之一，

親職投入可能提升家庭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且強化了夫妻關係品質

（Carlson, Pilkauskas, McLanahan, & Brooks-Gunn, 2011）。相反地，親職參

與-尤其是在初為父母的多樣化性別角色-可能減少時間與精力去培養夫妻

關係，可能造成衝突且降低婚姻品質（Cowan & Cowan, 1992; Nomaguchi & 

Milkie, 2003）。故本研究也擬探究母職角色對於婚姻關係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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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研究方法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九十八學年度就讀幼稚園的幼兒母親為取樣對象，以班級為

單位採叢集抽樣（cluster sampling）抽取幼兒的母親為樣本。預試量表編

定之後，即進行預試樣本之選取，以台南縣及苗栗縣幼兒母親為對象，合

計有效樣本共 190 人。正式量表編製完成後，為顧及區域的平衡性，採分

層隨機抽樣，正式量表共發出 912 份，經剔除作答不完整者，合計有效樣

本共 737 人，可用率 80.81%，符合 Creswell（2002）的主張問卷調查研究

之正式樣本數最好在 350 位以上。樣本在地區方面計有：台北市 110 人

（14.93%）、苗栗縣 107 人（14.52%）、彰化縣 126 人（17.10%）、台南縣

199 人（27.00%）、及台東縣 195 人（26.45%）。 

二、研究工具 

本研究所採用的研究工具有二：分別為：「婚姻關係量表」及「母職

角色量表」，以下分別說明研究工具的設計與實施方式。 

（一）婚姻關係量表 

本研究參考 Norton（1983）的研究結果與相關文獻，編製出：「婚姻

關係量表」（Marital Quality Scale, MQS），主要在探討母親對於婚姻品質的

看法，共有 8 題，填答方式採李克特式五點量表（Liker-type 5 points Scale），

勾選「非常同意」選項給五分，以此類推。量表施測後以極端組比較法進

行項目分析（邱皓政，2007），結果顯示，所有題項皆達顯著水準，故全數

予以保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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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婚姻關係量表項目分析結果摘要表 

題號 題    目 決斷值 取捨 

1 我很滿意目前的婚姻關係 14.53*** 保留 

2 目前的婚姻使我覺得很快樂 14.94*** 保留 

3 我能維持目前的婚姻關係 12.84*** 保留 

4 我與配偶對於多數事情的看法很相似 13.10*** 保留 

5 我的婚姻很穩定 15.32*** 保留 

6 我與配偶的關係很穩定 13.05*** 保留 

7 我與配偶常一起從事戶外活動 11.98*** 保留 

8 我與配偶有共同的興趣 12.79*** 保留 

***p＜.001 

 

量表經過項目分析之後，繼續進行因素分析，以求取量表的建構效度

（construct validity）。由表 2 可知本量表的 Bartlett 球形檢定達顯著性

（p<.001）且取樣適切性量數（KMO）為.876，Kaiser（1974）認為 KMO

統計量.90 以上具有良好的因素分析適合性（引自邱皓政，2007），故本量

表極適合進行因素分析。遂以 190 位預試樣本資料，進行因素分析，經主

成分分析及最大變異法進行轉軸，結果如表 3 所示。 

「婚姻關係量表」包含八個題目，特徵值為6.70，解釋變異量為

67.02%，內部一致性係數值為.93，主要內涵在於闡述母親對於婚姻關係

抱持著快樂且滿意的觀點（例：我很滿意目前的婚姻關係）。每一題得分為

1至5分，最低至最高可能得分為8至40分。 

 

表 2  婚姻關係量表 KMO 與 Bartlett 檢定 

KMO取樣適切性量數  .876 

Bartlett球形檢定     近似卡方分配 2095.992 

     自由度 45 

     顯著性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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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婚姻關係量表因素分析結果摘要表 

因素 預試 

題號 

正式

題號

因素負

荷量 

轉軸後

特徵值

解釋變

異量 

Cronbach’s 

係數 

一、快樂滿意

 

 

6 1 .83 6.70 67.02% .93 

5 2 .82 

8 

1 

3 

4 

.81 

.76 

 7 5 .75    

 3 6 .74    

 2 7 .73    

 4 8 .72    

   

（二）母職角色量表 

本研究之「母職角色量表」修訂 Whatley 與 Knox（2005）之「傳統母

職角色量表」（Traditional Motherhood Scale, TMS），原量表有 18 題，內部

一致性信度為.89。 

修訂 Whatley 與 Knox （2005）「傳統母職角色量表」後仍為 18 題，

命名為「母職角色量表」（Motherhood Scale, MS），主要在探討母親對於母

職角色的知覺，採李克特式五點量表方式作答，為「很不同意」至「非常

同意」，以 1 至 5 分計分。量表預試後以極端組比較法進行項目分析，結果

顯示所有題目皆達顯著水準，故全數保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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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母職角色量表項目分析結果摘要表 

題號 題    目 決斷值 取捨 

1 母親與孩子的關係較父子關係為佳  8.32*** 保留 

2 母親較了解孩子，因此較成為稱職的家長  9.63*** 保留 

3 母職角色能使婦女充分發揮其潛能 10.89*** 保留 

4 一位好母親應該在孩子一歲前，留在家中照顧孩子  6.82*** 保留 

5 母親應該留在家中照顧孩子，而不必外出工作  4.60*** 保留 

6 母職角色帶給婦女許多喜悅與滿足  7.43*** 保留 

7 孩子的教養與成長需要母親  6.68*** 保留 

8 母職角色是女性生命中的本質 10.36*** 保留 

9 我覺得所有婦女都應該經歷母職角色  9.77*** 保留 

10 母親較具養育性特質 11.81*** 保留 

11 母親與孩子間擁有較強的情感連結 11.66*** 保留 

12 母親較能同情受創傷的孩子  9.86*** 保留 

13 母親花費較多的時間與孩子相處 11.34*** 保留 

14 母親對待孩子較寬容  6.37*** 保留 

15 母親對待孩子較有感情  9.78*** 保留 

16 在孩子的成長歲月中，母親角色極為重要  7.82*** 保留 

17 在養育孩子方面，母親扮演較吃重的角色  8.84*** 保留 

18 女性天生就知道孩子的需求  9.73*** 保留 

***p＜.001 

 

量表經過項目分析之後，繼續進行因素分析，以求取量表的建構效

度。由表 5 可知本量表的 Bartlett 球形檢定達顯著性（p<.001）且取樣適切

性量數（KMO）為.900，Kaiser（1974）認為 KMO 統計量.90 以上具有極

佳的（marvelous）因素分析適合性（引自邱皓政，2007），故本量表極適

合進行因素分析。遂以 190 位預試樣本資料，進行因素分析，經主成分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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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及最大變異法進行轉軸，結果如表 6 所示。 

修訂後的「母職角色量表」可分成四個主要因素： 

1. 因素一：「慈愛感」 

包含七個題項，特徵值為7.52，解釋變異量為41.79%，內部一致性係

數值為.87，主要內涵在於闡述母親對於母職角色所表現的情感（例：母親

與孩子間擁有較強的情感連結）。每一題得分為1至5分，最低至最高可能得

分為7至35分。 

2. 因素二：「成就感」 

包含六個題項，特徵值為1.68，解釋變異量為9.359%，內部一致性係

數值為.79，主要內涵在於母親對於母職角色所感受到的成就感（例：母職

角色帶給婦女許多喜悅與滿足）。每一題得分為1至5分，最低至最高可能得

分為6至30分。 

3. 因素三：「實踐感」 

包含二個題項，特徵值為1.22，解釋變異量為6.79%，內部一致性係數

值為.77，主要內涵在於母親對於母職角色的具體作為（例：母親應該留在

家中照顧孩子，而不必外出工作）。每一題得分為1至5分，最低至最高可能

得分為2至10分。 

4. 因素四：「使命感」 

包含三個題項，特徵值為1.07，解釋變異量為5.94%，內部一致性係數

值為.76，主要內涵在於母親對於母職角色的期待與要求（例：母親越了解

孩子，因此越能成為稱職的家長）。每一題得分為1至5分，最低至最高可能

得分為3至15分。 

本量表解釋總變異量為63.87%，整體內部一致性係數值為.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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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母職角色量表KMO與Bartlett檢定 

KMO取樣適切性量數  .900 

Bartlett球形檢定     近似卡方分配 1644.196 

     自由度 153 

     顯著性 .000 

 

表 6  母職角色量表因素分析結果摘要表 

因素 預試 

題號 

正式 

題號 

因素負

荷量 

轉軸後 

特徵值 

解釋變 

異量 

Cronbach’

s 係數. 

一、慈愛感 

 

 

14 1 .77 7.52 41.79% .87 

12 2 .74 

13 5 .63 

11 6 .59 

17 7 .53 

二、成就感 7 8 .77 1.68   9.35% .79 

8 9 .72 

16 10 .62 

三、實踐感 5 14 .80 1.22   6.79% .77 

4 15 .76 

四、使命感 2 16 .80 1.07   5.94% .76 

1 17 .74 

3 18 .46  

本量表之有效解釋量及整體Cronbach’s 係數  63.87% .90 

 

三、實施程序與資料處理 

研究者事先商請擔任被抽取之縣市幼稚園教師代為調查，利用母親參

與學校活動時填寫（例：班親會、親職教育講座及教學參觀日等），彙整後

轉交給研究者。本研究採用二因子變異數分析（two-way ANOVA）及階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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迴歸分析（hierarchical regression analysis）進行資料處理。 

以二因子變異數分析考驗：教育程度、工作時數與婚姻關係是否有顯

著差異存在（假設一）；教育程度、工作時數與母職角色是否有顯著差異存

在（假設二）。 

以階層迴歸分析考驗婚姻關係對不同背景變項幼兒母親的母職角色

是否具有中介效果（假設三）。母職角色對不同背景變項幼兒母親的婚姻關

係是否具有中介效果（假設四）。 

 

肆、研究結果與討論 
 

一、背景變項與幼兒母親婚姻關係、母職角色的差異情形 

（一）不同教育程度與工作時數之幼兒母親的婚姻關係差異情形 

本研究為了探討不同教育程度與工作時數之幼兒母親在婚姻關係的

交互作用影響情形，以二因子變異數分析進行，以了解二者交互之間在婚

姻關係上是否有交互作用存在。若交互作用結果達顯著水準，則進行單純

主要效果事後比較；若交互作用未達顯著水準，則以單因子變異數分析考

驗各因子的主要效果。 

由表7得知，不同教育程度與工作時數對婚姻關係未產生交互作用，

再觀察其主要效果F值，顯現同教育程度與工作時數皆未達顯著效果。 

 

表7  教育程度與工作時數對婚姻關係之二因子變異數分析摘要表 

變異來源 SS df MS F 淨相關 η2 

教育程度（A）    170.939    4   42.735 1.179 0.007 

工作時數（B）     74.989    4   18.747 0.517 0.003 

交互作用（A×B）    413.787   16   25.862 0.714 0.016 

誤差  25514.154  704   36.242   

總和 76501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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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不同教育程度與工作時數之幼兒母親的母職角色差異情形 

由表 8 得知，不同教育程度與工作時數對母職角色未產生交互作用，

再觀察其主要效果 F 值，顯現不同教育程度達顯著效果，而工作時數則未

達顯著效果。教育程度因子達顯著，經事後比較結果發現，專科組的母親

在整體母職角色得分，高於大學組，其差異達.001 顯著水準。此外，高中

職組的母親整體母職角色得分，也高於大學組，其差異達.05 顯著水準。也

就是說，專科與高中職教育程度的母親，整體母職角色傾向高於大學教育

程度的母親。換言之，專科與高中職教育程度的母親較大學畢業的母親，

對於母親角色所擔負親職責任所表現的態度、思想及行為，愈具有傳統母

職角色傾向。婦女教育程度提高了外出就業的可能性（Cotter, Hermsen, & 

England, 2009; England, Garcia-Beaulieu, & Ross, 2004），故據有大學教育

程度的母親，因而較不具有傳統母職角色特質，不覺得應該犧牲職業，成

為家庭主婦照顧幼兒。具傳統母職角色將自己視為主要照顧者（Coltrane, 

1996）。本研究也發現教育程度愈低的幼兒母親，愈傾向扮演傳統母職角

色者，愈喜歡留在家中照顧孩子。 

 

表8  教育程度與工作時數對母職角色之二因子變異數分析摘要表 

變異來源 SS df MS F 事後比較 淨相關 η2 

教育程度

（A） 

   1096.109   4  274.027 2.965* 高中職＞大學 

  專科＞大學 

0.017 

工作時數

（B） 

    181.113   4   45.278 0.490  0.003 

交互作用

（A×B） 

   1434.414  16   89.651 0.970  0.022 

誤差 63492.465 687   62.420    

總和 3600484.000 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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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背景變項與婚姻關係預測母職角色的階層廻歸分析 

由於本研究探討之自變項：教育程度為類別變項(categorical variable)，

在進行迴歸分析之前，須將其轉換成虛擬變項(dummy variable)，使其具有

連續變項的特性。 

首先投入背景變項為模式一，模式二則除了背景變項外，還包括婚姻

關係。由表 9 得知背景變項對母職角色的預測力達顯著水準，F（2,704）

＝7.565，p＜.01，背景變項能解釋母職角色總變異量的 2.10%（R²＝.021）。

此模式中具有明顯解釋力的變項為教育程度虛擬變項，迴歸係數達顯著水

準（β＝.139，p＜.001），教育程度虛擬變項能顯著且預測母職角色。 

由模式二可知，當婚姻關係同時納入迴歸方程式時，背景變項與婚姻

關係對子母職角色的聯合預測力也達顯著水準，F（3,703）＝11.311，p

＜.001，可聯合解釋母職角色總變異量的4.60%（R²＝.046）。唯解釋量偏

低，究其因可能是工具編製不當使然，後續研究宜再提升量表之信效度。 

在中介效果方面，當背景變項與婚姻關係一同預測母職角色時，這些

變項對母職角色的解釋量由2.10%增加到4.60%，這表示先前的迴歸方程式

的背景變項能單獨解釋測母職角色總變異量的2.10%，接著把婚姻關係納

入迴歸方程式後，對母職角色的解釋量增加了2.50% （ R²＝.025），而此

一增加量亦達顯著， F（1, 703）＝18.429，p＜.001。 

此外，教育程度虛擬變項的迴歸係數由.139（p＜.001）下降至.129（p

＜.01），仍達顯著水準，受試者的教育程度對母職角色的效果，主要是受

到婚姻關係的部分中介，其中介效果值為.158（p＜.001）。顯示教育程度

虛擬變項對母職角色除了有直接效果外，也會透過婚姻關係，對其母職角

色產生間接效果。 

婚姻是人與人之間最重要且最親密的關係也是人類社會最基本的一種制

度，在中國傳統的觀念中婚姻是維護社會秩序及繁衍子孫的唯一基石，傳

統社會中「男主外、女主內」一直是家庭分工的規範，但自工業革命以來

女性大量投入就業市場，家庭型態有了多樣的變化，傳統的家庭結構漸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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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取而代之的是雙生涯型態的夫妻（王恩惠，2006）。在家庭關係中，

婚姻關係常被視為小家庭的核心動力（Cummings & O’Reilly, 1997）。有項

研究發現較佳的婚姻關係導致較佳的親子關係（Erel & Burman, 1995）。

Carlson, Pilkauskas, Mclanahan, & Brooks-Gunn（2011）進行脆弱家庭與兒

童幸福的研究（the fragile families and child wellbeing study）發現，在嬰兒

及學步兒階段，婚姻品質可以有效預測親職參與，相反地，親職參與無法

婚姻關係品質。而本研究也發現婚姻關係的確可以預測母職角色。 

 

表 9  背景變項與婚姻關係預測母職角色之階層迴歸分析摘要表 

 主動聯繫 

投入變項 模式一 

  β          t 

模式二 

   β              t 

教育程度（虛擬變項）  .139***  3.695  .129**  3.459 

工作時數  -.029  -.761  -.030  -.797 

婚姻關係   .158***  4.293 

R²  .021  .046 

R²  .021  .025 

F   7.565**   11.311*** 

F   7.565**   18.429*** 

**p<.01；***p<.001 

 

三、背景變項與母職角色預測婚姻關係的階層廻歸分析 

首先投入背景變項為模式一，模式二則除了背景變項外，還包括母職

角色。由表 10 得知背景變項對婚姻關係的預測力未達顯著水準，F（2,704）

＝1.437，p＞.05，背景變項未能顯著預測婚姻關係。 

由模式二可知，當母職角色同時納入迴歸方程式時，背景變項與母職

角色對婚姻關係的聯合預測力達顯著水準，F（3,703）＝7.125，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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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聯合解釋婚姻關係總變異量的3.00%（R²＝.030）。唯解釋量偏低，究其

因可能是抽樣地區不具代表性使然，後續研究宜再擴充樣本縣市。 

在中介效果方面，當背景變項與母職角色一同預測婚姻關係時，對婚

姻關係的解釋量增加了2.50% （ R²＝.025），而此一增加量亦達顯著， F

（1, 703）＝18.429，p＜.001。 

此外，教育程度虛擬變項的迴歸係數由.064（p＞.05）下降至.042（p

＞.05），主要是受到母職角色的中介，其中介效果值為.161（p＜.001）。

顯示母職角色能預測婚姻關係。 

據研究發現父母在產後第一個月，婚姻滿意度即開始下降（Belsky, 

Spanier, & Rovine, 1983; O’Brien&Peyton, 2002），且家有較多孩子的夫妻隨

著時間的流逝更體驗到婚姻品質的直線下降（Kurdek, 1999）。此外，親職

壓力會負面影響婚姻品質（Engfer, 1988; Lavee, Sharlin, & Katz, 1996）。而

本研究也同樣發現，學前幼兒母親的母職角色能顯著預測其婚姻關係，由

此可知，隨著孩子的出生，親職角色有可能影響其夫妻的婚姻關係品質，

然而，國內較欠缺此方面之研究，急待後續探究之。 

 

表 10  背景變項與母職角色預測婚姻關係之階層迴歸分析摘要表 

 主動聯繫 

投入變項 模式一 模式二 

教育程度（虛擬變項）  .064  1.695    .042  1.107 

工作時數  .006   .162    .011   .287 

母職角色     .161***  4.293 

R²   .004     .030 

R²   .004  .025 

F  1.437    7.125*** 

F  1.437   18.429***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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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論與建議 
 

一、結論 

本研究旨在探討婚姻關係與母職角色，綜合上述研究分析結果與討論

得知：專科與高中職教育程度的母親，母職角色傾向高於大學教育程度的

母親。換言之，專科與高中職教育程度的母親較大學畢業的母親，對於母

親角色所擔負親職責任所表現的態度、思想及行為，愈具有傳統母職角色

傾向。此外，教育程度對母職角色除了有直接效果外，也會透過婚姻關係，

對其母職角色產生間接效果。換言之，婚姻關係可以有效調節母親教育程

度與母職角色。再者，母職角色可有效預測婚姻關係。 

二、建議 

本研究發現，與大學教育程度的母親相較，高中職及專科畢業的母親

較具有傳統母職角色傾向。換言之，一直將母職視為自己的責任，一手包

辦所有的育兒事務，相對地可能形塑男性就是不喜歡照顧孩子的假象，日

積月累將導致身心俱疲。因此，宜多鼓勵專科（含）以下教育程度的幼兒

母親們再至大學校院進修，修習婚姻與家庭、親職教育及性別教育課程，

適時修正傳統母職角色信念與作為，採協同親職（co-parenting）方式，邀

請配偶共同投入育兒工作，共創雙贏。此外，茲因本研究僅探討幼兒母親

們的部分背景變項-教育程度與工作時數，至於年齡、子女數及出生序等，

與母職角色之關係，皆待後續研究探究之。 

有一項關於荷蘭人婚姻關係的研究發現：一旦丈夫較投入育兒事務，

太太婚姻滿意度較高，因此婚姻較不易觸礁，故建議父職參與（paternal 

involvement）可能會正向影響婚姻品質（Kalmijn, 1999）。將來後續研究可

進一步探究，父職參與或父職角色對於夫妻婚姻關係品質之影響，以深入

了解影響婚姻關係之親職角色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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