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幼兒性別與母親教養信念之淺析 

1 
 

 

 

 

 

 

 

 

 

 

 

 

 

 

投稿類別：教育類 

 

篇名： 

幼兒性別與母親教養信念之淺析 

 

作者： 

黃晴暄。曉明女中。高三丙班 

 

指導老師： 

                             張育源老師 

 

 

 

 

 

 

 

 

 

 

 

 

 

 

 



幼兒性別與母親教養信念之淺析 

2 
 

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基於家庭中新誕生的成員，目前五歲的弟弟，在觀察中發現一個幼兒性別發

展的蛛絲馬跡。幼兒在成長過程中需要家庭與社會的支持，父母是主要的照顧者

也是最親密的關係人。家庭是成長的最基本單位，透過家庭的養育與照顧，幼兒

將其人際範疇逐步擴展至校園及社會環境，從中培養互動的技巧。父母對幼兒的

影響與重要性是大家所深深認可的理論，也因此我們可以肯定父母對於幼兒人格

的養成，扮演著極為重要的角色。平日裡與家人的互動、任何一個微笑、一個擁

抱、一句話語，甚至於一個思緒都能夠在無形之間影響幼兒的人格培養。在家庭

這個最基本但聯繫也最為緊密的系統中成員彼此相互依賴、相互依存。 

     

  當今社會中，學前幼兒教育已漸漸受到重視，越來越多的人認可早期經驗對

於幼兒性格養成有所影響，也願意投注更多的心力去探究幼兒各種行為背後的原

因。在幼兒教育思潮漸盛的同時，幼兒的人格培養也應從早期便開始注意，因此

從家庭因素作為研究的方向是最直接也最基本的方式，正也是研究動機之所在。

基於母親的教養信念對子女往後人格的發展極為重要，便以此主題作為研究的方

向及參考相關資料，用以作為研究的根本依據，來了解現今母親對孩子性別不同

的教養信念之現況，並從中了解兩者的相關性。 

 

二、研究目的 

 

  基於上述研究動機，本研究的目的為探討學前幼兒階段，子女性別差異與母

親教養信念之關係。 

 

貳●正文 

 

一、教養信念 

 

（一）父母教養信念的意涵 

 

     國內外對於父母與子女間的教養關係研究已經不勝枚舉，許多文獻都   

在探討子女的氣質、出生序、性別……等因素與父母教養態度、教養方式或

管教方式之間的關聯。「父母的信念決定了他們對子女表現的期待與歸因，

也決定他們教育目標的實踐方式。」（林文瑛，2003）。有鑒於父母教養方式

對幼兒成長有極大的影響，因此本研究選定母親教養行為背後的價值觀，也

就是所謂的教養信念來加以探討，並以幼兒的性別作為最主要的變項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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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此之間的關聯性。 

 

（二）母職角色 

 

     家庭因素對幼兒成長的重要性是現今一致認同的議題。在家庭教育中，

又大都以母親為主要的照顧角色，即使歷經時代的變遷，母親的角色依舊有

其不可取代的重要地位。「母親角色常被定義為一個必須負有照顧、養育、

服務與安撫孩童等相關的責任的社會角色。」（張瀞文，1997）。在早期的社

會中，母親一直被視為是女性的天職，是一種與生俱來就該有的能力。母親

與孩子之間的關係更被視為是孩子成長過程中的背景。 

 

    「今日台灣幼兒母親的教養信念交織了中國傳統文化與現代教養的雙

重影響。」 （劉慈惠，2001）。按劉慈惠所言，現今的母親角色經歷時代的

更迭和潮流的變遷，觀念也逐漸改變，除了保留過去美好的母德概念，同時

也得隨著社會的價值觀來改變既有的信念。 

 

二、影響母親教養信念的因素 

 

   在每個行為的背後都有其特定的價值觀和想法，而這些價值觀其實就是所

謂的信念，信念促使一個人去做出自己所想表現出的行為。每個母親在教養孩子

過程中必然有著自己的一套想法和方式，事實上，父母由自己長期彙整的經驗來

總結一套信念去解讀子女的行為，並依據這樣的信念視子女發展調整對子女的期

待，從而決定教養行為。 

 

   「父母對孩子的認知發展、社會能力、學習和教導方式或策略等的想法或認

知都是教養的信念。」（吳秋鋒，2002）。每個人的生長背景與環境都大不相同，

相對地所衍生而出的信念也擁有其個別差異，影響信念的因素繁多，主要則可分

為年齡、教育程度、婚姻狀況、社經地位、子女排行以及子女性別。 

 

（一）年齡 

 

  「較年長的母親與孩子的依附關係較為強烈，因此母親的其教養信念也

將影響孩子的想法、思緒。」（李秀華，2001）。每個年代都有其當代的思潮

背景，在傳統母職角色中由於受到傳統觀念的影響，因此教養信念也多保留

過去的傳統模式。 

 

（二）教育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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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景堯（1993）認為父母親的學歷與父母親對子女的教育期望有正相關。

換言之，母親接受教育的程度會影響對孩子的期望，在研究中發現，高教育

程度的母親會相信孩子需要較多的自主性，信任孩子是主動的接收者，而非

被動的接受者，並給予孩子更多主動的權力；低程度教育的母親對孩子的發

展有較悲觀的期望，容易以較權威的方式來教育孩子，對男女生間的教養也

容易存有刻板印象的觀念。 

 

（三）婚姻狀況 

 

  一般小家庭的模式是以父母和孩子共同架構而成，一個家庭的結構完整

性以及彼此間相處氣氛都是影響父母教養信念的因素。「採用開通理性的教

養家庭，完整家庭比不完整家庭比率高。」（林俊瑩、邱欣怡、葉芝君，2012）。

當夫妻雙方把家庭當成一個完整的共同體，願意彼此包容，用共同分擔的心

態來經營時，對孩子的教養滿意度也相對較高。研究發現，當婚姻支持度越

高時，母親的教養信念也較為積極，方式也更為民主；反之若婚姻狀況不佳，

情況則否。 

 

（四）社經地位 

 

  「父母的社經地位愈高，對子女的教育期望也就愈高。」（周裕欽、廖

品蘭，1997）。文獻顯示，低社經地位的父母親，多半重視孩子的外在行為，

並以獎懲的方式，幫助孩子達到目標。中高社經地位的父母較重視孩子的內

在動機，不輕易以體罰作為教育的方式，並相信孩子的每個行為背後都一定

有其理由存在。因此中高社經地位的父母相較低社經地位的父母更重視孩子

的內心與自我導向，教育方式也較為民主。  

      

（五）子女排行 

 

  出生序理論認為，父母對不同排行的子女會有著不同的期待。「每個孩

子在家庭組織的排列中都有其特殊的權利、責任及角色，父母對於排行本身

也都有不同的角色期待。」（林淑貞，2006）。研究結果指出，父母對老大的

情感反應較多，期待也較高；中間子女較易被忽略；而最小的孩子則容易被

溺愛。 

 

（六）子女性別 

 

  「母親的教養態度與行為，會受到嬰兒的性別所影響，而有不同的期望

與限制。」（李秀華，2001）。母親的教養態度會因為子女性別不同而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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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期望標準，其中包括未來成就、家事分工……等等，因此孩子的性別將會

對母親的教養信念產生影響。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以問卷調查方式進行，以臺中市某私立幼教機構 4-6 歲幼兒的母

親為研究對象，但不包括特殊班級之學生。另因幼兒之認知發展尚未能明白調查

問卷中題目的意義或情況，也尚未能回答訪談之問題，因此將問卷的回答對象設

定為該班幼生之母親。 

 

四、研究結果分析 

 

  本章內容呈現研究結果，將說明母親的教養信念是否因子女的性別不同而有

所差異，並附上相關因素的圓餅統計圖。研究中假設母親的教養信念會因子女的

性別不同而有差異。 

 

  （一）母親部分 

 

    1、母親的教育程度  

 

  根據上圖顯示，本問卷填答者教育程度多為高中、高職約佔 58%，

其次為專科 15%，國中 12%，國小 8%，未受正規教育 4%，大學 3%，

而研究所與博士選項勾選人數為零，因此未列入統計。 

 

2、母親的職業類別 

4% 

8% 

12% 

58% 

15% 

3% 
未受正規教育3

人 
國小6人 

國中9人 

高中,職43人 

專科11人 

大學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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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上圖顯示，本問卷填答者職業類別多為其他30%，自由業22%，

農業 18%，服務業 16%，商業 8%，工業 3%，教職 3%。而軍警、公務

人員選項勾選人數為零，因此未列入統計。 

 

3、婚姻狀況 

            

         

  根據上圖顯示，本問卷填答者婚姻狀況多為已婚，另有 5%的人離

婚，未婚者 1 人。 

 

（一）幼兒部分 

 

1、幼兒性別 

16% 3% 

8% 

17% 

22% 

3% 

31% 

服務業12人 

工業2人 

商業6人 

農業13人 

自由業16人 

教職2人 

其他23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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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上圖顯示，本問卷填答者之子女人數男生 56%，女生為 44%。 

 

2、幼兒家中排行 

        
  根據上圖顯示，本問卷填答者之子女在家中排行以老么 45%最多，

其次為老大 39%，最少為中間子女 16%。 

 

（二）子女性別與母親教養信念的關聯 

 

1、設定平均： 

   

  本研究所使用工具為「母親信念量表」共計 17 題。記分方式：非

常不同意得 1 分，不同意得 2 分，同意得 3 分，非常同意得 4 分。總計

發出問卷 120 份，回收 89 份，回收率為 74%。回收之問卷，剔除回答

不完全者 14 份，因此最後取得本研究實際有效問卷 75 份，有效回收率

為 63%。 

 

2、問卷總平均： 

 

  有效問卷題目分數加總 / 有效問卷份數 

39% 

16% 

45% 

幼兒家中排行 

老大29人 

中間12人 

老么33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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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371 / 75  

  ＝ 44.94667 

    在本問卷中採四點評量量表，因此若預設有效問卷所有勾選項目都

相同，則為： 

 

    非常同意     總平均為   68 

    同意         總平均為   51    

    不同意       總平均為   34 

    非常不同意   總平均為   17 

   

  因此，本研究將同意與不同意的總平均取中間值作為設定標準，即

（51＋34）/ 2 ＝ 42.5 

 

  根據問卷結果之數據加以平均，得知在 75 份的有效問卷中，其總

平均為 44.94667 分，而本研究設定平均數以 42.5 分以上則達到認同問

卷之內容。因此研究結果為母親的教養信念會因為子女的性別不同而有

所差異。 

 

參●結論 

 

  依據題目設計「我認為女生應該要比男生更能分擔家事。」或者「我認為男

生應該多參加動態活動勝於靜態活動。」……等等，而獲得的研究結果得知，現

代母親的教養信念依然還帶有過去傳統觀念影響。不過這種價值觀已經逐漸改變，

現代母親已經開始建立一種更新的信念來教養自己的子女，漸漸擺脫過去傳統思

潮的影響，加上現代社會強調男女平等的觀念，許多母親也能跟隨潮流，創構另

一種新思維，更能從孩子的角度去看孩子的發展與需求，進一步以更開放的方式

來教養孩子。 

 

  本研究結果顯示母親的教養信念依然會受到幼兒性別的影響，但在統計過程

中根據題目設計「我的教育方式不會因為幼兒的性別不同而有所差異。」……等

等，也發現其實現代母親越來越願意去改變，用更民主、更平等的方式來教育孩

子。母親是孩子最主要的照顧者，若在家庭教育中，孩子能夠被平等的對待，則

幼兒對自我概念能產生更多的認同和肯定，對於學習和性格的發展都會有正面的

幫助，希望現代的母親們能更重視幼兒的教育，避免陷入自我的舊框架中，多與

外界交流新資訊，以便讓幼兒獲得更好的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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