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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技術型高中身心障礙學生的主要照顧者之親職壓力的現況，研究者以「親職壓力量

表（第四版簡式中文版）（PSI-4-SF）」為研究工具，以問卷調查法蒐集資料，研究對象為宜蘭縣 120

位就讀高一至高三身心障礙學生的主要照顧者，資料以描述性統計、獨立樣本 t檢定、單因子變異數分

析等統計方法進行資料處理與分析。茲將本研究主要發現分述如下：一、親職壓力之現況為：以母親為

最多，年齡介於 41~50歲；多為低社經地位；身心障礙學生以輕度障礙，認知類別障礙為主。二、主要

照顧者背景變項中，不同親屬關係的主要照顧者之親職壓力感受有顯著差異，在「親職愁苦」、「親子

失功能互動」中，其他親屬比父親及母親壓力高，在「親子失功能互動」中，父親比母親壓力高。三、

身心障礙學生的背景變項中，不同障礙程度和障礙類別的主要照顧者之親職壓力感受有顯著差異，輕度

障礙親職壓力大於中度障礙。四、身心障礙學生的家庭背景變項中，其他身心障礙子女的不同障礙程度、

教養支持程度，主要照顧者的親職壓力感受有顯著差異，支持程度僅為「普通」比「非常支持」或「支持」

的主要照顧者之親職壓力程度上較高。根據以上結果，提出幾點建議，供實務工作者及未來研究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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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一、研究背景與動機

（一）研究背景

回顧過去與臺灣親職壓力相關的研究，研究

者發現目前的研究方向大致可分為兩個大方向，

第一為針對一個類別的障礙兒童其家長之親職壓

力進行探討，多半是以學齡前的兒童家長為主要

研究對象，由於有身心障礙需求的子女家庭將需

要許多的調整，故探討不同障礙類別的親子互動

壓力來源（王裕仁，2010；李佳宜等人，2015；

張子嫻、曹純瓊，2013；孫怡等人，2006；鍾燕

宜等人，2010），第二為探討基本背景變項與

身心障礙兒童家長親職壓力的關係（任文香，

1995；汪俐君，2003；林琦華等人，2005；吳佳玲，

2008；林彣芷等人，2019；梅心潔等人，2008；

黃珊峨，2006；潘韻如等人，2017；鍾燕宜等人，

2010）。

國外的研究針對養育身心障礙成年人的父母

老年健康，對於生活的影響做了縱向的研究，發

現比起一般家庭擁有更多矛盾情緒，研究結果認

為親職壓力的高低對於養育者而言是一個持續存

在且不停變化的過程（Namkung et al., 2020）。撫

養特殊教育需求兒童的父母會面臨整體家庭生活

的變化，這些負擔影響了生活的許多方面，長期

處理兒童日常生活問題以及各種具有挑戰性的需

求的壓力可能會影響家庭功能及和諧（Valicenti-

McDermott et al., 2015）。多數其他針對身心障

礙兒童家庭的研究會發現，無論是 Yuen 與 Chan 

在 2014年針對香港父母的研究認為最有壓力的是

處理子女的情緒與行為或研究表示自閉症兒童相

較於其他障礙的父母承受更大壓力，因行為問題

越多父母壓力也較高，都顯示行為特質也是影響

親職壓力變化的因素之一。此外進一步針對親子

互動的過程進行研究，比較自閉症、唐氏症及一

般兒童認為親職壓力有其差異（Cuzzocrea et al., 

2016）。且不僅僅是身心障礙兒童的特質，也有

國外研究者提到母親的育兒風格會影響兒童的執

行功能，而子女的功能表現和父母壓力之間有關

（Hutchison et al., 2016）。並藉由研究輕度智能

障礙兒童的家庭的結果發現兒童的危險因素（例

如，兒童行為問題）、近端（例如，父母的能力

和抑鬱感）和遠端的危險因素（社會支持，婚姻

關係的質量和家庭混亂）對於在擁有輕度智能障

礙的兒童家庭的父母壓力影響較高（Barak-Levya 

& Atzaba-Poriab, 2020）。Caley（2012）指出作為

主要照護者的母親會經歷更高水準的壓力。壓力

可能來自於管理兒童的挑戰性行為和特殊需求。

照顧特殊教育需求兒童的影響是多方面的，這些

父母常常面臨婚姻問題、身體和心理困擾或心理

健康問題（Chen & Lai, 2023）。

相關研究中除了探討家庭內的因素變項之

外，也有需多研究者希望藉由不同的介入方式來

協助身心障礙兒童的家庭。Yuen 與 Chan 於 2014

年的研究認為加強時間規劃與管理的技巧可以幫

助身心障礙者父母解決育兒與家事的時間分配壓

力，並以患者為中心，利用專家觀察、會談、評

估，討論出一個複雜且多元的獨特介入方案，另

一個方面的研究者則是希望了解外在環境對親職

壓力的影響。Robinson與 Weiss在 2020年就認

為父母如果獲得社會支持可以對壓力產生緩衝效

應。另外一份研究則指出家庭成員之間的支持可

以大量減低親職壓力，但是在自閉症兒童的家庭，

有時候社會支持會帶來反效果，父母可能將其視

為社會壓力的來源（Cuzzocrea et al., 2016）。特

殊教育需求兒童的父母常常經歷高水準的父母壓

力，識別相關的風險因素和保護因素可能有助於

提供介入措施，以促進這些父母的心理健康（Chen 

& Lai, 2023）。

（二）研究動機

雖然過去已有許多研究對身心障礙兒童的家

長進行親職壓力上的研究，但其研究內容較多聚

焦討論在某一個障礙類別的兒童或以母親或父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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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角色討論其背景變項對於親職壓力的影響，但

在研究者的工作現場中，對於身心障礙子女而言

較少討論中等教育階段後期的此年齡段的身心障

礙青少年，此時的身心障礙生即將面臨下一個階

段的生涯規劃，進入學校學習的目的也都在為未

來的職業生活做準備，因此本研究的目的希望進

一步討論此生涯階段的身心障礙學生和其主要照

顧者是否會面臨另一段親職壓力的變化，需要有

更多的關注和專業資源的支持來協助進行探究，

研究者也希望從研究背景變項、親職壓力的變化

能更加了解身心障礙兒童家庭中父母所產生的親

職壓力感受，予未來研究和實務上參考。

二、研究目的

基於前述研究背景與動機，本研究共有四點

目的如下：

（一）探討技術型高中身心障礙學生之主要照顧

者親職壓力現況。

（二）不同背景變項之主要照顧者，在親職壓力

上的差異。

（三）不同身心障礙學生之背景變項，對於主要

照顧者在親職壓力上的差異。

（四）不同家庭之背景變項，對於主要照顧者在

親職壓力上的差異。

貳、文獻探討

一、親職壓力的定義及來源

簡式親職壓力量表是國內外相關研究依循最

多的測量親職壓力的主要量表，更是探討親職壓

力或建立相關量表時，其中包含不可或缺的三個

參考變項父母困擾、親子失功能互動、困難兒童

（梅心潔等人，2008）。王裕仁（2010）也提出

相關親職壓力因素，但增加了本土父母親對於外

界環境的感受，會因為幼兒安全、教育及環境因

素而產生擔憂感受到親職壓力。羅國英（2000）

主張親職壓力是父母教養子女過程中主觀的感

受，無論是父母方面或是子女的行為，對於自己

是否有善盡教養的職責所產生的疑惑、焦慮、自

責或是疲憊都可以稱之為親職壓力的感受。鍾璧

卉（2008）提出親職壓力的產生是父母角色在與

親子互動的過程中，因為親子不同特質或其他外

在社會規範等情境因素，造成父母焦慮的內心感

受。

由研究得知親職壓力的探討多來自子女誕

生於家庭形成家庭結構改變的初期，因此過去的

研究都著重以學齡前兒童或兒童的父母為研究對

象，其中父母自身的特質、親子互動中的困難以

及子女本身的特質，如何影響親職壓力的產生是

多數研究者依據此三個領域進行相關研究探討

（任文香，1995）。藉此希望在家庭親職互動的

初期對親職壓力的變化有全面性的了解。撫養身

心障礙孩子的父母必須應對日常生活中由於照顧

孩子需求帶來的沉重負擔（Caicedo, 2014），這

些需求包括管理孩子的挑戰性行為，以及尋找時

間進行治療和診斷，所有這些都可能導致倦怠；

此外，這些父母還面臨汙名、社會隔離、擔憂和

對孩子未來的不確定性的風險（Cantwell et al., 

2015）。基於這些原因，照顧身心障礙兒童的父

母需要大量的關注和時間，這可能導致父母倦怠

的增加，以及由於頻繁的挫折和情緒加劇所引發

的強烈和慢性的負面情緒（Coughlin & Sethares, 

2017；Seymour et al., 2013）。

這些壓力源可能對這些父母有效管理孩子困

難行為能力形成挑戰，並導致慢性壓力（Deater-

Deckard et al., 2016；Hayes & Watson, 2013）。 研

究顯示與撫養沒有身心障礙的孩子相比，撫養身心

障礙孩子的父母體驗到更高的焦慮和抑鬱（Scherer 

et al., 2019），家庭關係更加緊張，父母的能力感

更低（Emerson, 2014；Goudie et al., 2014；Hayes & 

Watson, 2013）。這些父母還表現出更高的疲勞感

和倦怠（Giall et al., 2016；Seymour et al., 2013），

並容易產生慢性的悲傷感（Coughlin & Sethares, 

2017）。儘管研究也指出了撫養身心障礙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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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正向結果（Keleynikov et al., 2023），但總體而

言，這些父母報告的情緒困擾高於撫養沒有身心

障礙孩子的父母（Emerson, 2014；Hayes & Watson, 

2013）。身心障礙的孩子並不是唯一影響家庭生活

和動態的孩子，家人也會對孩子的發展產生正面

或負面的影響（Dervishaliaj, 2013）。

二、教養子女的親職壓力

特殊兒童其障礙是伴隨一生的，家庭中有

特殊需求的兒童，對於主要照顧者而言是一種

極大壓力，這樣的壓力反應在個人的身心變化

上，同時也會影響到健康（鍾燕宜等人，2010；

Keleynikov et al., 2023）。張子嫺和曹純瓊（2013）

針對嘉義縣學前特殊需求兒童與一般幼兒主要照

顧者的教養態度、問題與親職壓力差異進行研究，

其中特殊幼兒主要照顧者之親職壓力明顯高於另

一組，憂鬱情緒也較高。直至近期的相關研究比

較一般家庭與特殊需求兒童的家庭皆提到研究指

出若家中有特殊需求子女，例如：唐氏症、癌症、

腦傷、泛自閉症或學習障礙等，由於智能、生理

需求及問題行為等因素，使家長所感受到的壓力

皆明顯高於一般家庭或研究顯示照顧有發展遲緩

兒童的父母，其生活上所承受的壓力遠遠高於正

常兒童的父母，親職壓力越高，整體生活品質就

會越差（唐愉君等人，2019）。陳惠茹（2015）

的研究中提到親職壓力是家庭中加入新成員後，

整體家庭產生適應、改變的結果，且養育子女的

影響可能延伸至家庭成員的工作、休閒生活以及

原本的人際關係，在這調適的歷程中，也是一項

全新的挑戰；藉由研究試圖去了解影響親職壓力

變化的重要因素，並藉由介入的方案給予養育者

支持。像是國外相關研究就針對 111位唐氏症的

兒童家庭做語言發展對於父母壓力的研究，主要

的壓力來自於親子互動，一部分的父母認為如果

能夠成功與子女交流可以減低養育過程的壓力，

即使唐氏症兒童的有相似的語言程度，但是成功

的溝通是重要的關鍵，因此最初的診斷能使家庭

考慮如何撫養身心障礙兒童對於父母壓力的預測

是很重要的發現（Smith et al., 2014）。

擁有身心障礙子女的家庭，其中患有嚴重

精神疾病的成年子女即便到了後期，家庭關係仍

比沒有任何身心障礙子女的家庭擁有更多的矛盾

情緒，並且可能對家中的非身心障礙子女帶來

負面情緒的間接作用（Keleynikov et al., 2023；

Namkung et al., 2020）。為了解影響親職壓力的因

素從而減少親職壓力對於家庭成員的負向影響，

以下就不同面向進行說明。

（一）身心障礙子女

針對身心障礙子女部分做研究，無論是研究

者 Yuen 與 Chan（2014）研究香港父母發現最有

壓力的是處理子女的情緒與行為。而 Cuzzocrea等

人（2016）以及 Ruble1等人（2018）的研究皆表

示自閉症兒童的父母相較於其他障礙的父母承受

更大壓力，因行為問題越多父母壓力也較高，其

中高功能自閉症的子女比低功能有更多養育上的

壓力，Rodriguez等人（2019） 提到父母壓力和自

閉症兒童行為問題與症狀之間是有交互關係的，

可見養育子女的過程當中子女的行為特質是影響

親職壓力的可能因素之一，尤其對於擁有身心障

礙子女的家庭不同障礙的類別以及障礙程度都可

能影響親職壓力的變化。

（二）親子互動的程度

關於親子互動程度則是有相關研究比較自閉

症、唐氏症和一般兒童的父母壓力來說，唐氏症

和一般兒童的父母壓力相差較小，是因為和親子

互動有關（Cuzzocrea et al., 2016），這也回應了

Smith等人（2014）針對唐氏症兒童的研究，與孩

子的親子互動狀況跟壓力的產生有關。Keleynikov

等人（2023）指出照顧有身心障礙孩子所帶來的

高壓力、挫折、緊張的家庭關係、抑鬱、焦慮、

疲勞和倦怠，導致了執行資源的枯竭、負面情緒

的加劇以及親子關係的困難，這些因素可能導致

情緒失調，並促使父母和孩子使用適應性較差的

情緒調節策略，適應性情緒調節策略的減少，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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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不良策略的增加，使這類群體更容易受到抑鬱

和情緒困擾的影響，從而形成一個惡性循環。

（三）父母的養育風格與能力

其他關於影響親職壓力的因素更加細膩的討

論有 2016年國外相關研究針對 82個 7到 12歲的

過動症或自閉症兒童進行討論，認為父母的育兒

風格會影響兒童的執行功能，而子女的功能表現

和父母壓力之間有關（Hutchison et al., 2016）。

而另有研究於 2020年更進一步探討 156個有輕度

智能障礙兒童的家庭發現了親職壓力以及育兒過

程的危險因素，該模型檢查父母壓力對這些途徑

的中介作用，同時比較有輕度智能障礙子女的家

庭和正常兒童的家庭，發現兒童的危險因素（例

如，兒童行為問題），近端（例如，父母的能力

和抑鬱感）和遠端的危險因素（社會支持、婚姻

關係的質量和家庭混亂）對於在擁有輕度智能障

礙的兒童家庭的父母壓力影響較高，這三項風險

因素在父母養育輕度智能障礙的子女之中都有重

要作用（Barak-Levya & Atzaba-Poriab, 2020）。是

未來教育和心理治療可以進一步關注的方向。

Yuen 與 Chan（2014）認為加強時間規劃與

管理的技巧可以幫助身心障礙者父母解決育兒與

家事的時間分配壓力。另外相關研究例如壓力管

理（Lindo et al., 2016）、正念減壓練習（Cachia 

et al., 2016）則認為需要給予父母專業的服務或具

體的支持介入、利用研究以患者為中心，利用專

家觀察、會談、評估，討論出一個複雜且多元的

獨特介入和探討解決問題或社會支持面向等找出

父母面對親職壓力常需要的應策略。Cuzzocrea等

人（2016）指出提供父母具體因應策略和創造積

極面對問題的心態，對減少養育過程中的親職壓

力所帶來的負向情緒至關重要。Robinson與 Weiss

（2020）認為父母如果獲得社會支持可以對壓力

產生緩衝效應，其中尤其是感知到支持時所產生

的幸福感可能跟減少親職壓力有直接相關。而在

身心障礙兒童家庭之父母壓力，因應策略和社會

支持的研究中更仔細地發現對於唐氏症的兒童家

庭，家庭成員之間的支持可以大量減低親職壓力，

但是在自閉症兒童的家庭，有時候社會支持會帶

來反效果，父母可能將其視為社會壓力的來源

（Cuzzocrea et al., 2016）。當發現特殊教育需求

兒童的父母壓力較高時，服務提供者應提供壓力

緩解程式的選擇、直接的人力或財政援助，並提

供專業意見以開發積極的處理技巧。當現有服務

不能滿足特定需求時，應考慮轉介給醫療專業人

士，以設計定制的方案。這可能會指導服務提供

者的實踐（Chen & Lai, 2023）。

因此由上述可見，無論是哪一種介入都需要

注意到身心障礙兒童的個別需求和父母的主觀感

受，才能因地制宜地給予身心障礙子女的家庭專

業並且有效的協助，因此了解親職壓力在不同時

期的變化和主要因素是本研究希望給予未來更多

的依循方向。

參、研究方法

一、研究架構

本研究旨在探討技術型高中身心障礙學生的

主要照顧者之親職壓力，根據前述的研究動機、

目的與文獻探討，整理歸納出本研究之研究架構，

如圖 1所示。

二、研究對象

（一）研究母群體

本研究旨在了解身心障礙學生之主要照顧者

在此就學階段是否仍面臨相關的親職壓力，研究

者考量較少研究討論此就學階段的身心障礙學生

家庭，故本研究，以宜蘭縣經由身心障礙適性輔

導安置入學技術型高中，109學年度就讀高一至高

三的身心障礙學生家庭，共 346個家庭為母群體。

（二）預試對象

本研究先以 109學年度研究者服務學校－新

北市一所技術型高中，正在就讀高一至高三的身

心障礙學生家庭為預試對象，共抽樣三十位的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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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障礙學生之主要照顧者做為預試對象，並聯繫

特教組長及特教教師獲得同意後，發放問卷給有

意願參加之學生家長進行填答，每個年級共 15

份，共發放 45份，願意參與填答並回收有效問卷

為三十份。

（三）正式調查對象

本研究之研究對象為 109學年度宜蘭縣技術

型高中現正就讀高一至高三的身心障礙學生家庭

為研究對象。研究者經由電話聯繫宜蘭縣各技術

型高中的特教承辦人，取得該校同意後發送問卷，

由特教承辦人協助轉發問卷，由學生帶回請家長

填答，共回收正式問卷 120份，其中有效問卷共

120份。

三、研究工具

針對研究需要，本研究採用問卷調查方式進

行資料收集，所使用的研究工具為研究者自編的

受試者背景資料問卷及心理出版社 2019年翁毓秀

修訂出版之「親職壓力量表（第四版簡式中文版）

（PSI-4-SF）」，茲將本問卷分為二個部分，第一

部分為「個人基本資料」，第二部分為「親職壓

力量表（第四版簡式中文版）」。每題以李克特

式五點量表填答，內容皆由施測者填寫，以下就

研究工具之內容及編製過程加以說明如下。

（一）基本資料

此部分前兩大部分為為主要照顧者與身心障

礙學生的基本資料，包含個人背景變項以及環境

背景變項，藉此了解主要照顧者和被照顧的身心

障礙學生之個人背景，第三部分為接觸程度資料，

內容包括主要照顧者背景、社經地位、身心障礙

學生背景、家庭背景狀況、親屬關係、撫養的子

女數、其他身心障礙子女、其他家人的教養支持

度。

（二）親職壓力量表（第四版簡式中文版）（PSI-

4-SF）

「親職壓力量表（第四版簡式中文版）

（PSI-4-SF）」是由翁毓秀根據 2012年 Abidin編

製出 Parenting Stress Index, Fourth Edition（PSI-4）

同步修訂，其主要功能是在快速了解親子系統中

的整體壓力狀況和評估家長在扮演親職角色所面

臨的壓力來源，是來自於父母特質、子女特質，

還是兩者的互動影響，此量表各分量表的內部一

致性信度介於 .92至 .95之間，全量表為 .97，在

效度上採用建構效度，使用因素分析檢驗量表的

架構和原量表一致，每個分向度共 12題，為一份

標準化量表，作為快速評估親職壓力程度高低的

測量工具，計分方式為 Likert五點量表計分，若

得分愈高，代表主要照顧者的親職壓力越高；反

圖 1
研究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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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得分愈低，代表受試者的親職壓力較低。

四、資料處理與分析

本研究旨在探討技術型高中身心障礙學生主

要照顧者之親職壓力現況。研究者使用 SPSS 23.0

與 EXCEL作為資料處理與分析之工具。所採用的

統計方法分別為描述統計、獨立樣本 t檢定、單因

子變異數分析等進行資料處理與分析。茲將本研

究所使用之統計方式進行以下說明。

（一）描述統計

研究者將量表的施測結果進行次數分析、百

分比、平均數、標準差等描述性統計，藉此分析

受試者之背景變項分布情形，以及主要照顧者之

親職壓力現況。

（二）獨立樣本 t檢定

研究者將使用獨立樣本 t檢定考驗不同性別、

是否有其他身心障礙子女及不同障礙類別的身心

障礙學生來探討主要照顧者的親職壓力差異情

形，考驗本研究之假設。

（三）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研究者將利用單因子變異數分析，來探討不

同主要照顧者的背景變項（家長年齡、社經地位、

親屬關係）、身心障礙學生的背景變項（排行、

障礙程度）及家庭狀況（子女數、其他特教子女

障礙程度與類別、家人教養支持度）在主要照顧

者的親職壓力感受差異情形，考驗本研究之假設。

考驗結果若發現有差異情形，F值達統計顯著水

準（p< .05），再進行各組間的事後比較了解其差

異的不同。

肆、結果與討論

一、身心障礙學生之主要照顧者親職壓力現

況分析

研究者經由問卷的整理並進行本研究的身心

障礙學生之主要照顧者背景變項所佔的比例分析

發現，有以下結果：

（一）以女性（79.2%）家人為多，且比例上有

66.7%為母親的角色，年齡以 41歲至 50歲的年

齡層為主。

（二）主要照顧者的社經地位，共有 89.2%以上

接受過基本教育（國中畢業），但比較特別的是

有 13位為新住民家長；另外以職業等級區分以低

職業等級的職業類別為主，又以中職業等級與低

職業等級，兩者共佔全部的 88.3%。

（三）學生障礙類別及程度，以認知類別的學生

佔 82.5%，障礙程度為輕度的學生共有 82.5%為

最多。

（四）全部 120位主要照顧者中，擁有其他身心

障礙子女的家庭共有 18個， 其中認知障礙佔有

57.1%，輕度有 14人。

（五）關於教養支持度，主要照顧者認為被支持

比例為最多達 45%，其次為普通以下 32.5%，最

後僅有佔 22.5%覺得非常被支持。

二、身心障礙學生之主要照顧者親職壓力量

表分數分析

（一）全量表 

身心障礙學生的主要照顧者在親職壓力全量

表中題平均數為 3.10分，此數值以五點量表計分

標準高於題平均中點 3，因此身心障礙學生的主要

照顧者之親職壓力感受介於「普通」至「同意」，

顯示主要照顧者的親職壓力感受偏向積極正向，

目前狀態下有感受到親職壓力。此外三個分向度

中有「親職愁苦」及「困難子女」兩個層面的題

平均數大於 3分，顯示主要照顧者在此兩個層面

的親職壓力感受偏向積極，有感受到親職壓力，

介於「普通」至「同意」之間，其中「親子失功

能互動」此分向度題平均數為 3，顯示主要照顧者

在此層面的親職壓力感受為普通；三個分向度又

以「親職愁苦」的層面感受題平均數最高，其次

為「困難子女」的層面，「親子失功能互動」題

平均數排序為最低。

受試者在「親職愁苦」、「困難子女」的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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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中，選擇「同意」的比例為最高分別為 43.9%

以及 40.6%，皆佔該向度的 40%以上，顯示主要

照顧者在這兩個向度情境中對於感受到親職壓力

表示「同意」；而「親子失功能互動」的向度中

選擇「同意」及「不同意」的比例分別為 35.2%

以及 37.0%，皆無超過 40%以上，由於版權的關

係，以下各題項無法直接呈現完整題目，因此研

究者僅以題號以及題目所討論的情境類別進行區

分和研究結果的描述統計分析說明。

（二）分量表

1.親職愁苦

探討此向度中各題項之分析，討論其平均數，

平均數最高的為「自己的生活安排」，選擇「同

意」以上所佔的百分比為 58.4%，其次是「生活

中的困擾」，「同意」以上所占百分比為 56.6%

以及「主要照顧者的責任」，選擇「同意」以上

所占百分比為 51.6%，這三題平均數較高且對於

親職壓力的情境有一半以上表示「同意」，顯示

對於目前家庭生活和父母的責任，有較高的親職

壓力差異。平均數低於題平均數 3的有主要照顧

者於「自己的人際關係互動」及「自己的休閒參

與」相關情境，這兩題選擇「同意」所佔的比例

分別為 27.5%以及 30%，皆少於選擇「不同意」

的比例，顯示主要照顧者在生活中，以自己個人

為主的情境之下，較少產生親職壓力。

2.親子失功能互動

根據統計結果討論此向度的情境中，平均數

最高的為「孩子的學習狀況」，其次依序「孩子

的情緒表現」、「孩子的行為表現」、「對孩子

的期待」以及「孩子對自己的感受」等皆超過題

平均3，其中題平均數最高的四題，其選擇「同意」

以上所佔的比例皆超過 40%，顯示主要照顧者在

身心障礙者學生的學習狀況、行為表現和親子互

動的期待中有產生親職壓力；反之「孩子平常的

正向情緒表現」的題平均數最低，在這樣的情境

中，選擇「不同意」佔比例的 50.8%，顯示主要

照顧者的親職壓力較少產生。

3.困難兒童

根據統計結果探討此向度中情境進行分析，

平均數最高的為「孩子的情緒反應」，其次為「孩

子的行為表現」、「對孩子的要求」等情境，分

別在這些情境中選擇「同意」以上的比例皆超過

40%，顯示主要照顧者在面對身心障礙學生的情

緒反應、行為表現上產生的親職壓力較多，反之

最低的題平均數為「孩子休閒時的正向情緒」，

且有 60%的比例選擇「不同意」，與上一個向度

「親子失功能互動」中「孩子平常的正向情緒表

現」皆為最低的平均數的結果相似，顯示主要照

顧者對於身心障礙學生的這項情境較少產生親職

壓力。

三、不同背景變項的主要照顧者親職壓力之

程度差異

（一）不同性別的主要照顧者、是否有其他障礙

子女的家庭及身心障礙學生的障礙類別之親職壓

力程度差異獨立樣本 t檢定（t-test）分析

研究者以不同性別的主要照顧者、有無其他

身心障礙子女及不同障礙類別的身心障礙學生為

自變項，親職壓力之三個分向度與全量表得分為

依變項，進行獨立樣本 t檢定（t-test）分析，其結

果顯示，前兩項變項在此三個分向度與全量表中

均未達顯著水準（p< .05），意指主要照顧者在此

三個分向度與全量表之親職壓力不因性別和有無

其他身心障礙子女而有所差異。

然而不同障礙類別的身心障礙學生之主要照

顧者在「親子失功能互動」、「困難子女」及「全

量表」中達顯著水準；顯示不同障礙類別的身心

障礙學生會使主要照顧者在這兩個向度及全量表

的親職壓力程度上有顯著差異（p< .05），「認知

類別」皆大於「非認知類別」。

（二）不同背景變項的主要照顧者親職壓力程度

差異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1.不同年齡的主要照顧者

針對不同年齡的主要照顧者在各分向度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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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進行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得知不同年齡的主

要照顧者在親職壓力的各個項度中未達顯著水準

（p< .05）；顯示不同年齡的主要照顧者在親職壓

力程度上並無差異。

2.不同教育程度的主要照顧者

針對不同教育程度的主要照顧者在各分向度

之分數，進行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得知不同教育

程度的主要照顧者在親職壓力的各個項度中未達

顯著水準（p< .05）；顯示不同教育程度的主要照

顧者在親職壓力程度上並無差異。

3.不同職業等級的主要照顧者

針對不同職業等級的主要照顧者在各分向度

之分數，進行單因子變異數分析，不同職業的主

要照顧者在親職壓力的各個向度中未達顯著水準

（p< .05）；顯示不同職業的主要照顧者在親職壓

力程度上並無差異。

4.與身心障礙學生不同親屬關係的主要照顧者

針對與身心障礙者不同親屬關係的主要照顧

者在各分向度之分數，進行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不同親屬關係的主要照顧者在「親子失功能互

動」、「困難子女」及「全量表」中達顯著水準（p< 

.05）；顯示不同親屬關係的主要照顧者在這些向

度及全量表的親職壓力程度上有顯著差異。

（1）「親子失功能互動」的向度中，「其他親屬」

比「父親」及「母親」的主要照顧者在親職壓力

較高；另外「父親」在此向度也比「母親」的親

職壓力較高。 

（2）「困難子女」及全量表中的親職壓力為「其

他親屬」比「父親」及「母親」的主要照顧者在

親職壓力較高。

顯示當主要照顧者為非父母的親屬時，在照

顧身心障礙學生的過程中，可能因為親屬關係的

不同而有較高的親職壓力；而父親的角色對於親

子互動的情境也會感受到壓力，反觀母親的角色

壓力程度是較低的。

5.不同背景變項的身心障礙學生之主要照顧者親

職壓力程度差異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1）不同年級的身心障礙學生

針對不同年級身心障礙學生的主要照顧者在

各分向度之分數，進行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得知

不同年級身心障礙學生的主要照顧者在親職壓力

的各個向度及全量表中未達顯著水準（p< .05）；

顯示主要照顧者在親職壓力程度上並無差異。

（2）不同排行的身心障礙學生

針對不同排行身心障礙學生的主要照顧者在

各分向度之分數，進行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得知

不同排行身心障礙學生的主要照顧者在親職壓力

的各個向度中未達顯著水準（p< .05）；顯示主要

照顧者在親職壓力程度上並無差異。

（3）不同障礙程度的身心障礙學生

針對不同障礙程度身心障礙學生的主要照顧

者在各分向度之分數，進行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得知不同障礙程度身心障礙學生對於主要照顧者

在「親子失功能互動」、「困難子女」及「全量

表」中親職壓力達到顯著水準（p< .05）；顯示不

同障礙程度之身心障礙學生的主要照顧者在親職

壓力兩個向度及全量表的程度上有顯著差異。經

事後比較結果發現，障礙程度在「輕度」的身心

障礙學生使主要照顧者在親職壓力的兩個向度及

全量表中，都比障礙程度為「中度」的壓力更高，

顯示，障礙程度輕度的身心障礙學生可能在生活

中可以自理生活，但在某些部分仍有其限制，是

別人無法立即觀察到或理解的，因此比起擁有「中

度」身心障礙學生的主要照顧者要花更多的心力

照顧，而親職壓力較高。

6.不同家庭背景變項的身心障礙學生之主要照顧

者親職壓力程度差異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1）擁有不同子女數的家庭

針對擁有不同子女數之身心障礙學生家庭的

主要照顧者在各分向度之親職壓力分數，進行單

因子變異數分析，得知擁有不同子女數的主要照

顧者在親職壓力的各個向度中未達顯著水準（p< 

.05）；顯示不同職業的主要照顧者在親職壓力程

度上並無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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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不同障礙類別的其他身心障礙子女

針對擁有其他身心障礙子女的家庭，不同障

礙類別子女的主要照顧者在各分向度之親職壓力

分數，進行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由表得知，擁有

不同子女數的主要照顧者在親職壓力的各個項度

中未達顯著水準（p< .05）；顯示不同職業的主要

照顧者在親職壓力感受上並無差異。

（3）不同障礙程度的其他身心障礙子女

針對擁有其他身心障礙子女的家庭，不同障

礙程度子女的主要照顧者在各分向度之分數，進

行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得知擁有不同障礙程度其

他障礙子女對於主要照顧者在「親職愁苦」中親

職壓力程度達到顯著水準（p< .05）；顯示有不同

障礙程度的其他障礙子女之主要照顧者在「親職

愁苦」向度中親職壓力的程度上有顯著差異；假

設 4-4擁有不同障礙程度的其他身心障礙子女家

庭，主要照顧者在親職壓力程度上有差異。獲得

支持。經事後比較結果發現，其他子女的障礙程

度在「中度以上」的主要照顧者在「親職愁苦」

向度中的親職壓力比障礙程度為「輕度」及「無

其他障礙子女」的更高。顯示，主要照顧者已經

有一位身心障礙子女需要關注，但如果同時又需

要照顧另一位中度障礙程度以上的子女會使主要

照顧者在面對生活有更多親職壓力產生。

7.不同教養支持度的家庭

針對不同家人教養支持度的家庭之主要照顧

者在各分向度之分數，進行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得知不同教養支持度的家庭對於主要照顧者在

「親子失功能互動」、「困難子女」及「全量表」

中親職壓力程度皆達到顯著水準（p< .05）；顯示

有不同教養支持度的家庭使主要照顧者在各個向

度中親職壓力的程度上有顯著差異；假設 4-5不

同的其他家人教養支持度，主要照顧者在親職壓

力程度上有差異獲得支持。經事後比較結果發現，

教養支持度在「普通以下」的家庭其主要照顧者

在親職壓力的「親子失功能互動」、「困難子女」

及「全量表」向度中，比教養支持度為「支持」

的親職壓力更高；另外教養支持度「普通以下」

的家庭使主要照顧者在親職壓力的「親子失功能

互動」、「困難子女」及「全量表」向度中，也

比教養支持度為「非常支持」的親職壓力更高。

顯示擁有身心障礙學生的家庭其主要照顧者可能

因為其他家人的教養支持度而有不同親職壓力程

度，且期待其他家人更多的支持來面對照顧身心

障礙子女時的困境與問題。

研究者綜觀以上各面向之變項在分向度及全

量表的差異分析結果呈現：

1.主要照顧者的背景

（1）無差異的變項

經過分析年齡、性別、教育程度及職業等級，

無顯著。

（2）有差異的變項與事後比較結果

研究者發現親屬關係中非父母的主要照顧

者除了「親職愁苦」分向度以外皆達顯著（p< 

.05），且親職壓力感受分別高於父親及母親角色，

其中「親子失功能互動」向度中，父親又比母親

角色感受到的親職壓力較高。顯示非父母的親屬

在照顧身心障礙學生時有較多的擔憂與困難。

2.身心障礙學生的背景變項

（1）無差異的變項

經過分析學生年級及排行，無顯著。

（2）有差異的變項與事後比較結果

身心障礙學生的障礙類別除了在「親職愁

苦」以外，其他兩個向度及全量表皆達顯著（p< 

.05），表示因為障礙類別的不同，主要照顧者有

不同程度的親職壓力，並且認知障礙類別的親職

壓力比照顧非障礙類別的來得高；而另外經由結

果發現，障礙程度也在除了「親職愁苦」以外的

其他兩個向度及全量表中達顯著，照顧障礙程度

輕度的身心障礙學生其親職壓力高於照顧障礙程

度中度的身心障礙學生，顯示即使是在照顧就讀

高中的身心障礙子女的過程當中，其主要照顧者

仍有一定的擔憂與親職壓力產生。

3.家庭狀況的背景變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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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無差異的變項

經過分析子女數、有無其他身心障礙子女以

及另一位身心障礙子女的障礙類別，無顯著。

（2）有差異的變項與事後比較結果

家庭中如果有另外一位身心障礙子女要扶養

其主要照顧者的親職壓力程度差異會出現於分向

度「親職愁苦」，主要照顧者等於同時養育兩位

身心障礙學生，生活中會面臨更多困難，並且如

果其他子女為障礙程度中度以上，明顯會比輕度

或無其他身障子女面臨的親職壓力更高，顯示養

育子女已經是一個辛苦的過程，家中有兩個以上

身心障礙子女，會讓主要照顧者親職壓力增加。

另一個重要變項為其他家人的教養支持程

度，支持度「普通以下」的家庭其主要照顧者的

親職壓力程度高於「非常支持」及「支持」的家

庭，可見主要照顧者希望其他家人有更積極的支

持與協助，來減少親職壓力的產生，顯示其他家

人的態度也是影響親職壓力的可能因素之一。

四、綜合討論

以下就本研究的統計分析結果，分別與過去

的相關研究進行比較與討論。

（一）身心障礙學生之主要照顧者親職壓力現況

就本研究而言，分析身心障礙學生之主要照

顧者的比例仍以母親為主，佔受試者比例 66.7%，

高達一半以上，這與過去臺灣親職壓力相關研究

多以母親為研究對象，認為家庭結構中是以母親

為主要照顧者（吳佳玲，2008）的分析結果以及

在研究中主要照顧者部分有討論到母親角色或

特別設定研究對象為母親的結果一致（林琦華等

人，2005；王裕仁，2010；宋玟欣，2016；陳姵

瑱、許君翎，2018；梅心潔等人，2008；黃珊峨，

2006；鍾燕宜等人，2010）。Dervishaliaj（2013）

的研究結果指出母親和父親在家庭凝聚力和適應

性的看法或認知評估也存在差異，母親對於凝聚

力和適應性的認同大於父親。Cheng和 Lai（2023）

發現與父母壓力相關的因素中母親感受到的父母

壓力高於父親，主要是由於她們的勞動負擔和應

對不可預見情況的需要。顯示在身心障礙子女的

成長過程中，母親依然是負責養育子女並且陪伴

成長的重要角色。

針對親職壓力的分析結果，整體而言身心

障礙生的主要照顧者仍感受到親職壓力的產生，

其中全量表總平均數為 89.79分而且題平均數為

3.10，對於生活中的親職壓力程度偏「同意」，

與陳慧如在 2015年的研究認為針對特殊需求的兒

童，比起一般兒童照顧起來，會面臨更多挑戰與

問題，所感受到的壓力也會有所不同；往往擁有

特殊需求兒童的主要照顧者或家庭，在生活中所

承受的壓力遠遠較高（張子嫺，2013；唐愉君等人，

2019；Dervishaliaj, 2013；Lindo et al., 2016），與國

外的相關研究結果一致。

另外本研究的研究對象為技術型高中身心障

礙學生之主要照顧者，雖與過去研究對象多以幼兒

身心障礙的家長為主不同，但特殊兒童其障礙是伴

隨一生（鍾燕宜等人，2010；Dervishaliaj, 2013；

Seymour et al., 2013），家庭的壓力事件大致可分

成可預期與不可預期兩種從新生兒開始伴隨著有

特殊需求大部分都屬於不可預期的壓力事件（唐

先梅、曾敏傑，2008）並且國外研究者也認為家庭

關係是一個持續影響的互動，無論從出生到子女

成年，父母永遠會站在一個期盼與擔憂並存的角

色之中（Namkung et al., 2020）。親職壓力的高低

對於養育者而言是一個持續存在且不停變化的過

程，從研究結果來看，顯示即使本研究的身心障

礙子女雖然已經成長至青少年，並且接受高中的

教育，在主要照顧者的主觀感受下養育子女仍有

其擔憂，導致親職壓力在照顧身心障礙子女的成

長過程中會持續產生，面對不同的親職壓力不停

變化將伴隨著擁有身心障礙子女的家庭從子女出

生到長大的過程，這方面探討的結果一致。

其中針對三個分向度進行討論，本研究結果

以「親職愁苦」分向度的題平均數 3.20為最高，

其次為「困難子女」，最低的為「親子失功能



˙ 116 ˙ 技術型高中身心障礙學生主要照顧者親職壓力之研究

互動」題平均數僅為 3，偏向普通。這樣的分布

結果研究者認為與國外研究者（Cuzzocrea et al., 

2016；Smith et al., 2014）的研究認為，唐氏症和

一般兒童父母的壓力相對較小，是因為和親子互

動有關，並且有一部分的父母認為如果能夠成功

與子女交流可以減低養育過程壓力的研究結果有

所呼應，研究者認為能夠就讀高中的身心障礙學

生，已是身心障礙學生中溝通無礙或屬於高功能

的一群，顯示對於基本生活自理與表達可以很順

利的進行溝通，因此主要照顧者對於分向度「親

子失功能互動」的親職壓力感受相較於其他兩個

分向度的同意程度偏「普通」。

分向度「親子失功能互動」及「困難子女」

之中，排名前三名主要照顧者容易有親職壓力的

情境，研究者發現有其共同性，其一為關於身心

障礙學生的行為表現，分別在「孩子的學習表

現」、「對孩子的要求」以及「孩子的行為表現」，

顯示主要照顧者對於身心障礙學生的行為有所期

待，並且會因為子女的行為問題感到困擾；其二

為身心障礙學生的情緒反應，這樣的情境中較多

主要照顧者會產生親職壓力，與國外研究者 Yuen 

與 Chan（2014）研究香港父母發現最有壓力的是

處理子女的情緒與行為，以及相關研究輕度智能

障礙兒童發現了親職壓力並且育兒過程的危險因素

其一為兒童行為問題（Barak-Levya & Atzaba-Poriab, 

2020），更有研究者 Rodriguez等人於 2019年提到

父母壓力和自閉症兒童行為問題與症狀之間是有交

互關係的；另外國內研究者（李佳宜等人，2015；

宋玟欣，2016）則提出兒童外部行為問題是影響家

長親職壓力的重要預測因子。Keleynikov（2023）

研究亦指出身心障礙兒童父母的情緒調適可能會

因負面情緒加劇、認知資源耗竭、親子互動面臨

挑戰之原因而受到損害。以上相關研究的結果一

致。顯示主要照顧者在養育身心障礙子女的過程

中會花很大的心力處理相關的情緒和行為問題，

並且在學校的學習表現也是這個年紀被家長所期

待的部分，但可能因為其身心障礙特質而比一般

學生伴隨著更多行為問題，因此更需要主要照顧

者的協助，可見主要照顧者的親職壓力在有學校

專業人員的共同參與下，仍然會在養育身心障礙

學生的過程中有親職壓力的產生與程度上的差

異。

從上述內容可以得知，身心障礙學生之主要

照顧者的背景現況，以母親為最多，並且在親職

壓力全問卷得知有親職壓力產生並有程度上的差

異，其中「親職愁苦」分向度親職壓力程度最高，

反之在「親子失功能互動」的向度親職壓力程度

較低；情境中對於身為父母的責任、身心障礙學

生的情緒及行為問題方面較容易產生親職壓力，

是主要照顧者有比較多擔憂及困境的部分。皆與

國內外相關研究中的研究對象設定以及研究結果

一致，顯示無論是身心障礙兒童還是進入青少年

的身心障礙學生家庭，除了親子互動因為溝通能

力的提升而可能相對比較少產生親職壓力之外，

對於「親職愁苦」及「困難子女」的部分皆會在

主要照顧者養育身心障礙子女的過程中遇到不同

的困境和擔憂，因此產生親職壓力不同程度的變

化。

（二）主要照顧者的不同背景變項在親職壓力程

度上的差異

1.主要照顧者的性別、年齡、教育程度及職業等

級

本研究依序針對主要照顧者的性別、年齡、

教育程度及職業等級的背景變項進行分析，結果

在親職壓力的三個分向度及全量表的得分皆未達

顯著，與過去研究者的研究提到年齡或教育程度、

就業情形及家庭收入對親職壓力的感受有顯著影

響（黃珊峨，2006；梅心潔等人，2008；鍾璧卉，

2008；Valicenti-McDermott et al., 2015）的結果不

同，可能因為取樣範圍較小，無法推論至整體身

心障礙青少年的家長狀況，另外比起身心障礙兒

童可能年齡較小且是家庭全新組成的開始之際，

本研究中的身心障礙子女已經是年齡較大並且擁

有較好的生活功能的狀況之下，在生活自理上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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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照顧者可以少花一些心力，而且在就學期間也

有社會福利的相關補助和學校單位的介入服務，

因此即使主要照顧者可能為低社經地位的狀態仍

可以維持其家庭的基本穩定度，這是過去研究較

少討論的部分。

2.主要照顧者與身心障礙學生的親屬關係

另外本研究分析背景變項的結果發現，主要

照顧者與身心障礙學生的親屬關係在親職壓力程

度上有達到顯著差異，經事後比較身為其他親屬

的主要照顧者在「親子失功能互動」、「困難子

女」及「全量表」中比「父親」及「母親」的親

職壓力程度高，顯示因為家庭組成的需要，家中

其他親屬因此需要養育身心障礙學生的責任時，

會比父親或母親的角色面臨更多困難，也更容易

產生親職壓力，這是過去研究對象中多以父母為

主，所未討論到的部分，此外父親在「親子失功

能互動」中也比母親的親職壓力程度較高，與過

去林琦華等人（2005）的研究結果認為父親的次

高壓力為社會環境及經濟上的壓力，而母親次高

為本身與家人互動溝通的壓力結果不盡相同，研

究者認為「親子失功能互動」的題項，包含對身

心障礙學生的學習表現及行為表現，是家長對子

女在此高中教育階段所關注的重點，而身心障礙

學生更面臨需要在三年內探索並完成自己的未來

生涯規劃，因此可以顯示出父親可能比母親對子

女的未來有更多的盼望，希望身心障礙子女能夠

在各方面都能有好的表現，因此在此向度中父親

可能因為身心障礙學生的相關表現不如預期而會

產生更多的擔心與憂慮，進而親職壓力程度較高。 

從上述內容顯示在主要照顧者的不同背景變

項中，除了年齡的影響與過去的相關研究結果一

致之外，性別、教育程度、職業等級皆未在本研

究中使主要照顧者的親職壓力有程度上的差異，

另外過去研究比較沒有提到的非父母角色的主要

照顧者反而容易在養育身心障礙子女的過程中產

生較高的親職壓力，顯示本研究的受試者中所代

表的家庭結構與家庭角色的內涵可能有所改變，

使得影響親職壓力的變項有所變化與不同細節的

影響。

（三）身心障礙學生的不同背景變項在親職壓力

程度上的差異

本研究針對身心障礙學生的不同背景變項進

行分析，其中年級及排行在各分向度及全量表總

分皆未達顯著。但障礙類別及障礙程度的變項達

顯著，分別經過事後平均數的比較和事後檢定顯

示各組內有其差異，其中屬於「認知類別」的身

心障礙學生在「親子失功能互動」、「困難子女」

和全量表中主要照顧者的平均數皆高於身心障礙

學生是「非認知類別」的組別；與過去研究認為

身心障礙兒童母親感受到的親職壓力受到兒童障

礙程度等因素的顯著影響（黃珊峨，2006）、

對孩子內化行為的影響問題有相關，而孩子外

在的行為問題和自閉症症狀對父母壓力有相關

（Rodriguez et al., 2019）以及國外相關研究指出

的中介模式認為兒童的危險因素包含兒童行為問

題（Barak-Levya & Atzaba-Poriab, 2020），研究

結果一致，顯示身心障礙學生的行為樣態，會因

為其障礙類別的不同造成親職壓力有程度上差異，

並且過去國內外相關研究中多以單一障礙類別的身

心障礙兒童為研究主題，研究對象多為討論養育

「認知類別」的身心障礙兒童家庭，如自閉症、發

展遲緩及智能障礙⋯等（王裕仁，2010；李佳宜等

人，2015；宋玟欣，2016；鍾燕宜等人，2010；鍾

璧卉，2008；Barak-Levya & Atzaba-Poriab, 2020；

Hutchison et al., 2016；Lindo et al., 2016；Robinson & 

Weiss, 2020），可見擁有「認知類別」的身心障礙

子女家庭一直是研究親職壓力領域時著重關注的

對象，研究者認為可能比起「非認知類別」的身

心障礙子女有些可以利用輔助科技協助讓生活品

質有顯著的改善，但「認知」類別的特質多會呈

現在情緒反應及行為表現，影響生活的層面及環

境較廣，也是主要照顧者需要花較多心力去陪伴，

這也反映在「親子失功能互動」及「困難子女」

的分向度情境中，多半與身心障礙子女的行為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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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或身心障礙特質有關之情境會產生親職壓力，

可見主要照顧者依舊在生活中會感受到因為身心

障礙學生之特質造成的養育困境，進而在這些向

度感受到親職壓力。

就障礙程度而言，本研究的結果是「輕度」

的身心障礙學生主要照顧者之親職壓力程度明顯

在分向度「親子失功能互動」、「困難子女」及「全

量表」中高於「中度」障礙學生的主要照顧者。

在過去研究中有研究表示自閉症兒童相較於其他

障礙的父母承受更大家壓力，因行為問題越多父

母壓力也較高，其中高功能自閉症的子女比低功

能有更多養育上的壓力（Ruble1 et al., 2018），因

為高功能的組別可能有更多的行為自由度，但情

緒及行為反應仍受到障礙特質所限制，因此研究

者認為見養育子女的過程當中子女的行為特質和

障礙程度皆是影響親職壓力的可能因素之一，而

高中多接收障礙程度為輕度但是為「認知類別」

之身心障礙學生，因此需要主要照顧者花更多的

心力去溝通互動。

（四）不同家庭背景變項在親職壓力程度上的差

異 

1.子女數與是否有其他身心障礙子女

本研究針對不同家庭狀況的背景變項進行分

析，發現家中子女數及是否有其他身心障礙子女

並未對主要照顧者的親職壓力產生影響，與過去

研究中認為子女數量，對親職壓力而言是顯著影

響的因素（黃珊峨，2006）及發展遲緩兒童母親

的子女數量不同，親職壓力有顯著差異（陳姵瑱、

許君翎，2018）的結果不同，研究者認為因為過

去研究多為兒童階段，擁有年幼子女的身心障礙

家庭，往往需要主要照顧者更多的關注，而本研

究取樣於高中階段的身心障礙學生家庭，已成長

為一定的年紀，家庭已經過一定的磨合和發展屬

於較為穩定的狀態，且絕大部分家庭僅有 2位子

女，因此子女數對於主要照顧者的親職壓力差異

之影響可能有所降低。

研究者從中又針對有其他身心障礙子女的 18

個家庭進行分析，發現比起另一位身心障礙子女

的類別，障礙的程度較容易對主要照顧者的親職

壓力程度產生影響，而擁有另外一位「中度以上」

障礙程度的主要照顧者其親職壓力在「親職愁苦」

中程度高於「無其他障礙子女」及「輕度」，顯

示如果家中有兩位以上的身心障礙子女的家庭，

其主要照顧者在生活中認為自己同時養育多位身

心障礙子女的負荷與能力是有較多擔憂的，並且

親職壓力較高，從前面的討論可以知道養育身心

障礙子女的過程須面對親職壓力的不同變化，已

經比養育一般子女還要辛苦困難，如果同時要照

顧兩位以上的身心障礙子女，主要照顧者會遇到

更多生活及教養上的困境，因此產生更高的親職

壓力。

2.家人的教養支持度

最後本研究也針對其他家人的教養支持度做

調查分析，結果發現教養支持度也為影響主要照

顧者之親職壓力程度的重要因素，並且在「親職

愁苦」、「親子失功能互動」、「困難子女」及

「全量表」中親職壓力的程度上皆有顯著差異，

經事後比較，其他家人教養支持度在「普通以下」

的主要照顧者在親職壓力的「親職失功能互動」、

「困難子女」及「全量表」向度中，都分別比教

養支持度為「支持」和「非常支持」的程度更高；

顯示主要照顧者在照顧身心障礙子女的過程中如

果有其他家人的積極支持可以減低親職壓力的程

度，所以有支持系統的加入可以在養育身心障礙

子女時有正向的影響，與過去研究提到家庭內的

支持對於唐氏症家庭，可以大量減低父母壓力，

包含父母角色、孩子的困難、親子互動和總壓力

的部分（Cuzzocrea et al., 2016；Caley, 2012）且

社會支持對父母的壓力具有緩衝效應。現有的社

會支持 -介入措施通常著重於增加獲得的支持，

以此作為改善情緒的機會（Robinson & Weiss, 

2020），研究結果方向一致。顯示養育身心障礙

子女不僅需要家長的陪伴，也可能需要其他的支

持系統的積極支持，並且無論家庭內或社會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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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能夠對親職壓力的減低有正向的影響，而本

研究的主要照顧者對於其他家人的教養支持度中

期待更加明確積極的支持，可見在養育身心障礙

子女的過程中其他家人的參與度可能不夠，仍使

主要照顧者在面對問題時產生親職壓力，因此未

來可以仔細探討背後的成因，使外在支持系統能

夠更有效的協助身心障礙學生的主要照顧者，也

是值得發展的研究內涵。

伍、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一）身心障礙學生之主要照顧者親職壓力現況

1.主要照顧者在各向度及全量表之親職壓力程度

的差異

全量表的親職壓力題平均數為 3.10，表示受

試者目前有親職壓力的產生，又以「親職愁苦」

為最多主要照顧者同意有感受到親職壓力的分向

度，其次為「困難子女」，分向度「親子失功能

互動」中的親職壓力程度則較低。分向度「親職

愁苦」的情境中以「自己的生活安排」、「生活

中的困擾」以及「主要照顧者的責任」這三題為

主要照顧者認為親職壓力程度較高的情境，而分

向度「困難子女」則是以「孩子的情緒表現」、「孩

子的行為表現」、以及「對孩子的要求」這三種

的情境為最多主要照顧者認為，當身心障礙子女

的產生這些行為反應時，會使自己的親職壓力程

度較高；最後在分向度「親子失功能互動」中，

則是「孩子的學習狀況」、「孩子的情緒表現」

以及「孩子的行為表現」會使主要照顧者有較高

的親職壓力程度。

（二）不同背景變項之主要照顧者，在親職壓力

程度上的差異

1.不同「年齡」、「性別」、「教育程度」及「職

業等級」的主要照顧者在親職壓力感受的各向度

及全量表中並無顯著影響。

2.不同「親屬關係」的主要照顧者之親職壓力程

度上有顯著差異。其中「其他親屬」在親職愁苦、

親子失功能互動及全量表中，親職壓力程度皆高

於「父親」及「母親」，其中親子失功能互動的

向度中，「父親」比「母親」有更高的親職壓力。

（三）不同背景變項之身心障礙學生，在親職壓

力程度上的差異

1. 不同「年級」及「排行」的身心障礙學生之主

要照顧者在親職壓力程度上並無顯著差異。

2.不同「障礙類別」的身心障礙學生之主要照顧

者會在親職愁苦、困難子女及全量表中造成主要

照顧者親職壓力程度上的差異，其中教養「認知

障礙類別」的身心障礙學生之親職壓力高於「非

認知類別」。

3.不同「障礙程度」為區分的身心障礙學生，「輕

度」的身心障礙學生之主要照顧者親職壓力在程

度上高於障礙程度「中度」的身心障礙學生。

（四）不同家庭狀況之背景變項，在親職壓力程

度上的差異

1. 不同「子女數」以及「是否擁有其他身心障礙

子女」的家庭，其主要照顧者之親職壓力程度上

無顯著差異。

2.「其他身心障礙子女的障礙程度」不同，其主要

照顧者在親職壓力程度上有顯著差異。尤其擁有

另一位身心障礙子女的障礙程度為「中度以上」，

其主要照顧者在「親職愁苦」的分向度中就會比

「無其他障礙子女」或「輕度」障礙子女的親職

壓力程度上較高。

3. 家人的「教養支持度」對主要照顧者在「親子

失功能互動」、「困難子女」及全量表上有顯著

差異，覺得支持程度僅為「普通」比「非常支持」

或「支持」的主要照顧者之親職壓力程度上較高。

二、建議

（一）對實務上的建議

1.建議學校的相關專業人員在提供親職相關服務

時，可以參考本研究內容，不僅協助到身心障礙

學生也能關注到主要照顧者的「年齡」、「親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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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等背景變項，並且了解學生家庭的背景，

如：家庭組成、家庭支持度等，以系統化的角度

進行親師合作，並減緩親職壓力，使主要照顧者

成為專業人員在輔導學生中的助力。

2.可以多加運用親職壓力量表等工具來了解主要

照顧者的親職壓力情形，給予適當的協助、介入，

若遇到情況較為嚴重的主要照顧者，也須適時轉

介其他專業人員協助改善親職壓力，使身心障礙

學生在生活中有良好的親子互動品質。

3.教育現場仍需要專業人員結合其他資源，多加

留意視其個別需求給予適切的協助，使身心障礙

學生有更完善的生活與發展。

（二）對未來研究之建議

1.建議未來相關研究可繼續探討背景變項對於親

職壓力的影響，再加入主要照顧者的背景文化，

如：新住民家庭、家長信念和教養態度等，屬於

心理、社會層面的變項，使相關因素之討論可以

更加豐富、更具意義。

2.建議未來研究針對主要照顧者、身心障礙學生

以及其他同住家人進行深度訪談，更深入了解影

響親職壓力程度的個別差異與其他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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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aims to explore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parental stress among primary caregivers of students with 

disabilities in technical high schools in Yilan County. The researcher used the "Parenting Stress Inventory (Fourth 

Edition Simplified Chinese Version) (PSI-4-SF)” is the research tool, and data are collected through questionnaires. 

The research subjects are 120 primary caregivers of students with disabilities in the first to third years of high school 

in Yilan County. The data are collected using statistical methods such as descriptive statistics, independent sample 

t-test, and single-factor variance analysis. Perform data processing and analysis. The main findings of this study 

are summarized as follows: The main findings of this study are summarized as follows: 1.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parenting stress is as follows: Mothers are the most affected, and their age ranges from 41 to 50 years old; most of 

them are of low socioeconomic status; students with physical and mental disabilities are mainly mild disabilities 

and cognitive disorders. 2. Among the main caregiver background variables, 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parenting stress experienced by primary caregivers with different kinship relationships. In "parenting distress" and 

"parent-child dysfunctional interaction", other relatives are more stressed than fathers and mothers. In the "parent-

child dysfunctional interaction", fathers are more stressed than mothers. 3. Among the background variables of 

students with disabilities, 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parental stress experienced by primary caregivers 

of different disability levels and types. 4. Among the family background variables of students with disabilities, 

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different degrees of obstacles and parenting support of other children with 

disabilities, as well as the parenting pressure of the main caregivers. Based on the above results, several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for reference by practitioners and future research.

Keywords: Students with Disabilities, Primary Caregiver, Parenting Stres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