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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環境多樣、學習材料、學習刺激對

新住民幼兒及本地幼兒之認知能力、

語言能力、社會能力與情緒能力的影

響：多重中介模式檢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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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研究目的

過去文獻大多探討新住民子女在學習表現及生活適應普遍落後

本地子女，卻缺乏探究對其劣勢可能的中介因素，故有必要加以確

認進而弭平其差異。本研究以學齡前 3歲幼兒樣本進行分析，以族

群（新住民幼兒對本地幼兒）為自變項，探討兩者對認知、語言、

社會、情緒能力之影響，並瞭解家庭環境中環境多樣、學習材料、

學習刺激在兩者對各項能力之間所扮演的中介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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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設計／方法／取徑

本研究使用資料取自「臺灣幼兒發展調查資料庫」第一波調查

36個月齡組的學齡前幼兒樣本。從 2,164案的資料庫中，刪除題項

具有遺漏值樣本，篩選出父母皆為本國籍之本地幼兒 1,889名，以及

父母親其中一方為本國籍，另一方為新住民（含大陸與港澳地區及

東南亞籍配偶）之新住民幼兒 166名。研究工具包括基本資料問卷、

幼兒認知發展家長問卷、二至六歲嬰幼兒語言發展家長問卷、社會

情緒發展問卷、家庭環境之環境多樣、學習材料、學習刺激指標，

透過 PROCESS進行多重中介分析。

研究發現或結論

研究結果發現，控制父母社經地位、教育程度後，新住民幼兒

各項能力與家庭環境各層面之得分均顯著低於本地幼兒；家庭環境

各層面與各項能力呈現正相關；學習刺激、學習材料可以完全中介

新住民幼兒與本地幼兒在認知能力上的差異；學習刺激、學習材料

與環境多樣可部分中介新住民幼兒與本地幼兒在語言、社會、情緒

能力上的差異。即新住民幼兒與本地幼兒在認知能力的差距，可能

因新住民幼兒之學習刺激與學習材料較本地幼兒不足所致；而在語

言、社會、情緒能力的差異，可部分歸因於學習刺激、學習材料與

環境多樣的缺乏所致。

研究原創性／價值

此研究為國內首創探討家庭環境中環境多樣、學習材料、學習

刺激對新住民幼兒與本地幼兒各項能力的中介效果。家庭環境屬於

後天教養影響，可知不同族群幼兒的差異因環境因素所影響，若能

補足學習環境的缺失，有機會使新住民幼兒的劣勢完全消弭。本研

究具體分析新住民幼兒劣勢的可能影響因素，建立更完整的家庭環

境與認知、語言、社會、情緒能力發展研究，由此突顯本研究之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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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政策建議或實務意涵

建議新住民父母提供豐富的環境多樣、學習材料、學習刺激之

學習資源為重要關鍵，家庭環境各層面對新住民幼兒各項能力的影

響略有不同，尤其在學習刺激對認知、語言、情緒能力影響最大；

學習材料對社會能力影響最強，若要提升不同能力應提供適切的學

習資源，以增進新住民幼兒能力發展，縮短其與本地幼兒的差距 。

關鍵詞：新住民幼兒、環境多樣、學習材料、學習刺激、認知能力、
語言能力、社會能力、情緒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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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urpose

Previous research has mostly explored how new immigrant 
preschoolers lag behind their native peers in terms of academic 
performance and their adjustment to life without investigating the 
possible mediators of their disadvantages. It is thus necessary to 
identify such mediators and to try to eliminate such differences. In 
this study, 3-year-old preschoolers were analyzed. Ethic group (new 
immigrant versus native) was used as an independent variable to 
investigate its impact on cognitive, language, social and emotional 
competencies. In addition, the mediating roles of environmental 
diversity, learning materials and learning stimulation o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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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etencies of preschoolers were explored.

Design/methodology/approach

The data used in this study were collected from 36-month-
old preschoolers during the first Kids in Taiwan: National 
Longitudinal Study of Child Development and Care (KIT) survey. 
After samples with missing data were removed from a dataset 
of 2,164 preschoolers, 1,889 native preschoolers (both parents 
have Taiwanese nationality) and 166 immigrant preschoolers (one 
parent has Taiwanese nationality and the other is an immigrant 
from mainland China, Hong Kong, Macao or Southeast Asia) 
were selected. As research tools, we used a basic informational 
quest ionnaire;  a  behavioral  rat ing inventory of  cognit ive 
development for 2- to 5-year-old children administered as a parent 
assessment; an inventory of language development for 0- to 6-year-
old children administered as a parental questionnaire; a social-
emotional development questionnaire; and a family environment 
questionnaire measuring environmental diversity, learning 
materials and learning stimulation. A multiple mediator analysis 
was performed using PROCESS. 

Findings/results

 After the parents’ socioeconomic status and education levels 
were controlled for, the new immigrant preschoolers had significantly 
lower scores on all competencies and family environment dimensions 
than the native preschoolers, and all family environment dimensions 
were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all competencies. In addition, learning 
stimulation and learning materials completely mediated the difference 
in cognitive competence between the new immigrant and native 
preschoolers, whereas learning stimulation, learning materials and 
environmental diversity partially mediated differences in language, 
social and emotional competency between the new immigrant 
and native preschoolers. That is, the gap in cognitive competence 
between new immigrants and native preschoolers may be because 
new immigrants receive less learning stimulation and learning 
materials than native preschoolers. The differences in language, social 
and emotional competency found between the new immigrant and 
native preschoolers can be partially attributed to a lack of learning 
stimulation, learning materials and environmental diversity.

Originality/value

 This study is the first in Taiwan to investigate the mediating effects 
of multiple family environmental factors, including environmen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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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ersity, learning materials and learning stimulation, on various 
competencies of new immigrant and native preschoolers. The 
family environment is an acquired factor that affects preschoolers 
differently. Improved learning environments might help eliminate the 
disadvantages facing immigrant preschoolers. This study specifically 
analyzes the possibl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disadvantages of new 
immigrant preschoolers and establishes a more complete investigation 
of the effect of family environments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se 
individuals’ cognitive, language, social and emotional competencies, 
demonstrating the value of this study.

Suggestions/implications

It is recommended that new immigrant parents provide high-
quality learning resources with environmental diversity, learning 
materials and learning stimulation at their core. Family environments 
have different impacts on the various competencies of new immigrant 
preschoolers. In particular, learning stimulation has the greatest 
impacts on cognitive, language and emotional ability, while learning 
materials have the greatest impacts on social competence. Appropriate 
learning resources should be provided to effectively guide the 
development of various competencies in new immigrant children and 
to thus reduce the gap between them and native children.

Keywords: new immigrant preschool children, environmental 
diversity, learning materials, learning stimulation, 
cognitive competencies, language competencies, 
social competencies, emotional competen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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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受全球化影響之下，臺灣跨國婚姻呈現日益普及的趨勢，新住民子女

人數也逐漸增加，根據教育部（2020）各級學校新住民子女學生數可知，

目前新住民子女有 31.2萬人，從新住民子女占學生總數比率來看，自 103

學年度至 108學年度之 5個學年間，從 5.8%大幅增加至 7.4%。其中，新

住民子女以父母來自大陸地區計 13.7萬人（占 44%）居首，其次以越南計

11.0萬人（占 35.3%），位居第三為印尼計 2.9萬人（占 9.4%）。內政部

移民署（2021）統計國內新住民與外籍配偶數已近 57萬人，呈現穩定成

長的趨勢，新住民已躍居為閩南、客家、外省、原住民等之外的第五大人

口族群。在臺灣已成為教育環境中不可忽視的一份子。

伴隨跨國婚姻的興起，過往多數研究顯示新住民子女面臨許多困境與

挑戰，包含父母親的家庭社經地位、教育程度偏低、教育資源不足、文化

刺激挹注有限（吳俊憲、吳錦惠，2007）；新住民子女在學業成就與學校

適應較本地子女低落（賴翠媛，2006）。然而，同時也有研究顯示，在控

制父母社經地位、教育程度後，新住民子女與本地子女在部分的學習表現

能力上無顯著差異（吳佳青、陳柏霖，2017），也發現影響新住民子女能

力發展的因素並非新住民母親身分，可能與家庭教養與教育方式有關（陳

建州，2010）。基於以上不利於新住民子女能力發展之條件，應進一步探

討新住民子女各項能力表現較為低落之可能影響因素為何，此為本研究動

機之一。

特別的是，新住民子女是多元文化經驗的個體，沉浸在雙文化的學習

環境下，會有較佳的創造力表現，其具備雙重文化身分從不同的文化經驗，

接觸到新的概念時，會將其原先記憶中的認知相關概念進行整合，進而產

生出創造性的想法（黃詩媛、張仁和、蔡秉勳、陳學志，2018）。可知，

針對新住民及其子女應提供適合的學習環境、生活適應輔導活動及親職教

育實屬重要。

近年來，教育部自 2016年起推動「新住民教育揚才計畫」，為強化

新住民子女語言與文化的學習成效，並推動「新住民語文樂學活動實施計

畫」，以營隊、親子共學、暑期多元文化跨國經驗等學習活動，以精進語

文溝通能力。可見新住民子女將是臺灣的重要人力，亦是國家發展政策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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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關鍵角色。不過，新住民子女教育政策與活動計畫尤其重要，但是否能

提供適其的學習環境多樣性、學習材料與學習刺激，以及充分的學習資源，

進而弭平與本地子女之差異值得深入探究。依此，探討家庭環境與新住民

幼兒及本地幼兒各項能力之關係是本研究動機之二。

家庭提供的學習環境對兒童的影響更為深遠。當父母參與程度提高有

助於緩衝孩子的成就差距，包括家長在家中的教育參與，如提供家庭作業

幫助、討論孩子的功課、在學校的經歷，以及安排戶外的家庭活動，如圖

書館等學習環境資源（Lee & Bowen, 2006）。然而，新住民幼兒是否能透

過環境多樣、學習材料、學習刺激的中介效果，對各項能力產生影響，實

有必要加以探究。據此，探討環境多樣、學習材料、學習刺激是否在新住

民幼兒與本地幼兒之各項能力間具有中介效果為本研究動機之三。

國內有關幼兒家庭環境與學習資源的研究，卻甚缺乏探討新住民幼兒

與本地幼兒在家庭環境學習資源與各項能力表現之差異，或侷限某些地區

的研究樣本。本研究分析資料為臺灣幼兒發展調查資料庫，兼顧地區城鄉

分佈，抽取樣本具有全國代表性，藉由大樣本的調查資料，以分析新住民

幼兒與本地幼兒之各項能力與家庭環境中環境多樣、學習材料、學習刺激

之關聯。此外，家庭環境提供的學習資源對幼兒能力發展極具重要性，目

前國內尚無研究探討環境多樣、學習材料、學習刺激在新住民幼兒與本地

幼兒各項能力表現之中介效果，本研究能補足此教育應用價值上的限制與

缺口。

貳、文獻探討

一、新住民幼兒與本地幼兒在各項能力之差異研究

家庭是一個社會縮影，對於幼兒適應社會環境的能力，包含認知能

力、語言能力、社會情緒能力，以及人格發展奠定重要的基礎，家庭環境

也會因孩童不同的發展階段而有不同的影響（Paat, 2013）。過去的研究顯

示，新住民家庭與其他一般家庭不同的是：新住民家庭承受著更大的社會

壓力並需要適應主流社會，包括生活適應、文化認同、語言溝通、婚姻相

處、社會歧視，及教養子女等問題（吳瓊洳、蔡明昌，2017）。由於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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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住民最大組成以臺灣男性迎娶外籍配偶為主，其另一個隱憂是新住民家

庭的父親與母親大多屬於社經弱勢地位，相對於本地家庭的教育程度也相

對低落（何青蓉，2003）。

在家庭文化資本層面，張芳全與王瀚（2019）以「國民中學學習狀

況之追蹤調查第一至第五波」資料庫之 1,587名追蹤樣本，調查基隆市新

住民子女與本地子女的家庭社經地位對家庭文化資本與家庭氣氛之影響情

形，結果發現本地子女的家庭氣氛與家庭互動顯著高於新住民子女，而新

住民父母親教育程度對家庭氣氛的成長幅度為負向影響。可知，新住民家

庭不論在教育程度、社經地位、家庭收入及文化資本皆處於弱勢，且根據

過去學者指出處於經濟、文化弱勢的家庭，若無法提供孩子良好的家庭環

境與豐沛的學習資源，對於孩童日後學業成就易產生重大影響（Cheung & 

Pomerantz, 2012; De Feyter & Winsler, 2009）。

在國內聚焦在新住民幼兒各項能力之相關研究中，鍾重發（2003）指

出學齡前新住民幼兒在認知發展上可能遇到刺激不足、缺乏示範與模仿對

象，與母親互動程度較低，家庭提供較少的支持環境。在語言能力問題也

對新住民子女的生活產生影響，例如特殊口音容易被同儕取笑、排斥等人

際問題，也因本身無法正確發音而有自卑等心理問題（莫藜藜、賴珮玲，

2004）。在社會能力方面，研究指出本國籍子女與新住民子女在生活適應

上有顯著差異，顯示文化差異具有相當大的影響力（魏麗敏、陳嘉慧，

2012）。在情緒能力部分，Beiser、Hou、Hyman與 Tousignant（2002）研

究指出，相較於本地幼兒，新住民家庭因父母社經地位與教育程度較為弱

勢，其子女處於學習資源不足的環境，較易出現情緒障礙及行為問題。目

前在國內同時聚焦在新住民幼兒各項能力的研究甚少，據此，本研究提出

假設一為新住民幼兒與本地幼兒在認知能力、語言能力、社會能力、情緒

能力等各項能力得分具有顯著差異。

二、新住民幼兒與本地幼兒在家庭環境的差異

家庭學習環境係指家庭提供給學齡前幼兒支持性的環境、學習材料

與學習空間，對於學齡前幼兒教育而言，為多元學習環境之核心（Loyola, 

Grimberg, & Colomer, 2020）。亦即，在家庭提供給子女的教育資源與學習

支持（Anders et al., 2012）。過去相關研究在探討影響孩子的家庭環境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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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因研究目的而有不同，臺灣過去對於家庭環境的研究，多以新住民子女

的父母教育程度、收入、工作為主要探討，尤其是學齡前幼兒階段顯少以

提供學習資源之家庭環境為研究。然而，家庭環境對幼兒各項能力發展和

社會適應功能之影響，包含多樣性的社交場合、安排兒童的日常活動或是

身體活動等（Bradley & Corwyn, 2005）。同時，當父母與孩子一起從事休

閒活動，有助於建立其知識、經驗自信，以及增進家庭成員間的親密感及

創造回憶（Neumann, 2006）。因此，父母提供在家庭內以外的場所、事

件或活動的家庭環境多樣因素，可幫助幼兒與家庭之間的親密關係之外，

也有助於各項能力發展。尤其移民父母提供的學習環境，以及對子女的支

持與互動參與能促進其後來的社會經濟成就（Schneider & Lee, 1990）。

從相關研究發現，不同族群父母提供環境資源與投入參與具有差異

性，對於幼兒學習能力也會產生影響。鍾重發（2003）指出新住民幼兒在

認知發展上可能因學習刺激不足、缺乏練習、示範與模仿對象、與母親互

動頻率較為低落、提供較少的支持性學習環境。De Feyter與Winsler（2009）

研究發現家庭提供給幼兒入學前的學習資源，移民家庭較本地家庭的學習

質量較低。基此，本研究提出假設二為新住民幼兒與本地幼兒在家庭環境

具有顯著差異。

張鑑如（2019）在臺灣幼兒發展調查資料庫中，設計家庭環境評量表，

其構面中包括環境多樣、學習材料、學習刺激、父母回應及條件式管教等

5個層面。環境多樣、學習材料、學習刺激為父母採取有形暨客觀的家庭

環境之實質性學習資源提供給幼兒，此為本研究主要探討重點；而父母回

應與條件式管教為父母無形暨主觀對幼兒的回應方式與教養行為，因此不

列入於本研究家庭環境探討範圍。

三、家庭環境對幼兒各項能力的影響

家庭學習環境是兒童早期能力的預測指標（Niklas & Schneider, 

2017）。家庭提供的學習環境不應只侷限在家庭內場所，凡是跟家人一

起共同經驗的事件或是活動場所皆構成家庭環境的一部分（Bradley & 

Corwyn, 2006）。Hofferth與 Sandberg（2001）調查 13歲以下的美國幼兒

及兒童的每日生活安排，家長在安排戶外的休閒活動，包括圖書館、教堂、

拜訪親友、公園、球類運動，研究發現，父母提供的學習環境與教育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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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影響孩子的學業表現。

此外，戶外活動環境對兒童的各項發育都具有正向影響（Moser & 

Martinsen, 2010）。例如：戶外體育活動可促進兒童的社交能力，且兒童

玩耍的環境對其環境適應力具有重要影響（Veiga et al., 2017）。幼兒在自

然戶外空間中學習機會的多樣性與豐富性，亦能增進幼兒的親和行為，同

時降低人際間的衝突與攻擊性行為（Blanchet-Cohen & Elliot, 2011）。家

長適時參與子女相關活動，有助於增進親職功能、父母教導孩子的知識與

技巧，並進一步促進孩子的學校表現與感受（吳毓瑩、蔡振州、蕭如芬，

2010）。由此可知，家長若能提供學習環境的多樣性、學習材料與學習刺

激，便能提升學習表現、社會情緒能力。據此，本研究提出假設三為環境

多樣、學習材料、學習刺激對於各項能力具有正向影響。

四、家庭環境對新住民幼兒與本地幼兒在各項能力之中介效果

在家庭環境學習中，為使新住民幼兒不致因文化資本不利及學習發

展落後，家長提供豐富的學習資源與積極學習經驗刻不容緩。吳毓瑩、蔡

振州、蕭如芬（2010）探究東南亞裔新移民母親與本地母親的家長參與及

其子女學校生活適應，結果發現當新移民母親提供子女豐富的學習環境，

多帶子女外出增廣見聞或陪伴去圖書館，師生關係會愈加友善。此研究闡

述家長參與對師生互動的調節效果，研究對象並非以幼兒為研究對象，也

尚無探討對幼兒能力的中介效果評估。陳柏霖與余民寧（2014）發現非新

移民子女在家庭閱讀活動、閱讀策略及閱讀行為表現得分皆高於新移民子

女，以結構方程模式驗證指出新移民家庭在閱讀活動較少投入教養與教導

能力不足，而影響其語文學習表現。此篇提及的家庭閱讀活動屬於家庭環

境資源的一環，可惜探討範圍未含括環境多樣性的學習媒介，也並未探究

移民子女的各項能力效果分析。

根據國外移民子女能力表現的相關研究也強調，父母提供家庭環境的

學習資源與兒童學習能力具有重要影響性。Cheung與 Pomerantz（2012）

針對 825名中國移民子女與美國本地子女探討父母參與學習的情況進行中

介分析，結果指出移民家庭透過父母參與、關注子女的學習，有助於增強

子女自我調節學習策略與學習能力。該研究探討學齡階段的移民子女，

並無法確切瞭解父母參與學習對學齡前幼兒各項能力的效果為何。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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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非移民家庭之間的家庭資源、育兒習慣、父母對兒童發育的瞭解，以

及家庭內部社會資本之差異皆可能導致兒童的發展有所不同（De Feyter & 

Winsler, 2009）。就此推論，父母提供的家庭環境可能是影響新住民幼兒

及本地幼兒各項能力之中介機制。

目前國內較少針對學齡前幼兒能力表現進行探究，可能因幼兒資料

收集較為不易。近期由學術單位所發展的大型資料庫，抽取樣本具有全國

代表性。近幾年陸續在國內使用幼兒發展調查資料庫（KIT）進行研究分

析，其一，分析教養信念在社經地位與家庭學習環境的中介效果，結果發

現當家庭環境愈佳，父母使用條件式管教也愈明顯（陳美姿、周麗端，

2020）。此過去研究並未針對不同族群之新住民幼兒與本地幼兒進行相關

因素之探討。其二，針對新住民家庭以親子共讀來強化孩童在不同層面的

發展，發現新住民幼兒在高親子共讀情況下，在各發展層面與非新住民幼

兒無差異（陳孟筳、林以正、張硯評、黃金蘭，2020）。此篇雖與本研究

探討對象雷同，但其闡述親子共讀的調節效果，尚無進一步探究影響幼兒

各項能力之可能因素，本研究則是以中介效果進行分析，探討家庭環境因

素對幼兒各項能力的影響。

綜上研究除了探討學齡階段的新住民子女為主，較少涵蓋學齡前幼兒

為研究對象以外，使用 KIT進行分析之相關研究也尚無探討家庭環境對幼

兒各項能力的中介效果評估。依據文獻回顧加以推論，新住民家庭若提供

豐富的學習環境資源，可能有助於其子女學習能力之增長，但目前國內尚

無探究家庭環境對新住民幼兒與本地幼兒在各項能力的關聯。不同族群幼

兒是否藉由家庭環境的中介效果，進而影響其各項能力表現之關聯性，則

有待驗證。據此，本研究提出假設四為新住民幼兒與本地幼兒透過環境多

樣、學習材料、學習刺激之中介效果對各項能力產生影響。

基於上述文獻分析，本研究目的具體陳述如下：一、探討新住民幼兒

與本地幼兒在認知、語言、社會與情緒等各項能力之差異情形。二、探討

新住民幼兒與本地幼兒在家庭環境中環境多樣、學習材料、學習刺激等各

層面之差異情形。三、探討環境多樣、學習材料、學習刺激與各項能力之

關聯性。四、探討環境多樣、學習材料、學習刺激在新住民幼兒與本地幼

兒各項能力之間的中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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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方法

一、研究架構與假設

如圖 1所示，不同族群幼兒為自變項，以虛擬變項的方式設定新住民

幼兒為 1，本地幼兒為 0，家庭環境之環境多樣、學習材料、學習刺激為

中介變項，幼兒認知、語言、社會、情緒等各項能力為依變項，父母社經

地位、教育程度為控制變項。依據本研究文獻推導，研究假設如下：

（一）新住民幼兒與本地幼兒在認知能力、語言能力、社會能力、情

緒能力等各項能力得分具有顯著差異。

（二）新住民幼兒與本地幼兒在環境多樣、學習材料、學習刺激等各

層面得分具有顯著差異。

（三）環境多樣、學習材料、學習刺激對於各項能力具有正向影響。

（四）新住民幼兒與本地幼兒透過環境多樣、學習材料、學習刺激之

中介效果對各項能力產生影響。

圖 1 研究架構圖

二、研究對象與資料來源

本研究使用資料係取自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調查研究專

題中心之學術調查研究資料庫中的「臺灣幼兒發展調查資料庫建置計畫」

（Kids in Taiwan，簡稱 KIT）（張鑑如，2019）。本文採用此資料庫中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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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對象為第一波調查的 36個月齡組的學齡前幼兒樣本，其出生日區間為

2013年4月1日至2014年3月31日的幼兒為抽樣母體，總樣本數共有2,164

案。KIT以臺灣地區戶籍資料作為抽樣清冊，採分層兩階段抽樣法，第一

階段抽出單位為鄉鎮市區，第二階段抽出單位為個人，兼顧地區城鄉分布，

使抽取樣本具有全國代表性。

本研究主要探討新住民幼兒與本地幼兒在家庭環境中的環境多樣、學

習材料、學習刺激，與各項能力中的認知能力、語言能力、社會能力、情

緒能力之間的關聯情形。本研究對象的月齡介於 34至 37個月之間，平均

月齡 35.90個月（標準差為 0.7個月）。從 2,164位 36個月齡組幼兒之資

料庫中，刪除題項具有遺漏值之樣本，篩選出以父母皆為本國籍之本地幼

兒樣本 1,889名，以及父母親其中一方為本國籍，另一方為新住民（含大

陸與港澳地區及東南亞籍配偶）之新住民幼兒 166名，包括中港澳新住民

幼兒共 79位、東南亞新住民幼兒共 87位，以利進行之後的統計分析，總

計共 2055名幼兒。

三、研究工具　

（一）基本資料問卷

本研究以 KIT的基本資料問卷中，以幼兒父母的相關背景資料作為

控制變項，包括父母親的社經地位、教育程度等重要資料。針對社經地位

而言，係以工作類型進行填答，並參考黃毅志（2003）所建構之「臺灣地

區新職業聲望與社經地位量表」，依工作類型轉換成五等第社經地位，愈

高分代表父母親的社經地位愈高。其次，教育程度分為六個等級，包括國

小及以下、國（初）中、高中（職）、專科、大學／二技、碩士級以上，

愈高的教育等級代表父母親的教育程度愈高。

（二）幼兒認知發展家長問卷

本問卷採用王馨敏、李俊仁與張鑑如（2015）所編製「二至五歲幼兒

認知發展家長問卷」作為評量幼兒認知能力的測量工具，其目的在瞭解幼

兒在記憶能力與執行功能兩大認知面向上的能力發展。在記憶能力面向共

18題，注意力／執行功能面向共 6題，總題數共 24題。以 Likert四點量

表的方式進行回答，1分代表「完全不能」，4分代表「非常熟練」，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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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愈高代表幼兒之認知能力愈佳。全量表之 Cronbach’s α係數為 .96，記憶

能力、執行功能分量表之 Cronbach’s α係數分別 為 .95、.87，顯示本問卷

具有良好的內部一致性。此問卷之記憶能力面向與「嬰幼兒綜合發展測驗」

（CDIIT）（王天苗，2004）檢驗兩者的相關性，所測得的知覺辨識、記憶、

思考推理和概念能力都有顯著的高度相關（r = .79 ~.88）。執行功能向度

與 CDIIT中的四大次領域能力分數有顯著的中度相關（r = .52 ~.59）。此

兩個測驗的總分相關亦達 .86，顯示此問卷具有良好的效度。

（三）二至六歲嬰幼兒語言發展家長問卷

本研究以劉惠美、陳柏熹、黃秀琦、陳雅雯與張鑑如（2018）所編

製「零至六歲嬰幼兒語言發展家長問卷」作為評量幼兒語言能力的測量工

具，其目的在瞭解幼兒在語言理解、語言表達與讀寫萌發三個面向的能力

發展。以 Likert四點量表的方式進行回答，1分代表「完全不能」，4分

代表「非常熟練」，分數愈高代表幼兒之語言能力愈佳。其中，語言理

解共 3題，語言表達共 9題，讀寫萌發共 6題，總題數共 18題。此問卷

全量表之內部一致性值為 .93，語言理解、語言表達、讀寫萌發分測驗之

Cronbach’s α分別為 .75、.78、.79，顯示此問卷具有頗佳的內部一致性。

在效標關聯效度之相關係數，此問卷與 CDIIT之總分相關介於 .61 至 .82 

之間，顯示具有良好的效度。

（四）社會情緒發展問卷

本問卷使用程景琳、涂妙如、陳虹仰、張鑑如（2016）所編製的「幼

兒社會情緒發展問卷」作為評量幼兒社會與情緒能力的測量工具，其目的

在瞭解幼兒在社會能力與情緒能力兩大向度上的能力發展。在社會能力向

度中，其分量表包括獨立性 2題、主動性 4題、合群性 4題、順從性 3題，

此分量表共 13題。情緒能力向度中，其分量表包括情緒覺察 3題、情緒

表達 3題、情緒理解 5題、情緒調節 4題，此分量表共 15題，總題數共

28題。各分量表以Likert五點量表的方式進行回答，1分代表「從不如此」，

5分代表「總是如此」，分數愈高代表幼兒之社會與情緒能力愈佳。

社會情緒發展中社會能力與情緒能力之信、效度分析，在信度檢驗

部分，社會能力問卷 Cronbach’s α為 .87；情緒能力問卷 Cronbach’s α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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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顯示量表具有良好的內部一致性。在效度檢驗部分，首先採主成分法

與最大變異法為萃取因素之準則，經因素分析之結果，社會能力之累積解

釋變異量達 56.41%，情緒能力之累積解釋變異量達 61.08%。在效標關聯

效度之相關係數，社會能力與父母回應教養、父母責罰教養（陳美姿、周

麗端，2020）之總分相關介於 .20 至 .64之間；情緒能力與父母回應教養、

父母責罰教養（陳美姿、周麗端，2020）之總分相關介於 .20 至 .59之間，

顯示具有良好的效度。

（五）家庭環境問卷

1. 家庭環境之環境多樣指標

本研究以引自陳美姿、周麗端（2020）所編製的家庭環境之環境多樣

指標，以四個題項進行探討家長提供幼兒環境多樣性的活動參與，其指標

為四題的平均值。由家長以「很少」、「有時」、「經常」、「很經常」

四個選項進行填答，分別代表 1至 4分，得分愈高表示幼兒之環境多樣程

度愈高。本量表進行信度考驗，Cronbach’s α為 .71。本研究定義環境多樣

是家庭環境中父母提供子女家庭內與家庭外環境的學習資源，包括拜訪親

友、安排適合親子共遊的活動，以及規畫到公園、市場、廟口、書店、圖

書館等場域，提供子女多樣的學習環境程度。

2. 家庭環境之學習材料指標

本研究以家庭環境之學習材料指標（引自陳美姿、周麗端，2020）之

五個題項進行探討家長提供幼兒學習材料的經驗學習，其指標為五題的平

均值。如同上述以四個選項由家長進行填答，得分愈高表示幼兒之學習材

料程度愈高。本量表進行信度考驗，Cronbach’s α為 .84。本研究定義學習

材料是家庭環境中父母提供子女訓練精細動作、手眼協調，以及具操作性

的物品，並提供社交互動遊戲，如家家酒的玩具，提供子女學習材料的豐

富性。

3. 家庭環境之學習刺激指標

本研究以家庭環境之學習刺激指標（引自陳美姿、周麗端，2020）之

五個題項進行探討家長提供幼兒學習刺激的學習機會，其指標為五題的平

均值。填答方式如同上述，得分愈高表示幼兒之學習刺激程度愈高。本量

表進行信度考驗，Cronbach’s α為 .77。本研究定義學習刺激是家庭環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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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提供教導學習認字、學習物品名稱、認識空間概念以及與人互動的基

本禮貌，提供子女生活環境中的學習刺激。

家庭環境之環境多樣、學習材料、學習刺激等三個指標之信、效度分

析，在信度檢驗部分，整體家庭環境之三個指標 Cronbach’s α為 .78，各

構面 Cronbach’s α介於 .71至 .84；在效度檢驗部分，首先採主成分法與最

大變異法為萃取因素之準則，經因素分析之結果，獨立歸因成一個元素，

累積解釋變異量達 69.78%。在效標關聯效度之相關係數，三個指標與教養

信念（引自陳美姿、周麗端，2020）之總分相關介於 -.05 至 .10 之間，顯

示具有良好的效度。

四、資料處理方法

本 研 究 採 用 Hayes（2013） 提 供 的 SPSS PROCESS 套 件 進 行

Bootstrapping method檢驗其顯著性。在 Bootstrapping method之分析中，

透過重複取樣（resampling）的程序，以獲得中介效果之平均數及 95%信

賴區間（95% CI）的方法，若在 5000次抽樣所得到的中介效果之 95%CI

不包含 0，則表示可拒絕中介效果為 0之虛無假設（Shrout & Bolger, 

2002）。本研究以 PROCESS模型 4考驗環境多樣、學習材料、學習刺激

在不同族群與各項能力之多重中介效果。以父母親社經地位、教育程度作

為控制變項，並驗證本研究所提出的假設。

肆、結果

一、不同族群社會人口學之基本資料

本研究以 KIT中的第一波調查 36月齡組的學齡前幼兒基本資料進行

分析。首先，根據不同族群幼兒的性別比例，如表 1，新住民幼兒 166位

中，男生有 92位，佔 55.4%，女生有 74位，佔 44.6%。本地幼兒 1,889

位中，男生有 968位，佔 51.2%，女生有 921位，佔 48.8%。分析結果顯

示，不同族群幼兒的性別分佈沒有顯著差異（χ2（1, N = 2055） =1.07, p = 

.302）。其次，在父母親的國籍比例，新住民家庭父親為臺灣籍有 143位，

佔 87.7%；中港澳籍有 8位，佔 4.9%；東南亞籍有 12位，佔 7.4%。本地



60 黃詩媛、林芃萱、張雨霖、陳學志 :以環境多樣、學習材料、學習刺激對新住民幼兒及本地幼兒之認知能力、語
言能力、社會能力與情緒能力的影響：多重中介模式檢定

家庭父親為臺灣籍有 1889位，佔 100%。新住民家庭母親為臺灣籍有 9位，

佔 5.6%；中港澳籍有 71位，佔 43.8%；東南亞籍有 82位，佔 50.6%。本

地家庭母親為臺灣籍有 1889位，佔 100%。

表 1

不同族群幼兒性別比例與組間差異檢定

不同族群幼兒 組間差異檢定

新住民幼兒 （N = 166） 本地幼兒 （N= 1889） χ2 p

性別 N % N % 1.07 .302

男生

女生

92
74

55.4
44.6

968
921

51.2
48.8

接著，瞭解父母親的社經地位，如表 2。新住民家庭父親的社經地位

以一等為居多有 72位，佔 45.3%。本地家庭父親的社經地位以五等為居

多有 506位，佔 28.2%。新住民家庭母親的社經地位以未工作者居多有 66

位，佔 40.5%。本地家庭母親的社經地位也以未工作者居多有 552位，佔

30.0%。結果顯示，本地家庭父親社經地位（M = 3.11，SD = 1.64）顯著高

於新住民家庭父親（M = 2.15，SD = 1.58）。再者，本地家庭母親社經地

位（M = 2.30，SD = 1.85）也顯著高於新住民家庭母親（M = 1.28，SD =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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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父母親社經地位與組間差異檢定

社經地位 組間差異檢定

五等 四等 三等 二等 一等 未工作 M (SD) t

新住民家庭

父親

22 
（13.8）

23
（14.5）

2
（1.3）

31
（19.5）

72
（45.3）

9
（5.7）

2.15
（1.58）

-7.26***
本地家庭

父親

506
（28.2）

456
（25.4）

56
（3.1）

317
（17.6）

424
 （23.6）

38
（2.1）

3.11
（1.64）

新住民家庭

母親

7 
（4.3）

9 
（5.5）

10 
（6.1）

36 
（22.1）

35 
（21.5）

66
（40.5）

1.28
（1.41）

-8.64***
本地家庭

母親

335 
（18.2）

203 
（11.0）

347 
（18.9）

304 
（16.5）

99
（5.4）

552
（30.0）

2.30
（1.85）

註：社經地位欄位中，括弧外數值為人數，括弧內數值為百分比；組間差異檢定中，

以五等第社經地位進行計算，無涵蓋未工作者。

*** p < .001.

接續，觀察父母親的教育程度，如表 3。新住民家庭父親的教育程度

以高中（職）居多有 59位，佔 37.3%。本地家庭父親的教育程度以大學／

二技居多有 645位，佔 34.7%。新住民家庭母親的教育程度以高中（職）

居多有 61位，佔 37.9%。本地家庭母親的教育程度以大學／二技居多有

816位，佔 43.7%。以教育程度的六個等級進行 t檢定，顯示本地家庭父親

的平均教育等級（M = 4.35，SD = 1.19）顯著高於新住民家庭父親的平均

教育等級（M = 3.50，SD = 1.26）。再者，本地家庭母親的平均教育等級（M 

= 4.36，SD = 1.07）也顯著高於新住民家庭母親的平均教育等級（M = 2.93，

SD =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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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父母親教育程度與組間差異檢定

教育程度 組間差異檢定

國小及以下 國（初）中 高中（職） 專科 大學 /二技 碩士級以上 M (SD) t

新住民家庭

父親

6
（3.8）

27
（17.1）

59
（37.3）

22 
（13.9）

36
（22.8）

8
（5.1）

3.50（1.26）

-8.53***
本地家庭

父親

8
（0.4）

69
（3.7）

514
（27.7）

285
（15.3）

645
（34.7）

336
（18.1）

4.35（1.19）

新住民家庭

母親

17
（10.6）

43
（26.7）

61
（37.9）

16
（9.9）

22
（13.7）

2
（1.2）

2.93（1.21）

-16.09***
本地家庭

母親

2
（0.1）

57
（3.1）

455
（24.4）

317
（17.0）

816
（43.7）

220
（11.8）

4.36（1.07）

註：教育程度欄位中，括弧外數值為人數，括弧內數值為百分比。

*** p < .001.

二、不同族群幼兒各項能力與家庭環境之描述統計與相關分析

在第二部分的分析中，以表 4呈現新住民幼兒與本地幼兒在認知、語

言、社會、情緒等能力，與環境多樣、學習材料、學習刺激的差異檢定。

以共變數分析（ANCOVA）將父母社經地位以及教育程度做為控制變項，

並檢視幼兒各項能力與家庭環境各變項之調整後平均數是否具有組間差

異。在各項能力方面，認知能力（F（1, 1890）= 14.55, p < .001）、語言

能力（F（1, 1890）= 28.13, p < .001）、社會能力（F（1, 1890）= 27.00, 

p < .001）、情緒能力（F（1, 1891）= 30.47, p < .001），本地幼兒得分顯

著高於新住民幼兒。在家庭環境層面，環境多樣（F（1, 1887）= 16.85, p 

< .001）、學習材料（F（1, 1887）= 48.24, p < .001）、學習刺激（F（1, 

1888）= 36.87, p < .001），本地幼兒得分顯著高於新住民幼兒。由上述結

果可知，新住民幼兒的各項能力與家庭環境得分皆顯著低於本地幼兒。研

究假設一、二成立。



63
當代教育研究季刊　第三十卷　第四期，2022年 12月，頁 041-081

Contemporary Educational Research Quarterly Vol. 30, No. 4

表 4

不同族群在各項能力之調整後平均數與組間差異檢定

新住民幼兒 本地幼兒

F
M (SD)

adjusted 
average

M (SD)
adjusted 
average

認知能力

記憶能力

注意力與

執行功能

4.91 （1.22）
2.24 （0.65）
2.67 （0.69）

5.15
2.41
2.74

5.50 （0.96）
2.62 （0.51）
2.89 （0.59）

5.48
2.60
2.88

14.55***
18.40***

6.50*

語言能力

語言理解

語言表達

讀寫萌發

7.89 （1.73）
3.03 （0.64）
2.99 （0.79）
1.87 （0.59）

8.14
3.03
3.10
2.00

8.82 （1.39）
3.21 （0.48）
3.39 （0.62）
2.23 （0.60）

8.80
3.21
3.38
2.21

28.13***
15.51***
25.88***
15.92***

社會能力

獨立性

主動性

合群性

順從性

12.62 （2.67）
3.19 （1.03）
2.97 （0.94）
3.29 （0.84）
3.16 （0.85）

12.81
3.24
3.11
3.34
3.13

14.04 （2.57）
3.55 （0.93）
3.45 （0.89）
3.60 （0.80）
3.44 （0.84）

14.02
3.55
3.43
3.59
3.45

27.00***
12.93***
15.82***
12.62***
17.17***

情緒能力

情緒覺察

情緒表達

情緒理解

情緒調節

13.17 （2.88）
3.48 （0.85）
3.50 （0.93）
3.23 （0.99）
2.95 （0.81）

13.28
3.49
3.58
3.25
2.95

14.52 （2.43）
3.78 （0.73）
3.99 （0.75）
3.63 （0.85）
3.12 （0.81）

14.51
3.78
3.98
3.62
3.12

30.47***
19.31***
34.23***
23.08***

4.96*

家庭環境

環境多樣

學習材料

學習刺激

2.18 （0.74）
2.62 （0.88）
2.54 （0.70）

2.32
2.76
2.67

2.59 （0.69）
3.20 （0.66）
3.00 （0.58）

2.57
3.19
2.99

16.85***
48.24***
36.87***

註：調整後平均數之控制變項為父母社經地位及教育程度。

* p < .05. *** p < .001.

進一步檢視不同族群幼兒在各研究變項的相關情形，統計結果整理於

表 5。可知家庭環境各層面與各項能力之間存在顯著正相關。研究假設三

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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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不同族群幼兒在各研究變項之相關係數表

1 2 3 4 5 6 7

1.認知能力
2.語言能力
3.社會能力
4.情緒能力
5.環境多樣
6.學習材料
7.學習刺激

.76***

.67***

.61***

.36***

.48***

.55***

.74***

.64***

.70***

.39***

.51***

.56***

.65***

.62***

.73***

.44***

.52***

.52***

.65***

.66***

.71***

.38***

.49***

.50***

.33***

.32***

.30***

.30***

.69***

.56***

.48***

.45***

.44***

.45***

.47***

.70***

.51***

.50***

.42***

.46***

.46***

.61***

註：左下角為新住民幼兒變項間相關係數、右上角為本地幼兒變項間相關係數

***p < .001.

三、環境多樣、學習材料、學習刺激對新住民幼兒與本地幼兒各

項能力中介效果

在第三部分的分析中，本研究進一步分析環境多樣、學習材料、學習

刺激對新住民幼兒與本地幼兒各項能力之間的中介效果，同時控制父母社

經地位及教育程度。表 6為四個多重中介模型的所有變項。

表 6

四個多重中介模型中之各變項

模式一 模式二 模式三 模式四

X
M1
M2
M3
Y

不同族群幼兒

環境多樣

學習材料

學習刺激

認知能力

不同族群幼兒

環境多樣

學習材料

學習刺激

語言能力

不同族群幼兒

環境多樣

學習材料

學習刺激

社會能力

不同族群幼兒

環境多樣

學習材料

學習刺激

情緒能力

表 7與圖 2為模型一的驗證結果。在模式 1-1中，新住民幼兒與本地

幼兒對認知能力影響效果是顯著的（F（5, 1884）= 30.735, p < .001, R2 = 

0.075），標準化迴歸係數為 - 0.340（t = - 3.874, p < .001）。共同投入環

境多樣、學習材料、學習刺激後，模式 1-5三者對認知能力的個別影響效



65
當代教育研究季刊　第三十卷　第四期，2022年 12月，頁 041-081

Contemporary Educational Research Quarterly Vol. 30, No. 4

果不具顯著性（F（8, 1881）= 107.615, p < .001, R2 = 0.314），標準化迴

歸係數為 - 0.019（t = - 0.252, p > .05）。通過 Bootstrap考驗家庭環境各層

面的中介效果，路徑 X→M2→Y的信賴區間為（-0.202，-0.089），以及

X→M3→Y的信賴區間為（-0.232，-0.105）不包含零，X→M1→Y的信賴

區間包含零。結果發現，環境多樣的中介效果並沒有發揮作用，學習刺激

與學習材料對新住民幼兒與本地幼兒之認知能力具有完全中介效果。表示

學習刺激、學習材料的中介效果有助於解釋新住民幼兒認知能力低落的可

能因素。在標準化效果值發現，家庭環境以學習刺激的影響力最強，其次

是學習材料，環境多樣則不影響認知能力表現。本研究假設四獲得支持。

表 7

多重中介模式一之驗證結果

模

式

一

模式 1-1 模式 1-2 模式 1-3 模式 1-4 模式 1-5

Y = 認知能力 M1 M2 M3 Y

B S.E. B S.E. B S.E. B S.E. B S.E.

X
M1
M2
M3
F
R
R2

- 0.340***
―

―

―

30.735***
 0.275
 0.075

0.088
―

―

―

- 0.350***
―�

―

―

23.653***
 0.243
 0.059

0.088
―

―

―

- 0.603***
―

―

―

37.681***
 0.302
 0.091

0.061
―

―

―

- 0.529***
―�

―

―

35.826***
 0.295
 0.087

0.053
―

―

―

- 0.019
  0.037

  0.235***
  0.315***
107.615***

  0.560
  0.314

0.077
0.032
0.037
0.043

Bootstrap test 中介效果 標準化效果值 BootLLCI BootULCI

X → M1 → Y
X → M2 → Y
X → M3 → Y

- 0.013
- 0.142
- 0.166

- 0.033
- 0.202
- 0.232

0.002
- 0.089
- 0.105

模式一 完全中介

***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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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家庭環境在新住民幼兒及本地幼兒與認知能力間關聯之多重中介模型

表 8與圖 3為模型二的驗證結果。在模式 2-1中，新住民幼兒與本

地幼兒對語言能力影響效果是顯著的（F（5, 1883）= 23.961, p < .001, R2 

= 0.060），標準化迴歸係數為 - 0.474（t = - 5.348, p < .001）。共同投入

環境多樣、學習材料、學習刺激後，模式 2-5三者對語言能力的個別影響

效果依然顯著（F （8, 1880）= 100.516, p < .001, R2 = 0.300），標準化迴

歸係數為 - 0.157（t = - 2.020, p < .05）。通過 Bootstrap考驗家庭環境各

層面的中介效果，路徑 X→M1→Y的信賴區間為（- 0.038，- 0.002），

X→M2→Y的信賴區間為（- 0.171，- 0.069），以及 X→M3→Y的信賴區

間為（- 0.258，- 0.111）不包含零。結果發現，學習刺激、學習材料、環

境多樣皆具有部分中介效果。表示三者的中介效果有助於解釋新住民幼兒

語言能力落後於本地幼兒的可能因素。在標準化效果值發現，學習刺激的

影響力最強，學習材料次強，接著為環境多樣。假設四獲得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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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刺激與學習材料對新住民幼兒與本地幼兒之認知能力具有完全中介效果。表

示學習刺激、學習材料的中介效果有助於解釋新住民幼兒認知能力低落的可能因

素。在標準化效果值發現，家庭環境以學習刺激的影響力最強，其次是學習材料，

環境多樣則不影響認知能力表現。本研究假設四獲得支持。 
表 7 多多重重中中介介模模式式一一之之驗驗證證結結果果 
模 

式 

一 

模式 1-1 模式 1-2 模式 1-3 模式 1-4 模式 1-5 

Y = 認知能力 M1 M2 M3 Y 

B S.E. B S.E. B S.E. B S.E. B S.E. 

X 

M1 

M2 

M3 

F 

R 

R2 

- 0.340*** 

－ 

－ 

－ 

30.735*** 

 0.275 

 0.075 

0.088 

－ 

－ 

－ 

- 0.350*** 

－ 

－ 

－ 

23.653*** 

 0.243 

 0.059 

0.088 

－ 

－ 

－ 

- 0.603*** 

－ 

－ 

－ 

37.681*** 

 0.302 

 0.091 

0.061

－ 

－ 

－ 

- 0.529*** 

－ 

－ 

－ 

35.826*** 

 0.295 

 0.087 

0.053 

－ 

－ 

－ 

 - 0.019 

  0.037 

  0.235*** 

  0.315*** 

107.615*** 

  0.560 

  0.314 

0.077 

0.032 

0.037 

0.043 

Bootstrap test 中介效果 標準化效果值 BootLLCI BootULCI 

X → M1 → Y 

X → M2 → Y 

X → M3 → Y 

- 0.013 

- 0.142 

- 0.166 

- 0.033 

- 0.202 

- 0.232 

 0.002 

- 0.089 

- 0.105 

模式一 完全中介 

***p ＜ .001. 

 

 

 

 

 

 



67
當代教育研究季刊　第三十卷　第四期，2022年 12月，頁 041-081

Contemporary Educational Research Quarterly Vol. 30, No. 4

表 8

多重中介模式二之驗證結果

模

式

二

模式 2-1 模式 2-2 模式 2-3 模式 2-4 模式 2-5

Y =語言能力 M1 M2 M3 Y

B S.E. B S.E. B S.E. B S.E. B S.E.

X
M1
M2
M3
F
R
R2

- 0.474***
―

―

―

23.961***
 0.245
 0.060

0.128
―

―

―

- 0.350***
―�

―

―

23.528***
 0.243
 0.059

0.088
―

―

―

- 0.350***
―

―

―

37.629***
 0.301
 0.091

0.062
―

―

―

-0.602***
―�

―

―

35.866***
 0.295
 0.087

0.052
―

―

―

- 0.157*
  0.051*

  0.192***
  0.346***
100.516***

  0.547
  0.300

0.112
0.047
0.054
0.062

Bootstrap test 中介效果 標準化效果值 BootLLCI BootULCI

X → M1 → Y
X → M2 → Y
X → M3 → Y

- 0.018
- 0.116
- 0.183

- 0.038
- 0.171
- 0.258

- 0.002
- 0.069
- 0.111

模式二 部分中介

* p < .05. *** p < .001.

圖 3 家庭環境在新住民幼兒及本地幼兒與語言能力間關聯之多重中介模型

表 9與圖 4為模型三的驗證結果。在模式 3-1中，新住民幼兒與本地

幼兒對社會能力影響效果是顯著的（F（5, 1885）= 10.087, p < .001, R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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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 3 家庭環境在新住民幼兒及本地幼兒與語言能力間關聯之多重中介模型 
 
表 9與圖 4為模型三的驗證結果。在模式 3-1中，新住民幼兒與本地幼兒對

社會能力影響效果是顯著的（F（5, 1885）= 10.087, p < .001, R2 = 0.026），標準
化迴歸係數為 - 0.472（t = - 5.233, p < .001）。共同投入環境多樣、學習材料、學
習刺激後，模式 3-5 三者對社會能力的個別影響效果依然顯著（F（8, 1882）= 
75.236, p < .001, R2 = 0.242），標準化迴歸係數為 - 0.162（t = - 2.007, p < .05）。通
過 Bootstrap考驗家庭環境各層面的中介效果，路徑 X→M1→Y的信賴區間為（- 
0.057，- 0.011），X→M2→Y的信賴區間為（- 0.229，- 0.101），以及 X→M3→Y
的信賴區間為（- 0.171，- 0.072）不包含零。結果發現，學習材料、學習刺激、
環境多樣皆具有部分中介效果。表示三者的中介效果有助於解釋新住民幼兒社會

能力較本地幼兒低落的可能因素。家庭環境影響性而言，以學習材料最強，其次

為學習刺激，此二者影響力差距不大，接著為環境多樣。假設四獲得支持。 
 
表 9 多多重重中中介介模模式式三三之之驗驗證證結結果果 
模 

式 

三 

模式 3-1 模式 3-2 模式 3-3 模式 3-4 模式 3-5 

Y = 社會能力 M1 M2 M3 Y 

B S.E. B S.E. B S.E. B S.E. B S.E. 



68 黃詩媛、林芃萱、張雨霖、陳學志 :以環境多樣、學習材料、學習刺激對新住民幼兒及本地幼兒之認知能力、語
言能力、社會能力與情緒能力的影響：多重中介模式檢定

0.026），標準化迴歸係數為 - 0.472（t = - 5.233, p < .001）。共同投入環境

多樣、學習材料、學習刺激後，模式 3-5三者對社會能力的個別影響效果

依然顯著（F（8, 1882）= 75.236, p < .001, R2 = 0.242），標準化迴歸係數

為 - 0.162（t = - 2.007, p < .05）。通過 Bootstrap考驗家庭環境各層面的中

介效果，路徑 X→M1→Y的信賴區間為（- 0.057，- 0.011），X→M2→Y

的信賴區間為（- 0.229，- 0.101），以及 X→M3→Y的信賴區間為（- 

0.171，- 0.072）不包含零。結果發現，學習材料、學習刺激、環境多樣皆

具有部分中介效果。表示三者的中介效果有助於解釋新住民幼兒社會能力

較本地幼兒低落的可能因素。家庭環境影響性而言，以學習材料最強，其

次為學習刺激，此二者影響力差距不大，接著為環境多樣。假設四獲得支

持。

表 9

多重中介模式三之驗證結果

模

式

三

模式 3-1 模式 3-2 模式 3-3 模式 3-4 模式 3-5

Y =社會能力 M1 M2 M3 Y

B S.E. B S.E. B S.E. B S.E. B S.E.

X
M1
M2
M3
F
R
R2

- 0.472***
―

―

―

10.087***
 0.161
 0.026

0.234
―

―

―

- 0.352***
―�

―

―

23.501***
 0.242
 0.059

0.062
―

―

―

- 0.604***
―

―

―

37.633***
 0.301
 0.091

0.061
―

―

―

-0.532***
―�

―

―

35.653***
 0.294
 0.086

0.053
―

―

―

- 0.162*
 0.089***
 0.265***
 0.223***
75.236***

 0.492
 0.242

0.210
0.088
0.101
0.116

Bootstrap test 中介效果 標準化效果值 BootLLCI BootULCI

X → M1 → Y
X → M2 → Y
X → M3 → Y

- 0.031
- 0.160
- 0.119

- 0.057
- 0.229
- 0.171

- 0.011
- 0.101
- 0.072

模式三 部分中介

* p < .05. *** 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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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家庭環境在新住民幼兒及本地幼兒與社會能力間關聯之多重中介模型

表 10與圖 5為模型四的驗證結果。在模式 4-1中，新住民幼兒與本

地幼兒情緒能力影響效果是顯著的（F（5, 1886）= 11.013, p < .001, R2 = 

0.028），標準化迴歸係數為 - 0.510（t = - 5.662, p < .001）。共同投入環境

多樣、學習材料、學習刺激後，模式 4-5三者對情緒能力的個別影響效果

依然顯著（F （8, 1883） = 85.237, p < .001, R2 = 0.266），標準化迴歸係數

為 - 0.186（t = - 2.342, p < .05）。通過 Bootstrap考驗家庭環境各層面的中

介效果，路徑 X→M1→Y的信賴區間為（- 0.041，- 0.002），X→M2→Y

的信賴區間為（- 0.216，- 0.095），以及 X→M3→Y的信賴區間為（- 

0.215，- 0.093）不包含零。結果發現，學習刺激、學習材料、環境多樣皆

具有部分中介效果。表示三者的中介效果有助於解釋新住民幼兒情緒能力

落後於本地幼兒的可能因素。家庭環境影響性而言，以學習刺激與學習材

料的效果都強，接著為環境多樣。研究假設四獲得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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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tstrap test 中介效果 標準化效果值 BootLLCI BootULCI 

X → M1 → Y 

X → M2 → Y 

X → M3 → Y 

- 0.031 

- 0.160 

- 0.119 

- 0.057 

- 0.229 

- 0.171 

- 0.011 

- 0.101 

- 0.072 

模式三 部分中介 

* p < .05. *** p < .001. 

 

 
 
 
 
 
 
 
 
圖圖 4 家庭環境在新住民幼兒及本地幼兒與社會能力間關聯之多重中介模型 
 

表 10與圖 5為模型四的驗證結果。在模式 4-1中，新住民幼兒與本地幼兒
情緒能力影響效果是顯著的（F（5, 1886）= 11.013, p < .001, R2 = 0.028），標準
化迴歸係數為 - 0.510（t = - 5.662, p < .001）。共同投入環境多樣、學習材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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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多重中介模式四之驗證結果

模

式

四

模式 4-1 模式 4-2 模式 4-3 模式 4-4 模式 4-5

Y =情緒能力 M1 M2 M3 Y

B S.E. B S.E. B S.E. B S.E. B S.E.

X
M1
M2
M3
F
R
R2

- 0.510***
―

―

―

11.013***
 0.168
 0.028

0.224
―

―

―

- 0.353***
―�

―

―

23.474***
 0.242
 0.059

0.062
―

―

―

- 0.605***
―

―

―

37.574***
 0.301
 0.091

0.061
―

―

―

-0.531***
―�

―

―

35.720***
 0.294
 0.087

0.053
―

―

―

- 0.186*
 0.054*

 0.251***
 0.287***
85.237***

 0.516
 0.266

0.198
0.083
0.095
0.110

Bootstrap test 中介效果 標準化效果值 BootLLCI BootULCI

X → M1 → Y
X → M2 → Y
X → M3 → Y

- 0.019
- 0.152
- 0.153

- 0.041
- 0.216
- 0.215

- 0.002
- 0.095
- 0.093

模式四 部分中介

* p < .05. *** 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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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新新住住民民幼幼兒兒與與本本地地幼幼兒兒在在各各項項能能力力之之表表現現分分析析 
本研究顯示，新住民幼兒與本地幼兒在控制父母社經地位、教育程度之後，

認知、語言、社會、情緒等各項能力，新住民幼兒得分仍顯著落後於本地幼兒。

此結果呼應陳孟筳等人（2020）以臺灣幼兒發展調查資料庫中 36 月齡組幼兒為
研究對象，發現新住民幼兒在認知、語言、社會與情緒發展皆落後非新住民幼兒。

陳昇飛（2010）認為新住民幼兒在語言學習上的困難，不能歸因於身分背景之故，
可能因素是幼兒所處的家庭環境與學習資源之缺乏所致。國外研究也指出，移民

家庭兒童較加拿大本地兒童有更高的情緒問題風險，而移民家庭父母的語言不流

利、社會資本與家庭學習環境薄弱可預測移民兒童的情緒問題（Beiser et al., 
2011）。Hyun、McWayne與 Smith（2021）研究指出，對於美國的低收入中國移
民家庭父母與其子女而言，最大的挑戰之一為語言障礙，中國移民子女經常因語

言困境、文化差異而感受到壓力。此研究透過對家長採取焦點團體訪談法，針對

家庭學習資源進行系列討論後，中國移民父母若能在幼兒早期學習階段下，對幼

兒學習層面上抱持積極的態度，以及提供適當的學習資源，對於幼兒的社會發展

和學習表現具有正向影響。究其實，新住民幼兒與本地幼兒各項能力之差異，不

是族群背景之不同，而是受到家庭環境及父母提供的學習資源有關。然而需要特

別注意的是，族群身分的差異，對新住民子女生活適應、人際互動之社會情緒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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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討論

一、新住民幼兒與本地幼兒在各項能力之表現分析

本研究顯示，新住民幼兒與本地幼兒在控制父母社經地位、教育程度

之後，認知、語言、社會、情緒等各項能力，新住民幼兒得分仍顯著落後

於本地幼兒。此結果呼應陳孟筳等人（2020）以臺灣幼兒發展調查資料庫

中 36月齡組幼兒為研究對象，發現新住民幼兒在認知、語言、社會與情

緒發展皆落後非新住民幼兒。陳昇飛（2010）認為新住民幼兒在語言學習

上的困難，不能歸因於身分背景之故，可能因素是幼兒所處的家庭環境與

學習資源之缺乏所致。國外研究也指出，移民家庭兒童較加拿大本地兒童

有更高的情緒問題風險，而移民家庭父母的語言不流利、社會資本與家庭

學習環境薄弱可預測移民兒童的情緒問題（Beiser et al., 2011）。Hyun、

McWayne與 Smith（2021）研究指出，對於美國的低收入中國移民家庭父

母與其子女而言，最大的挑戰之一為語言障礙，中國移民子女經常因語言

困境、文化差異而感受到壓力。此研究透過對家長採取焦點團體訪談法，

針對家庭學習資源進行系列討論後，中國移民父母若能在幼兒早期學習階

段下，對幼兒學習層面上抱持積極的態度，以及提供適當的學習資源，對

於幼兒的社會發展和學習表現具有正向影響。究其實，新住民幼兒與本地

幼兒各項能力之差異，不是族群背景之不同，而是受到家庭環境及父母提

供的學習資源有關。然而需要特別注意的是，族群身分的差異，對新住民

子女生活適應、人際互動之社會情緒層面易產生困境（吳毓瑩、蔡振洲、

蕭如芬，2010）。

二、新住民幼兒與本地幼兒其父母提供家庭環境之學習狀況

本研究發現，新住民父母提供家庭環境中環境多樣、學習材料、學

習刺激等各層面學習資源的程度皆較本地家庭父母弱。此結果與聞遠苓、

黃郁婷（2017）的研究結果相似，顯示新住民家庭父母提供家庭學習環境

較本地家庭父母薄弱。聞遠苓、黃郁婷（2017）分析新住民家長參與子女

學習之概況，結果發現新住民家長參與子女學習之程度較低，推論可能原

因為來自多數新住民父母親忙於工作，幫忙分擔家庭經濟，以及有些新住

民母親不識本國字，平時忙於家務而無暇關心孩子及安排家庭外的學習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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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其次，本研究在相關分析結果也發現，環境多樣、學習材料、學習刺

激與各項能力具有正向關聯，此結果呼應 Delgado-Gaitan（1992）的研究

發現。Delgado-Gaitan針對墨西哥裔美國父母對其子女在家庭互動的環境

教育進行研究，結果發現，父母能夠積極提供家庭以外的環境多樣學習，

對於孩子的社交產生重要影響且社交網絡有助於塑造兒童的教育社會化，

家庭學習環境對兒童學習成就具直接相關。

三、家庭環境在新住民幼兒與本地幼兒各項能力之中介效果

研究顯示，環境多樣、學習材料、學習刺激與認知、語言、社會及情

緒能力之關聯間扮演中介的角色。在控制父母社經地位與教育程度後，一

開始新住民幼兒認知能力較本地幼兒低落，加入環境多樣、學習材料、學

習刺激後，不同族群在認知能力則無顯著差異。

家庭環境中「學習材料」和「學習刺激」完全中介於新住民幼兒與本

地幼兒之認知能力，「環境多樣」則不影響認知能力表現。針對效果值而

言，學習刺激的影響力最高、其次是學習材料。研究結果呼應 Ha、Ybarra

與 Johnson（2017）的看法，其研究指出拉丁裔移民兒童在閱讀和數學能

力落後於非拉丁裔兒童，其能力差距之原因，係因移民母親提供的家庭認

知刺激有關，並提出父母提供認知的學習刺激學習有助於緩衝移民兒童與

本地兒童的能力差距，對移民兒童的認知發展具有重要影響。

本研究也發現，控制父母背景變項，加入環境多樣、學習材料、學

習刺激後， 「環境多樣」、「學習材料」和「學習刺激」部分中介新住

民幼兒與本地幼兒之語言能力、社會能力與情緒能力。新住民幼兒落後於

本地幼兒，其可能原因是家庭環境的學習刺激、學習材料與環境多樣之缺

乏所致。針對語言能力層面，以「學習刺激」影響力最大。研究結果也和

Klein、Biedinger與 Becker（2014）部分結果相似，此研究對土耳其裔移

民幼兒與德國本地幼兒進行朗讀文本與詞彙學習之實驗研究，土耳其裔移

民幼兒在語言能力較德國本地幼兒低落，然而，透過 24次的親子閱讀、

朗讀文本之實驗處理後發現，土耳其裔移民幼兒透過父母提供學習材料與

學習刺激，每天讓幼兒大聲朗讀文本與教導詞彙，土耳其裔移民幼兒的語

言詞彙能力進步的程度顯著大於德國本地幼兒。

針對社會能力而言，以家庭環境中「學習材料」最具影響性，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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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具有操作性的物品，訓練子女精細動作、手眼協調能力以外，提供

子女扮家家酒的社交互動遊戲，以增進其人際互動學習機會。此結果呼

應 Farver、Xu、Eppe與 Lonigan（2006）的研究發現，幼兒社交能力與家

庭環境中父母提供學習材料和參與活動具有重要關聯。幼兒社會能力的發

展，與父母提供的學習環境與學習資源具有影響性，應提供更豐沛的環境

多樣性、學習刺激與學習材料。

對於情緒能力來說，家庭環境中「學習刺激、學習材料」效果最佳，

其次為「環境多樣」，亦呼應 Padilla與 Ryan（2020）分析 2010至 2011

年幼兒縱貫性研究資料庫（ECLS-K: 2011），以瞭解幼兒園至小學五年級

兒童之認知、社會與情緒發展表現。此研究結果顯示移民父母在早期家庭

環境提供學習刺激與資源，可預測移民子女在閱讀和學習方法的能力發

展，此調查結果強調父母提供家庭學習環境對移民子女認知、社會、情緒

能力發展的重要性。

綜上述，家庭環境中學習刺激、學習材料對認知、語言、社會、情緒

能力具有中介效果，特別是對認知能力具有完全中介的效果；環境多樣對

語言、社會、情緒能力具有部分中介效果。可知，父母社經地位與教育程

度不見得能夠完全解釋新住民幼兒與本地幼兒之間的差異，若父母社經地

位與教育程度較佳，沒有提供適當的家庭環境學習資源，其子女也是會有

能力落後的情況。

針對各項能力而言，除了提供新住民幼兒在多樣學習環境的接觸機會

以外，也要給予其日常生活中運用操作性的物品、訓練精細動作與社交互

動遊戲的學習機會，並教導幼兒學習認字、學習物品名稱、空間概念以及

與人互動的基本禮貌。亦即，在家庭環境學習資源中，環境多樣、學習材

料及學習刺激都很重要，藉而對幼兒各項能力學習具關聯性。相對的，新

住民幼兒的劣勢可能是因環境多樣、學習刺激與學習材料不足有強烈的關

聯。父母提供家庭環境對各項能力的影響不盡相同，若要提升不同能力，

提供的學習資源也會有所差異。若在有限的資源裡，要投入最多的學習資

源，可能以學習刺激的效果更為明顯。本研究以環境多樣、學習材料、學

習刺激為中介變項來分析新住民幼兒及本地幼兒與各項能力之關係，有別

於以往研究之貢獻與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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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一）新住民幼兒與本地幼兒可透過學習材料及學習刺激的中介對認
知能力產生直接影響

研究結果發現，學習刺激、學習材料完全中介新住民幼兒與本地幼兒

在認知能力上的差異。亦即，新住民幼兒與本地幼兒在認知能力的差距，

可能因新住民幼兒之學習刺激與學習材料較本地幼兒不足所致。在討論影

響認知能力的因素中，父母需要提供豐富的學習材料與學習刺激，著重在

父母教導幼兒學習日常生活中人事物的學習刺激，提供幼兒精細動作、手

眼協調的學習材料，以及與人際互動的學習機會。

（二）新住民幼兒與本地幼兒可透過環境多樣、學習材料及學習刺激
的中介對語言、社會、情緒能力產生間接影響

結果顯示，學習刺激、學習材料與環境多樣可部分中介新住民幼兒與

本地幼兒在語言、社會、情緒能力上的差異。可知新住民幼兒與本地幼兒

在三項能力的差異，可歸因於學習刺激、學習材料與環境多樣的缺乏所造

成。提升新住民幼兒三項能力需投入豐富的學習刺激、學習材料與環境多

樣，藉由多樣的環境學習，安排親子共遊活動，提供訓練幼兒操作性的教

具，以及教導幼兒學習認字識物、空間概念與禮儀教育，進而融入在日常

生活學習中，以使更顯著於能力發展。

二、建議

本研究結果發現，透過環境多樣、學習材料與學習刺激的中介影響新

住民幼兒與本地幼兒的各項能力，可見家庭環境各層面扮演著非常重要的

中介角色，因此本研究建議聚焦於環境多樣、學習材料與學習刺激的推動

上，建議父母強化提供家庭環境學習多樣性，同時鼓勵家長親子共遊與幼

兒一起學習。

家庭環境各層面對新住民幼兒各項能力的影響略有不同，特別是在

學習刺激對認知、語言、情緒能力影響最大；學習材料對社會能力影響最

強。若要提升新住民幼兒不同能力，應更精準針對重要影響因素進行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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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畫，提供幼兒充分的環境多樣、學習材料與學習刺激之學習資源為重要

關鍵，以有效引導幼兒各項能力的學習發展，進而發揮更大的效能，可能

得以縮短與本地幼兒的差距，以增進新住民幼兒能力發展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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