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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親回應教養與兒童安全依附表現的

雙向影響：以臺灣幼兒發展調查資料

庫進行交互延宕模式分析

吳志文 1    涂妙如 2    周麗端 1*

摘　要

研究目的

主要照顧者（通常是母親）如能穩定且有效地回應兒童的需求，

將有益於兒童往後的身心適應與社會發展。雖然這在家庭生活教育

領域已是普遍的共識，但是對照顧者來說，要能夠持續採取積極回

應的教養行為並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即是探討

母親回應教養與學齡前階段兒童安全依附表現的雙向影響歷程。一

方面，本研究援用依附理論的觀點，探討主要照顧者回應教養對兒

童安全依附表現的正向影響。另一方面，本研究探討主要照顧者回

應教養在兒童 36至 60月齡期間的穩定程度，並且驗證兒童安全依

附表現有助於主要照顧者持續採取回應教養行為。

研究設計／方法／取徑

本研究使用臺灣幼兒發展調查資料庫的 36月齡組並且由兒童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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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完成連續三波次（36月齡、48月齡，以及 60月齡）家長問卷的

追蹤調查資料，有效資料共計有 1,051筆（520筆為育有男童母親的

資料；531筆為育有女童母親的資料），以結構方程模型（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進行交互延宕模式（cross-lagged model）分析，

探討母親回應教養行為的穩定程度，以及母親回應教養與兒童安全

依附表現之間的雙向影響。

研究發現或結論

分析結果顯示假設模型具有可接受的整體適配度，並且指出（1）

母親在兒童 36月齡時的回應教養對兒童 48月齡時的安全依附表現

具有顯著的正向效果，但是母親在兒童 48月齡時回應教養對兒童 60

月齡時安全依附表現的效果卻未達顯著水準；（2）母親回應教養在

兒童 36月齡與 48月齡之間，以及 48月齡與 60月齡之間都具有中

等的穩定度，而且母親在兒童 48月齡與 60月齡時的回應教養，會

分別受到兒童 36月齡與 48月齡時安全依附表現的正向影響。

研究原創性／價值

本研究透過交互延宕模式分析，不僅較嚴謹地探討主要照顧者

回應教養與兒童安全依附表現之間的雙向因果關係、檢證依附理論

觀點適用於臺灣學齡前兒童與其母親之間的互動，同時也突顯出學

齡前兒童在主要照顧者的親職任務中是具有主體性、功能性，以及

相互性的重要角色。

教育政策建議或實務意涵

根據分析的結果，本研究鼓勵家庭生活教育實務工作者，或家

庭輔導諮商（詢）的助人工作者與兒童教育工作者，應當更加重視

建立安全依附的親子關係在早期生命階段的重要性，因為家長的教

養行為不僅具有相當的可塑性，而且還會受惠於兒童的安全依附表

現。而且，可以試著鼓勵家長以正向觀點看待兒童的人際互動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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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有助於維持回應式的教養行為 。

關鍵詞：母親回應教養、兒童安全依附表現、交互延宕模式、臺灣
幼兒發展調查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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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DIRECTIONAL INFLUENCES BETWEEN 
MOTHERS’ RESPONSIVE PARENTING 

AND CHILDREN’S SECURE ATTACHMENT 
BEHAVIOR: A CROSS-LAGGED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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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WAN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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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urpose

When the primary caregivers (usually the mother) can reliably 
respond to the preschool children, it benefits the children's physical 
and mental adaptation and social emotional development in future. 
Although this is a common consensus in the field of family life 
education, it is not easy for caregivers to keep responsive parenting. 
The main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explore the bidirectional 
influences between mothers' responsive parenting and preschool 
children's secure attachment behavior. On the one hand, this study 
used the database from Taiwanese families to replicate the argument 
in the attachment theory that the mothers' reliable responsiveness 
has a positive effect on their preschool children's secure attachment 
behavior. On the other hand, this study explored the stability of 
mothers' responsive parenting during children’s 36 to 60 months old 
and further investigated the children’s secure attachment behavior also 
has a positive effect on mothers' responsiveness paren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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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methodology/approach

This study used a longitudinal database collected from Kids 
in Taiwan Study, which were completed by mothers when their 
children were 36, 48, and 60 months old. The total valid sample 
size was 1,051, with 520 completed by boy̕s mothers and 531 
by girl ̕s mother. A cross-lagged model was conducted through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to investigate the stability of mothers̕ 
responsive parenting and the bidirectional influences between 
mothers̕ responsive parenting and children̕s secure attachment 
behavior. 

Findings/results

 The results of the hypothetical model with an acceptable fitness 
(SBχ2 = 303.571, df = 202, p < .001, SBχ2/df = 1.503, CFI = .979, TLI 
= .972, RMSEA = .022, 90%CI of RMSEA = [.017, .027] , SRMR 
= .028) indicated that the effect of mothers̕ responsive parenting 
(when their children aged 36 months) was positive and significant 
on children’s secure attachment behavior (when their children aged 
48 months) (estimate = .168, p = .026, but the effect of mothers̕ 
responsive parenting (when their children aged 48 months) on 
children’s secure attachment behavior (when their children aged 60 
months) was non-significant. Mothers̕ responsive parenting displayed 
moderate stability when their children aged from 36 to 48 months 
(estimate = .348, p < .001) and aged from 48 to 60 months (estimate 
= .441, p < .001). The effect of children’s secure attachment behavior 
(when they aged 36 months) was positive and significant on mothers̕ 
responsive parenting (when their children aged 48 months) (estimate = 
.275, p < .001), and the effect of children’s secure attachment behavior 
(when they aged 48 months) was positive and significant on mothers̕ 
responsive parenting (when their children aged 60 months) (estimate = 
.217, p < .001).

Originality/value

 Through a cross-lagged model analysis, this study more 
rigorously explored a bidirectional association between the caregivers’ 
responsiveness and children’s secure attachment behavior. It also 
showed that the argument of attachment theory was applicable to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aiwanese preschool children and their mothers. 
Furthermore, it highlighted that the preschool children play an 
agentive, functional, and mutual role in their mothers’ parenting ta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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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lications for policy/practice

Based on the current results, this study encourages practitioners of 
family life education, or helpers of family counseling/consulting, could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importance of social emotional learning in 
the early life stage and understand the parental behaviors are not only 
plastic but contributed by children’s social emotional competency. 
And, parents are encouraged to view children’s interpersonal 
interaction performance in a more positive framework, which would 
benefit them keeping responsive parenting.

Keywords: children’s secure attachment behavior, cross-lagged 
model, Kids in Taiwan Study, mothers’ responsive 
paren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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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早期經驗對個體的身心適應與社會發展有著廣泛且深遠的影響，

其中學齡前階段的家庭成長環境又尤其重要（Luby, 2020; Morris, Silk, 

Steinberg, Myers, & Robinson, 2007）。根據依附理論（attachment theory; 

Bowlby, 1969, 1973）的觀點，主要照顧者（例如母親）能否敏感地回應

兒童的情感需求，將會影響兒童發展出具適應功能性的人際關係運作模式

（Ainsworth & Bowlby, 1991）。大量研究也指出，照顧者回應式的教養

行為會與子女日後重視關係連結、有效的情緒管理、人際信任，以及友

善人際技巧…等正向互動表現有關（e.g., Havighurst, Harley, & Prior, 2004; 

Knafo & Plomin, 2006; Raikes & Thompson, 2006）。

雖然照顧者的教養行為對兒童適應發展的重要性已是普遍共識，但是

仍有一些值得深入探討的研究缺口。首先，國內既有的相關研究多採用橫

斷式設計（例如：程景琳、涂妙如、陳虹仰、張鑑如，2016；謝育伶、陳

若琳，2008），仍需要更多可以確立回應教養與兒童適應發展之間因果方

向的實徵研究。其次，既有文獻指出照顧者要能夠穩定地維持高回應的教

養行為並不容易（Newland, Crnic, Cox, & Mills-Koonce, 2013; Ward & Lee, 

2020），但是國內探討教養行為穩定度的研究仍舊少見，而且對於哪些因

素會影響照顧者維持回應教養行為的瞭解也相當有限，尤其較少關注到兒

童因素的影響，忽略了學齡前階段兒童在親職任務中的主動性、功能性，

以及相互性。為了填補前述的研究限制，本研究將透過臺灣幼兒發展調查

資料庫所連續追蹤 36月齡組在 36、48、60月齡時蒐集的家長資料進行交

互延宕模式分析，並考量到資料結構多數是由母親填寫的調查資料，因此

聚焦探討母親回應教養與學齡前階段兒童安全依附表現之間的雙向因果關

係。

一、回應教養與安全依附

有別於重視權威與規範的傳統華人教養觀念（Chiu, 1988; Lin & Fu, 

1990），現今臺灣家庭受到東西方文化交流激盪等社會因素的影響，開

始越來越重視情感交流、聆聽並關懷子女需求的回應教養表現（Chen & 

Luster, 2002; Huang et al., 2019）。回應教養（responsive parenting）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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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種支持、溫暖、接受並且敏感回應兒童的教養行為（Baumrind, 1978; 

Landry, Smith, & Swank, 2006; Landry, Smith, Swank, & Guttentag, 2008）。

多種親職教養的理論觀點，像是依附理論（Bowlby, 1969）、社會化歷程

（Maccoby & Martin, 1983），以及自我決定理論（Deci & Ryan, 2000）

等，都主張照顧者的回應教養會是決定學齡前兒童社會情緒發展的重要

關鍵，而社會情緒發展又是個體身心適應與社會發展的重要基礎（Luby, 

2020; Morris et al., 2007）。許多實徵研究也指出回應教養與學齡前兒童高

度的自我調控能力（Eiden, Edwards, & Leonard, 2007）、良好的心理適應

（Khaleque, 2013）、敏銳的情緒覺察（Havighurst et al., 2004）、適應性

的情緒學習表現（Raikes & Thompson, 2006），以及發展成熟的觀點替取

能力與利社會表現（Knafo & Plomin, 2006）有關。

本研究援用依附理論的觀點，該理論的提出者 John Bowlby（1907-

1990）主張人類經由長久的演化，發展出依附行為系統（attachment 

behavior system）的心理機制（Bowlby, 1969）。強調人類有確保安全的

基本生存需求，而人類個體在生命的早期階段由於缺乏獨立存活的能力，

因此必須仰賴主要照顧者（多為母親）確保其生活環境的安全與安心。根

據依附行為系統的運作，當環境中出現引發威脅的刺激時，個體內在的依

附行為系統便會啟動，並且透過行為來吸引主要照顧者的注意力，向主要

照顧者尋求支持、撫慰，以及保護。主要照顧者若是能夠穩定地採取回應

式的教養行為，敏感回應兒童的需求並且適當地給予溫暖、陪伴、支持，

以及接納，有助於減緩兒童的擔憂焦慮並讓他／她感到安全與安心，這樣

的回應行為能讓兒童習得「自己的行為」能與「主要照顧者的回應」產

生連結，相信自己與主要照顧者的情感連結是安全可靠的（Ainsworth & 

Bowlby, 1991）。

為了釐清照顧者該如何有效地與兒童建立安全依附的關係，De Wolff

與 van IJzendoorn（1997）回顧了 66個實徵研究，他們的分析結果確實也

發現回應教養行為有助於兒童與其照顧者之間發展出安全依附的互動關

係。更具體地說，照顧者若是能夠敏感回應兒童訊號、對兒童表現出溫暖

關懷，並且密切注意兒童活動等，有助於兒童從這些互動中獲得安撫與

支持，進而發展出安全依附的情感連結。一方面，能讓兒童形成自己是

受到重視且有價值的正向自我意象（self-image）；另一方面，也會讓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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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形成主要照顧者是值得信賴的正向他人意象（other-image）（Bowlby, 

1973）。學者主張，正向的自我意象與他人意象會深植於個體的內在性格

系統，有助於個體透過正向的認知框架（frame）評估、詮釋、預測自己

與他人之間的互動表現，使得個體得以順利建立並維繫與他人之間的關係

和諧（Cassidy, 2000; Dykas & Cassidy, 2011）；此外，還可以成為兒童的

避風港（safe haven）與安全堡壘（secure base），並相信自己可以在有需

要時從主要照顧者身上獲得充分支持、保護，以及撫慰等安全依附資源的

前提下，兒童得以安心無虞、具有勇氣地從事各類具生存適應功能的活動

（Ainsworth, 1979; Powell, Cooper, Hoffman, & Marvin, 2014）。

Bowlby（1969, 1973）主張嬰幼兒至兒童階段是個體發展出依附情感

連結的關鍵期，目前有許多實徵研究在探討嬰幼兒與兒童依附表現的穩

定與變化（e.g., Bar-Haim, Sutton, & Fox, 2000; Jacobsen, Ivarsson, Wentzel-

Larsen, Smith, & Moe, 2014; Moss, Cyr, Bureau, Tarabulsy, & Dubois-Comtois, 

2005），得到的結果卻有些分歧。例如 Bar-Haim等人（2000）針對 48位

幼兒進行追蹤調查，分別在他們 14、24，以及 58月齡時透過陌生情境程

序（strange situation procedures）將其分類成不同的依附風格類型，結果發

現 14與 24月齡到 58月齡之間的穩定程度並未達到顯著的水準。但是在

Moss等人（2005）的研究中，他們以 120位兒童作為研究對象，分別在

其 4歲前與 5歲過後透過分離—重聚程序（separation–reunion procedures）

分類成不同的依附風格類型，結果卻得到中度且達顯著水準的穩定程度。

雖然結果不盡相同，但這兩篇實徵研究卻都一致地指出，安全依附類型

的兒童在不同的階段之間具有相對較高的穩定程度。而近期 Opie等人

（2020）針對 63篇採用陌生情境程序的實徵研究（79群獨立樣本）進行

後設分析，結果同樣指出依附表現的穩定度會隨著不同的依附風格類型而

有所差異，其中也是安全依附類型的穩定度相對較高。這些研究都說明了

兒童在早期生命經驗中，透過與照顧者之間良好互動所發展出來的安全依

附情感連結，會讓兒童在往後階段出現較為穩定的安全依附表現。

根據前述的文獻剖析，回應教養有助於兒童與主要照顧者建立具適

應性的情感連結，並且展現在兒童的安全依附表現上。目前已有許多實徵

研究指出回應教養與兒童安全依附相關的互動表現之間有著正向的關聯

性（e.g., Havighurst et al., 2004; Raikes & Thompson, 2006），其中也不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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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華人親子互動的研究，也都發現一致的結果（例如：程景琳等人，

2016；謝育伶、陳若琳，2008）。然而，這些關注華人親子互動的研究多

數採用橫斷式設計（cross-sectional design），透過縱觀式設計（longitudinal 

design）探討其間因果方向性的實徵研究仍相當缺乏。

此外，既有探討兒童安全依附表現穩定程度的研究，多數是採用實

驗室觀察程序（e.g., Bar-Haim et al., 2000; Jacobsen et al., 2013; Moss et al., 

2005），較少有研究以照顧者填答的問卷調查資料探討兒童安全依附表現

的穩定程度。即便由標準化的觀察程序有其客觀性，然而在陌生環境中

的行為資料可能有其代表性的限制。像是Moss等人（Moss, Bureau, Cyr, 

Mongeau, & St-Laurent, 2004）就曾在採用陌生情境法的觀察研究中，發現

有部分三歲以上的兒童，因為已經熟悉與照顧者分離，也經常有機會遇見

陌生人，對這些情境較不會感到緊張或壓力，所以難以藉由這些程序偵測

並分類他們所屬的依附風格。相對地，由照顧者提供兒童在其熟悉的日常

生活環境中的行為表現，雖然難以排除照顧者主觀知覺的因素，但卻可補

足前述實驗室資料的限制。既有文獻中，例如 Knafo與 Plomin（2006）的

研究也曾由熟悉兒童的照顧者填答調查問卷，探討學齡前兒童行為表現並

探討與照顧者教養行為之間的關連性。值得一提的是，他們在研究中分析

了九千多對雙胞胎的有效樣本資料，而這也突顯出問卷調查法成本較低、

可蒐集到大量樣本的優勢。本研究並且相信，如果能藉由不同屬性的實徵

資料檢證同一理論觀點，並且能夠得到相近的結果，將可以更加強化這項

理論觀點。

綜上所述，本研究將援用臺灣幼兒發展調查資料庫（張鑑如、謝淑惠、

周麗端、廖鳳瑞，2017）的調查資料，藉由分析臺灣親子互動經驗的追蹤

資料，一方面深入檢證回應教養作用於兒童安全依附表現的因果方向性；

另一方面，也試著以照顧者填答的問卷調查資料探討兒童在 36、48至 60

月齡期間安全依附表現的穩定程度。

二、回應教養的穩定性

即便許多實徵研究都指出回應教養對兒童身心適應與社會發展有著

關鍵性的影響（Luby, 2020; Morris et al., 2007），但也有學者注意到長時

間維持有品質的回應教養，對照顧者來說是件具挑戰的事（Newland et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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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Ward & Lee, 2020）。因此，早在三十年前Darling與Steinberg（1993, p. 

495）便建議家庭科學研究者學者應當高度關注回應教養的跨時間穩定程

度，以及有哪些因素會影響照顧者能夠持續維持高品質的回應教養行為，

可惜的是相關實徵資料卻相對少見。

為了探討幼兒家長教養行為穩定性，Dallaire與Weinraub（2005）在

一項為期六年的追蹤研究中邀請同一群幼兒與家長，持續在幼兒 6、15、

24、36、54，以及 72月齡時拍攝親子互動的影片，影片中親子雙方必須

完成一些共同的任務，接著再由研究者透過標準化的程序註記並評量每一

位家長在與幼兒互動時各類教養行為的分數。在保留完整參與每一波次調

查的資料後，研究者最後針對 893筆有效資料進行相關分析，想瞭解這些

家長在各類教養行為分數上的個別差異是否具有穩定度，結果指出各類教

養行為在多波次之間僅有中度或低度的相關程度，其中近似回應教養的敏

感度（sensitivity），也就是對兒童的需求敏感並且立即給予有效回應的教

養行為，在六個波次之間的相關係數介於 .26至 .47。這顯示不同家長在敏

感度的個別差異上雖然有一定的穩定程度，但也相當有限，家長回應教養

的敏感度仍會大幅度地受到其他因素的影響。

那麼又有哪些因素會影響照顧者的教養行為呢？參考 Belsky（1984）

提出的架構，影響教養行為的因素大抵上可以分為三類：（1）照顧者

（主要是母親）的性格特質，像是研究指出神經質傾向會與較低度的回

應教養有關（Belsky & Barends, 2002），而嚴謹性與開放性則會與較高度

的回應教養有關（Smith et al., 2007）；（2）親職環境因素，既有研究尤

其著重在資源與壓力等因素，例如母親的經濟資源會與回應教養有正相

關（Newland et al., 2013），而照顧者的親職壓力會與回應教養有負相關

（Ward & Lee, 2020）；（3）兒童本身的影響，像是研究指出兒童的負面

情緒表現會與母親採取較嚴厲的教養行為有正相關（Rhoades et al., 2011）

而與母親採取回應教養有負相關（Kochanska, Friesenborg, Lange, & Martel, 

2004），此外，幼兒的困難型氣質（difficult temperament）也被發現與母

親的回應教養有負相關（Owen, Shaw, & Vondra, 1998）。

本研究特別關注在兒童的安全依附表現，也就是兒童與主要照顧者之

間情感連結的親密互動，對於維持或提升家長回應教養行為的影響，主要

是基於兒童在親職任務中的主動性、功能性，以及相互性三項考量。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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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在親子互動中有著主動的角色，可以直接地影響、決定親子關係的品

質。Smith（2010）在一項實徵研究中同樣援用 Belsky（1984）的架構，

測量且分析母親回應教養是否會受到母親大五性格特質（外向性、友善性、

嚴謹性、神經質，以及經驗開放性）、親職環境因素（母親社經地位、知

覺社會支持程度，以及親職壓力程度），還有兒童親密回應表現對於母親

支持性教養行為的影響，經由 140筆 30至 36月齡兒童與其母親的資料進

行迴歸分析，結果指出只有兒童的親密回應具有顯著的正向作用效果，說

明了兒童在主要照顧者的親職任務中扮演著具充分主動性的重要角色，只

可惜過往實徵研究較少探討這項因素的影響。

其次，過往關注兒童自身因素的研究，多聚焦在兒童難以照顧的特

徵上，像是負面情緒表現（e.g., Rhoades et al., 2011）與困難型氣質（e.g., 

Owen et al., 1998），這種將兒童窄化為「親職任務阻礙」的研究架構，忽

略了兒童在親職任務中的適應功能性角色。就如同前述 Smith（2010）的

研究，Kochanska等人（2004）的研究也指出兒童的支持性表現能有效地

引發母親採取更多溫暖與回應教養。Plomin（1990）也曾指出，氣質溫和

的兒童更容易引發主要照顧者採取支持與回應的教養行為，顯示兒童並非

只會藉由負向的親子互動阻礙照顧者的親職表現，還能夠透過正向的親子

互動營造照顧者提供更具適應功能性的親職教養環境。

最後，有別於受到較多生物性因素影響的氣質（Buss & Plomin, 

1984），本研究關注在兒童的安全依附表現，正是由於它具有較高的社

會可塑性，並且受到主要照顧者的教養行為影響（Ainsworth & Bowlby, 

1991; Cassidy, 2000），因此形成兒童安全依附表現與主要照顧者回應教

養之間的雙向影響歷程。其實關於兒童與其主要照顧者之間雙向影響歷

程的探討並不少見，只是多數著重兒童與主要照顧者之間負向行為表現

的惡性循環（e.g., Lee, 2007; Pardini, 2008; Patterson, 1982），較少關注在

彼此正向行為表現的雙向影響。本研究參考關注正向人際互動之學者的觀

點，強調親密關係中雙方的感受與經驗有著互為因果、相存相依的緊密關

係（Fredrickson, 2016; Hegi & Bergner, 2010），正向的人際互動會藉由帶

來正向的親密情緒感受，進而引發彼此產生更多的正向人際互動，形成

向上螺旋（upward spiral）的正向循環（Ramsey & Gentzler, 2015）。甚至

在 Bowlby（1969）提出兒童的依附行為系統時，也主張有另一個對應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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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於母親內在的照顧行為系統（caregiving behavior system），說明主要照

顧者的教養行為會與兒童的依附表現形成交互影響的雙向歷程（George & 

Solomon, 1999）。根據上述各項觀點，本研究主張主要照顧者的積極回應

會讓兒童感到自己身處在一個充滿安全、舒適等正向情緒的環境，為了持

續滿足安全依附的需求，兒童也會重視與主要照顧者之間的關係品質、信

任照顧者，甚至是主動關心主要照顧者，進而也強化了主要照顧者持續採

取高品質的回應教養。

簡言之，為了探討主要照顧者如何維持高回應的教養行為，並填補

既有研究較少關注在兒童影響因素的研究缺口，本研究將關注在兒童的安

全依附表現，探討其對於主要照顧者回應教養的正向作用效果。一方面強

調兒童在親職教養環境中作為主動創造者的主動性與功能性，另一方面也

檢證主要照顧者回應行為與兒童安全依附表現之間向上螺旋的雙向互動循

環。

三、研究目的

基於早期生命經驗的影響力與重要性，本研究關注在學齡前階段的兒

童與其主要照顧者的互動，探討主要照顧者回應教養對兒童安全依附表現

的影響、主要照顧者回應教養在跨時間的穩定程度，以及兒童安全依附表

現對於主要照顧者回應教養的正向作用效果。

本研究使用臺灣幼兒發展調查資料庫的長期追蹤資料（張鑑如等人，

2017），該資料庫有測得照顧者的回應教養行為與兒童的安全依附表現，

可用來探討兩組變項的跨時間穩定性與彼此之間交互延宕的影響效果。

其中，用來測量照顧者回應教養行為的題目有三個，是參考由美國的國

家兒童健康與人類發展研究所（The National Institute of Child Health and 

Human Development, NICHD）編製用來評估幼兒家庭生活環境的測量工具

（Home Observation for Measurement of the Environment; NICHD Early Child 

Care Network, 1994）。而在構念內涵上，這三題也能呼應 De Wolff與 van 

IJzendoorn（1997）所歸納出，有利於兒童發展安全依附關係的回應教養

特徵，像是：「敏感回應兒童訊號（題目：這孩子出聲或說話時，我會說

話回應）」、「溫暖地關懷兒童（題目：我親親或抱抱這孩子）」，以及「密

切注意兒童活動（題目：我做事的時候，也會和這孩子說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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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來測量兒童安全依附表現的題目則有四個，臺灣幼兒發展調查資

料庫參考自另一個常用於探討 2歲以上兒童依附風格的測量工具—依附 Q

分類（Attachment Q-set, AQS; Waters & Deane, 1985），該測量工具是由

觀察者（通常是父母之一或受過訓練的觀察者）將多個依附關係品質的行

為描述，依據與學齡前兒童表現相符的程度進行分類，既有研究已指出

AQS與陌生情境的分類結果有中度到高度的一致性（Pederson & Moran, 

1996; van Ijzendoorn, Vereijken, Bakermans-Kranenburg, & Riksen-Walraven, 

2004）。臺灣幼兒發展調查資料庫用來測量兒童安全依附表現的題目呼應

AQS當中評估兒童安全依附互動表現的行為描述，包含「重視與照顧者的

關係品質（題目：我不在孩子身邊時，他會轉頭找我或注意我在哪裡）」、

「信任照顧者能夠保障自己的安全與舒適（題目：我跟孩子說『沒關係』，

孩子就會去接近那些原本讓他害怕的東西）」、「能夠自在地與照顧者進

行親密且友善的互動（題目：見到我進門時，孩子馬上顯得很高興，會笑

或跟我打招呼）」，以及「能夠覺察、同理並關心照顧者的感受（題目：

我心情不好時，孩子會變得安靜、或是安慰我、或問我為什麼難過）」等。

臺灣幼兒發展調查資料庫的研究對象分為 3月齡組與 36月齡組的兒

童，邀請兒童主要照顧者（家長、托育人員）進行長期追蹤的問卷調查。

考量到該資料庫測量兒童安全依附表現的題項內容涉及到較成熟的身體動

作能力（例如：轉頭找家長或注意家長在哪裡）與認知語言能力（例如：

家長向孩子表示「沒關係」時孩子的反應、家長難過時會主動安慰家長），

比較不適用於探討 3月齡組的兒童，因此本研究僅針對 36月齡組兒童家

長在其 36月齡、48月齡，以及 60月齡時填答的家長調查資料進行分析。

此外，本研究也考慮到回應教養與安全依附表現的測量題項都是以

填答的家長作為具體的互動對象，所以不同波次資料在串聯時必須是相同

的照顧者，這些資料才有可比較性。而在臺灣幼兒發展調查資料庫裡，不

同波次家長問卷的填答者約八成都是兒童的親生母親，因此本研究基於資

料本身的屬性，僅針對母親作為主要照顧者的回應教養進行探討。雖然

未能探討到親生父親作為照顧者的回應教養，但是既有文獻多數也是以

母親作為主要照顧者探討其教養行為對兒童發展的影響（e.g., Dallaire & 

Weinraub, 2005; Kochanska et al., 2004; Smith, 2010），聚焦在母親的教養

行為也有利於比對本研究結果與既有研究的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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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採用交互延宕模式（cross-lagged model）分析，該模式除了可

以估算兩個（或以上）變項在不同時間點之間變異量的穩定程度，同時還

能確認某一個變項對另一個變項在下一個時間點的路徑效果影響（Rogosa, 

1980; Kearney, 2017）。藉由交互延宕模式。藉此分析模式，本研究得以探

討以下三項研究目的：（1）重複驗證依附理論主張照顧者的回應教養對

兒童安全依附表現的正向作用效果（假設 1）；（2）估算照顧者回應教養

在各調查波次間的穩定程度；以及（3）檢證兒童安全依附表現對兒童照

顧者回應教養具有正向的作用效果（假設 2），說明兒童的安全依附表現

不僅是照顧者採取回應教養帶來的正向適應效果，同樣也是引發照顧者得

以持續提供回應教養的促進因素。

貳、研究方法

一、研究對象及樣本描述分析

本研究資料取自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調查研究專題中

心學術調查研究資料庫的臺灣幼兒發展調查資料庫計畫（張鑑如等人，

2017），該資料庫透過臺灣地區戶籍資料進行兩階段抽樣策略，第一階段

以鄉鎮市區作為抽出單位，第二階段是以 2013年 4月 1日至 2014年 3月

31日出生的兒童作為 36月齡組的抽出單位，並在其 36、48、60月齡時進

行第一、二、三波的追蹤調查。

本研究僅使用 36月齡組在第一、二、三波調查，家長問卷中評估回

應教養與兒童安全依附表現的測量題項資料，以及兒童性別、家長年齡、

家長教育程度、家長工作類型等背景資料。本研究在保留家長雙方均為本

國籍、三波家長問卷均由親生母親填寫、調查期間家長婚姻狀態均為已婚、

母親都與該名兒童同住、兒童未有重大傷病或身心障礙，而且在前述本研

究採用測量題項均無漏答的資料後，共計有 1,051筆有效樣本進入正式分

析，詳細的基本資料特徵請參考表 1。



92 吳志文、涂妙如、周麗端 :母親回應教養與兒童安全依附表現的雙向影響：以臺灣幼兒發展調查資料庫進行交互延
宕模式分析

表 1　

研究樣本基本資料

數量 百分比 平均值 標準差

兒童性別

男

女

母親年齡

母親教育程度

國（初）中

高中（職）

專科／大學／二技

碩士及以上

母親工作類型

非技術性工人

技術性工人

半專業人員、一般性公務人員

專業人員、中級行政人員

高級專業人員、高級行政人員

520

531

22

228

657

144

256

213

232

110

240

49.5

50.5

2.1

21.7

62.5

13.7

24.4

20.3

22.1

10.5

22.8

35.389 4.393

二、測量工具

（一）母親回應教養

此構念由家庭問卷中「這孩子出聲或說話時，我會說話回應」、「我

親親或抱抱這孩子」以及「我做事的時候，也會和這孩子說話」三個題目

測得（張鑑如，2019）。由作答者自評近 3個月內的實際狀況，從「很

少」、「有時」、「經常」以及「很經常」四個選項圈選適合的答案，並

依序計分為 1到 4分。其內部一致性信度 Cronbach’s α係數在三波資料依

序為 .691、.767，以及 .750。

（二）兒童安全依附表現

此構念由社會情緒發展問卷中「我不在孩子身邊時，他會轉頭找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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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注意我在哪裡」、「我跟孩子說『沒關係』，孩子就會去接近那些原本

讓他害怕的東西」、「見到我進門時，孩子馬上顯得很高興，會笑或跟我

打招呼」以及「我心情不好時，孩子會變得安靜、或是安慰我、或問我為

什麼難過」四個題目測得（張鑑如，2019）。由作答者依據日常生活的觀

察，評估該名兒童在情緒表現以及人際互動的情形，從「從不如此」、「很

少如此」、「有時如此」、「經常如此」以及「總是如此」五個選項圈選

適合的答案，並依序計分為 1到 5分。其內部一致性信度 Cronbach’s α係

數在三波資料依序為 .484、.609，以及 .587。雖然 Cronbach’s α係數的數

值均偏低，但是信度表徵的是測量工具能否可靠區辨個體差異的程度，而

且除了內部一致性，研究者還可以透過外部一致性的評估方式檢驗量表的

信度表現。因此，本研究進一步檢驗該量表的跨時間再測信度（test-retest 

reliability），透過結構方程模式分析，只針對三個波次的兒童安全依附表

現進行觀察題目的潛在因素分析（並開放估算同一個觀察指標的測量誤差

在三波之間的相關），結果指出模型適配度符合既有文獻建議的標準（SBχ2 

= 78.401, df = 39, p < .001, χ2/df = 2.010, CFI = .980, TLI = .966, RMSEA = 

.031, 90%CI of RMSEA = [.021, .041] , SRMR = .026），並且發現兒童安全

依附表現潛在變項在第一波次與第二波次間的相關為 .618，而第二波次與

第三波次間的相關為 .726，顯示兒童安全依附表現的測量題目仍能夠穩定

地反映本研究樣本間的個別差異。

三、分析策略

本研究資料先以 SPSS 27軟體進行平均數、標準差，以及兩兩變

項間相關係數等統計分析。接著再使用 Mplus 8.3軟體，以結構方程模

型（structure equation modeling, SEM）採最大概似估計法（maximum 

likelihood, ML）進行交互延宕模式分析，並且有以下五項分析處理：首

先，本研究針對各個變項分數進行 K-S檢定（Kolmogorov-Smirnov test）

並且發現資料具有偏離常態分配的現象，因此在進行結構方程模型時，本

研究採用 Satorra與 Bentler（1994）所提出的估計法（Satorra-Bentler type 

scaling corrections）來校正非常態分配的問題，並估得較為正確的估計標

準誤。其次，本研究採用多種適配度指標並參考文獻建議的可接受標準評

估模型的整體表現：卡方自由度比值應小於 3（Kline, 2016）；CFI係數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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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LI係數應大於 .900（Bentler, 1990; Bentler & Bonett, 1980）；SRMR係數

與 RMSEA係數應小於 .060（Byrne, 2010; Hu & Bentler, 1999）。第三，因

為每個題項都在三波調查中進行重複測量，其測量誤差可能受穩定外在因

素的影響，所以開放估算同一題項的測量誤差在三波之間的相關。第四，

事先分別針對男性兒童與女性兒童資料各自進行多群組結構方程模型分

析，並比較各路徑係數在兩群組間的卡方差異檢定，結果發現所有的差異

比較均未達顯著水準，代表兒童性別並不會影響本研究中各潛在變項間的

穩定效果與交互延宕效果，因此僅在分析時將兒童性別一併納入作為控制

變項（男性 =1；女性 =0）。最後，除了兒童性別，分析時也將母親年齡，

以及母親社經地位等背景資料納入分析模型做為控制變項，其中社經地位

分數是參考林生傳（2005）提出的公式將教育程度與工作類型進行編碼並

加權運算。

參、研究結果

一、描述統計與相關

表 2呈現主要變項的描述統計以及變項兩兩間的相關係數，結果顯示

所有主要變項之間皆具有達顯著水準的正相關。

二、結構方程模型分析結果

圖 1呈現本研究假設模型的分析結果，各項指標均符合文獻建議的

標準（SBχ2 = 303.571, df = 202, p < .001, SBχ2/df = 1.503, CFI = .979, TLI = 

.972, RMSEA = .022, 90%CI of RMSEA = [.017, .027] , SRMR = .028），所

有觀察指標與潛在構念間的負荷量均達到顯著水準（ps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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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主要變項題平均值、標準差，以及兩兩相關係數

母親回應教養 兒童安全依附表現

題平均值 標準差
第一波

（36月齡）

第二波

（48月齡）

第三波

（60月齡）

第一波

（36月齡）

第二波

（48月齡）

母親回應教養

第一波（36月齡）

第二波（48月齡）

第三波（60月齡）

兒童安全依附表現

第一波（36月齡）

第二波（48月齡）

第三波（60月齡）

3.699

3.640

3.651

3.904

3.969

4.008

0.425

0.500

0.479

0.600

0.641

0.603

 

.431***

.360***

.334***

.297***

.283***

 

.493***

.271***

.395***

.327***

 

.216***

.311***

.335***

 

.439***

.416***

 

.552***

註：母親回應教養分數範圍 1至 4；兒童安全依附表現分數範圍 1至 5。

N = 1,051

*** p < .001

圖 1　母親回應教養與兒童安全依附表現雙向影響的交互延宕模式分析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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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針對穩定效果，母親在兒童 36月齡至 48月齡時，以及 48月齡

至 60月齡時的回應教養均具有中度且顯著的穩定效果（依序：estimate = 

.348, p < .001；estimate = .441, p < .001）；兒童在 36月齡至 48月齡時，

以及48月齡至60月齡時的安全依附表現則都有高度且顯著的穩定效果（依

序：estimate = .561, p < .001；estimate = .710, p < .001）。

接著針對交互延宕效果，母親在兒童 36月齡時的回應教養對兒童

48月齡時的安全依附表現具有顯著的正向作用效果（estimate = .168, p = 

.026），但是母親在兒童 48月齡時回應教養對兒童 60月齡時安全依附表

現的作用效果卻未達顯著水準，假設 1獲得部分支持。而兒童在 36月齡

與 48月齡時的安全依附表現對母親在兒童 48月齡與 60月齡時的回應教

養皆具有顯著的正向作用效果（依序：estimate = .275, p < .001；estimate = 

.217, p < .001），假設 2獲得支持。

四、討論與建議

本研究假設 1獲得部分支持，母親在兒童 36月齡時的回應教養對 48

月齡時兒童的安全依附表現具有正向且達顯著水準的路徑效果，但是該路

徑效果在 48月齡對 60月齡則未達顯著水準。接著指出，母親的回應教養

與兒童的安全依附表現在 36月齡、48月齡，以及 60月齡之間皆具有顯著

的穩定程度，母親回應教養在三個時間點的穩定程度屬中等程度，代表著

母親的回應教養較易產生波動。最後本研究假設 2也獲得了支持，兒童在

36月齡時的安全依附表現對母親在兒童 48月齡時的回應教養，以及兒童

在 48月齡時的安全依附表現對母親在兒童 60月齡時的回應教養，都具有

達顯著水準的正向路徑效果。底下依據各項分析結果與既有文獻之間的關

聯性進行討論，探討本研究限制與未來研究方向，並提出可供實務應用參

考的建議。

一、母親回應對兒童安全依附的影響

本研究的發現符合依附理論的觀點（Ainsworth & Bowlby, 1991; 

Bowlby, 1969），照顧者（母親）的回應能讓兒童相信在自己有需要時可

以向照顧者尋求安全依附的資源，無須擔心萬一發生威脅事件時無法向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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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者求助，也能讓兒童重視自己與照顧者之間的緊密連結，並且習得社會

情緒的互動技巧。

值得一提的是，本研究是援用臺灣幼兒發展調查資料庫的資料，針對

臺灣學齡前階段的兒童與其照顧者（母親）作為研究對象進行交互延宕模

式分析。該資料庫是國內少數蒐集大量、具有代表性，並且進行長期追蹤

調查的資料庫（張鑑如等人，2017），本研究援用了三波次、各自間隔一

年的調查資料進行分析，確立回應教養對兒童安全依附表現具有正向影響

的因果方向性。

本研究的假設 1僅獲得部分支持。母親在兒童 36月齡時的回應教養

對兒童 48月齡時的安全依附表現具有顯著的正向作用效果，但是母親在

兒童 48月齡時的回應教養對兒童 60月齡時的安全依附表現的作用效果卻

未達顯著水準。本研究認為，這有可能反映出資料庫針對兒童安全依附表

現所測量的題目內涵，在 48月齡至 60月齡期間已經相當穩定，因此受到

母親回應教養的影響程度較不明顯。值得一提的是，本研究的分析結果也

指出這兩波次之間兒童安全依附表現的穩定係數也高達 .710，支持前述提

及的臆測。未來研究可以嘗試採用更適合探討 48月齡至 60月齡兒童個別

差異的安全依附表現測量題目，檢驗母親回應教養對該階段兒童安全依附

表現的路徑效果。另外一項較為可惜的限制是，臺灣幼兒發展調查資料庫

的 36月齡組家長問卷只有蒐集兒童安全依附表現的資料，並未蒐集兒童

逃避與焦慮的不安全依附表現，因此未能進一步比較安全依附與這兩類不

安全依附表現的跨時間穩定度，期望後續研究者可以針對這項缺口進行更

深入的實徵探討。

二、母親回應教養的穩定性與兒童安全依附的影響

本研究以學齡前階段兒童的主要照顧者作為研究對象，探討其教養行

為穩定程度的調查追蹤研究。結果大抵上也跟Dallaire與Weinraub（2005）

的研究結果相符，顯示 36月齡至 60月齡階段兒童的母親回應教養表現，

在不同測量時間點之間並不具有高度的穩定性。換言之，正如既有文獻指

出主要照顧者教養行為會受到多項決定因素的影響（Smith, 2020）。本研

究結果指出主要照顧者的回應教養是具有可塑性或變動性的，雖然有可能

提升改善，但也有可能下降削弱，仍須進一步探討造成主要照顧者教養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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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發生改變的前置因素為何。

除了探討回應教養的穩定性，本研究還發現學齡前兒童的安全依附

表現有益於維持、增強母親的回應教養，這項發現突顯出學齡前階段的兒

童在主要照顧者的親職教養任務中具有主動性、功能性，以及相互性。

首先，不同於過往研究多關注在主要照顧者自身的因素（e.g., Smith et al., 

2007; Ward & Lee, 2020）等，本研究指出兒童具有引發主要照顧者採取特

定教養行為的主體性。其次，過往研究即便聚焦在兒童的影響，多數也是

視兒童的負面表現為照顧者在教養任務中的阻礙（e.g., Rhoades et al., 2011; 

Owen et al., 1998），忽略了兒童也可以透過正面的互動表現促進主要照顧

者採取更具適應功能性的回應教養。

最後，本研究透過交互延宕模式分析發現，母親的回應教養透過提升

兒童的安全依附表現，間接地引發母親維持或採取更多的回應教養，兩者

之間具有造成正向循環的雙向歷程。這項發現驗證了目前學者主張良好人

際互動關係的正向循環（Ramsey & Gentzler, 2015），可以展現在學齡前

兒童與其主要照顧者之間的雙向互動歷程，同時也支持了依附理論主張個

體的依附行為系統與其主要照顧者的照顧行為系統，兩者相互依存且交互

運作的觀點（Bowlby, 1969; George & Solomon, 1999）。

三、研究限制與未來方向

接著針對本研究的六項限制進行討論，並且提出可供未來研究參考

的建議方向。首先，本研究只以三波次皆由母親填寫的資料進行分析。考

量到測量題目的內容都涉及到兒童與填答者之間的互動狀況，而兒童對父

親、母親，或是其他照顧者可能建立截然不同的關係運作模式（Collins & 

Read, 1994），由不同照顧者填答得到的分數應是反映不同的潛在構念（例

如母親或父親回應教養；兒童對母親或父親的安全依附表現），這也導致

無從進行交互延宕模式分析，所以必須是以三波次都由相同照顧者填答的

資料進行正式分析。又因為每一個波次都是以母親填寫為主，所以本研究

僅能聚焦在母親與兒童之間的互動進行探討。這可能也反映出母親仍是臺

灣學齡前兒童的主要照顧者，然而隨著性別平權的意識抬頭，臺灣社會愈

來愈鼓勵並重視男性在教養子女任務中應扮演的父職角色（張思嘉、許詩

淇、李惟新，2018），也隨著人口結構高齡化的趨勢，許多家庭裡會由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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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老年長輩協助分擔學齡前兒童的親職教養任務（陳富美，2018）。依此，

本研究冀望未來能有學者延伸探討父親或祖父母的回應教養與兒童安全依

附表現的雙向運作歷程。

其次，本研究只有探討主要照顧者回應教養與兒童安全依附表現這

兩組變項，尚未能夠釐清這兩者之間更細緻的心理運作機制。例如，針對

兒童安全依附表現提升主要照顧者持續採取回應教養行為的心理歷程。根

據自我決定理論（self-determination theory; Deci & Ryan, 2000）的觀點，

可能是因為兒童的安全依附表現滿足了母親勝任感（相信自己具有足夠能

力可以給予兒童高度的回應）、關係連結（感受到重要他人，包含兒童，

支持與肯定其採取高度回應的教養行為），以及自主性（能依據自己真實

的想法與期望提供兒童高度回應教養）等基本心理需求，進而內化整合回

應教養背後的行為調控動機，持續採取高度的回應教養行為（Joussement, 

Landry, & Koestner, 2008）。又例如，母親回應教養也可能會透過提升親

職技巧，如母親同理兒童認知與情感的能力（Oppenheim, Koren-Karie, & 

Sagi, 2001），進而提升兒童對母親展現出的安全依附表現。未來研究可接

續提出更細緻的心理歷程，重複驗證並更深入探討主要照顧者回應教養與

學齡前兒童安全依附表現之間的雙向運作機制。

第三，臺灣幼兒發展調查資料庫中用來測量照顧者回應教養行為的題

目，雖然這些題目可以呼應 De Wolff與 van IJzendoorn（1997）所主張敏

感回應兒童訊號、溫暖地關懷兒童，以及密切注意兒童活動等三項有利於

兒童發展安全依附關係的回應教養特徵；但由於只有數量較少的三項題目，

因此仍有能否充分表徵回應教養行為的疑慮。相同地，兒童安全依附表現

的測量題目也相當簡單，只有四項題目，一樣也有能否充分反映該構念的

疑慮。未來仍需要更多研究，採用可以充分表徵照顧者回應教養行為與兒

童安全依附表現兩構念的測量工具，重複驗證照顧者回應教養行為與兒童

安全依附表現之間相互影響的雙向運作機制。

第四，本研究援用臺灣幼兒發展調查資料庫，當中用來評估兒童安全

依附表現的題目共有四項，彼此間的內部一致性 Cronbach’s α係數偏低。

信度是評估一份量表能否依據所欲測量之構念內涵，可靠地區分出個別差

異的重要指標，依據評估方式又可以區分為內部一致性信度與外部一致性

信度，其中 Cronbach’s α係數（量表只在單一時間進行施測，所有折半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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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分數之間相關程度的平均數）是屬於前者。而這四項題目所求得的內部

一致性信度偏低，可能是因為它們是被設計來探討幼兒跨時間的發展趨

勢，所以會有部分的題目較適用於區分較年幼階段的個別差異，而有部份

則較適用於區分較年長階段的個別差異。這也使得以單一時間點（被評估

者都是相同月齡）的資料進行內部一致性信度評估時，每個題目能夠區分

個別差異的靈敏度並不一致，導致所有可能折半副本之間的相關程度會被

低估。但是，本研究也額外地進行了再測信度的評估，是一種外部一致性

信度的指標，也就是同一份量表所測得的總分（或潛在因素分數的總分）

在跨時間的相關程度。而本研究也發現這四個題目有著可接受的再測信

度，代表具有可靠區辨個別差異的信度表現。

第五，由於臺灣幼兒發展調查資料庫是以照顧者觀察並評估兒童的行

為表現，而不是研究者在實驗室中進行觀察評分，因此在解讀研究發現時

應特別留意這些兒童行為資料的客觀性與可比較性。不過本研究也認為由

照顧者提供的觀察資料有其優勢，恰可與實驗室中取得的觀察資料相互補

強。畢竟兒童在陌生的實驗情境中未必能夠自在地展現平時與照顧者之間

的互動行為，相對地，照顧者有機會在孩子熟悉的日常情境中與之互動，

對孩子的行為可以有更密切、全面，並且自然的觀察，所以這樣的行為資

料反而具有特殊的真實性。

只是，無可諱言，由照顧者觀察並評估兒童行為所取得的分數，難以

避免會受到照顧者自己主觀因素的影響。一方面，照顧者可能會高估或低

估兒童的行為表現，因而導致研究結果的偏誤。只是這項限制並非本研究

獨有，過往研究也採用這種由照顧者填答調查問卷取得兒童行為資料的設

計（e.g., Knafo & Plomin, 2006）。而且值得一提的是，由於本研究採用交

互延宕模型，並分析由同一位照顧者作答調查問卷的連續追蹤資料，因此

這些主觀因素所導致偏誤，主要會反映在兒童安全依附表現的跨時間穩定

效果，相對較不會影響母親回應教養對於兒童安全依附表現的跨時間路徑

效果上，尤其是相隔了大約 12個月這麼久的時間。不過本研究仍希望未

來也可以透過多樣來源的行為資料，在盡可能避免主觀因素的研究設計下

重複驗證目前的發現。

另一方面，這樣的資料屬性也會產生共同方法變異偏誤（common 

method variance bias）的疑慮，但是因為各個路徑效果都延宕了大約 12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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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的時間，根據 Podsakoff等人（Podsakoff, MacKenzie, Lee, & Podsakoff, 

2003）的建議，這樣長的時間區隔應該已經大幅地降低這項偏誤帶來的影

響。未來仍希望可以透過不同的評估方式測量主要照顧者的回應教養與學

齡前兒童的安全依附表現，透過避免共同方法變異偏誤的研究設計重複驗

證本研究的發現。

最後一項限制仍與兒童安全依附表現這個變項有關。相較於 Smith

（2010）是以研究者對親子互動的表現進行專業的觀察與評估，本研究則

是由照顧者依照自己在平常日常生活中的觀察進行評估，雖然研究的發現

相互呼應，但是在解釋其對母親回應教養行為的路徑效果時，還是要特別

留意該變項在本研究中帶有主觀認知成分的特性。只是，本研究認為這樣

的資料特性正好能填補 Smith（2010）研究的限制。根據人際互動的歷程

（e.g., Pearson & Nelson, 2000），在親子互動中，照顧者會先針對兒童釋

出的行為訊息（安全依附的互動表現）進行認知處理，再依據產生的主觀

知覺而產生後續的教養行為（回應教養行為）。Smith（2010）的研究是

由研究者以旁觀者的角色去記錄照顧者與兒童之間外顯的互動行為，所以

缺少了前述人際互動的內在歷程，而本研究正因為採用了照顧者對兒童安

全依附表現的主觀知覺，所以能夠補足其內在歷程的探討，說明照顧者之

所以會在這個測量時間點有較多的回應教養行為，即是因為在上一個時間

點對兒童的行為形成較多安全依附表現的主觀知覺所致。然而，本研究仍

建議後續研究可以試著同時採用觀察與問卷的研究設計，探討兒童外顯互

動行為會經由照顧者的主觀知覺，進而影響照顧者採取教養行為的一系列

歷程。

四、可供實務應用參考的建議

雖然有以上研究限制，本研究仍有一些可以提供推動家庭生活教育的

實務工作者可以參考的建議。首先，根據本研究資料的分析結果，母親回

應教養三波的題平均數都高於 3.6分，在 1分（很少）至 4分（很經常）

的範圍內可說是相當的高分，呼應了既有文獻的觀點，顯示現今臺灣的家

長很重視對子女需求的回應（Chen & Luster, 2002; Huang et al., 2019）。而

本研究的發現並且指出，主要照顧者的回應教養有助於促進學齡前兒童社

會情緒能力的發展，令兒童更加重視親密關係的連結、對他人產生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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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習得有利於人際互動的技巧。而且這樣的正向影響在兒童 36至 48月

齡期間具有統計上顯著性，在 48至 60月齡期間卻未達顯著水準，雖然這

樣的發現還需要更多實徵研究的重複驗證，但確實符合了社會情緒教育應

愈早投入愈有成效的基本理念（Bierman & Motamedi, 2015）。除此之外，

本研究還發現主要照顧者的回應教養會透過促進學齡前兒童的安全依附表

現，進而正向回饋主要照顧者持續或提供更多的回應教養行為，顯示出親

密人際關係中良好的互動具有長期的正向效果，能促成向上螺旋的雙向循

環。

接著，本研究也發現主要照顧者回應教養在 36月齡、48月齡，以及

60月齡三個波次之間並沒有高的穩定度。換言之，主要照顧者的教養行為

具有高度的可塑性，而這樣的可塑性一方面說明了維持高品質的回應教養

行為，對照顧者來說並不容易，另一方面也突顯出家庭生活教育的可投入

性與重要性，可以透過提供照顧者習得管理親職壓力的知能與教養技巧，

進而維持、提升照顧者採取高品質的回應教養。

最後，由於本研究援用臺灣幼兒發展調查資料庫的資料，其中兒童的

安全依附表現是由主要照顧者根據主觀經驗加以評估，因此，以家庭生活

教育的角度看來，實務工作者在推廣親職教育時，除了思考該如何提升照

顧者親職壓力管理能力與教養知能的同時，還可以試著鼓勵照顧者花更多

的時間與心力，有品質地與兒童相處互動，並且鼓勵照顧者多加引導兒童

學習正向的人際技巧與自己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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