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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親家庭親職參與及家庭社會經濟背景

與幼兒語言發展關聯之研究

李宇雯 1      張鑑如 2*

摘　要

研究目的

父母親職參與對於學齡前幼兒的語言發展至關重要。近年來隨

著家庭經濟及結構的改變，父母在親職參與的角色也逐漸轉變。本研

究的目的在探討我國三歲幼兒所處雙親家庭中親職參與及社會經濟

背景的現況，親職參與、家庭社會經濟背景對幼兒語言發展的影響，

以及親職參與在家庭社會經濟背景和幼兒語言發展間的中介角色。

研究設計／方法／取徑

本研究使用臺灣幼兒發展調查資料庫（KIT）幼兒第一波（36

月齡）家長問卷資料，並選取受訪者為雙親家庭幼兒之資料共 1,815

筆進行分析。研究採用結構方程模式探討家庭社會經濟背景、親職

參與及幼兒語言發展的因果及路徑關係。

研究發現或結論

本研究將親職參與分為「育兒勞務及生活規範」參與、「親子

互動」參與兩種類型。研究發現，父母在兩類型親職參與的程度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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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到「經常」以上的程度，顯示在家庭經濟及結構改變後，父母親

職參與的程度有所改變。在親職參與、家庭社會經濟背景及幼兒語

言發展關係方面，本研究發現「親職參與」中的「親子互動參與」

才是直接影響幼兒語言發展的最主要因素。父母親子互動參與及家

庭社會經濟背景都會影響幼兒語言發展，其中親子互動參與對幼兒

語言發展影響比較大（β=.27），家庭社會經濟背景對幼兒語言發展

的影響次之（β=.17），而親子互動參與在家庭社會經濟背景和幼兒

語言發展關係間的中介角色為部分中介。

研究原創性／價值

本文為首篇以全臺灣代表性樣本，對臺灣 36月齡幼兒進行親職

參與、家庭社會經濟背景及語言發展影響關係之研究，並利用結構

方程模式對不同親職參與類型影響幼兒語言發展的因果關係模式進

行比較分析。本文之研究結果可以作為國家幼兒語言發展和家庭教

育政策參考，也可以讓父母瞭解如何在幼兒語言發展過程中扮演最

佳的角色。

關鍵詞：家庭社會經濟背景、語言發展、親職參與、親子互動、 
臺灣幼兒發展調查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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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IMPACT OF PARENTAL 
INVOLVEMENT AND SOCIOECONOMIC 

STATUS ON CHILDREN’S LANGUAGE 
DEVELOPMENT IN TWO-PARENT FAMILIES

Yu-Wen Lee1        Chien-Ju Chang2*

ABSTRACT

Purpose

Parental involvement is extremely important for the language 
development of preschool children. With changes in family economics 
and structures in recent years in Taiwan, parental involvement has also 
gradually changed. The aim of this study was therefore to investigate 
the current state of parental involvement with three-year-old children 
and the socioeconomic status (SES) of two-parent families. The study 
examines how parental involvement and SES influence children's 
language development, and whether parental involvement can medi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ES and children's language development.

Design/methodology/approach

This study utilized data from the first wave parent questionnaire 
of the Kids in Taiwan: National Longitudinal Study of Child 
Development & Care (KIT) database. The subjects were two-parent 
families with 36-month-old children, and a total of 1,815 responses 
were selected for analysis.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was employed 
to analyze the causal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ldren's language 
development and the two factors, parental involvement and family’s 
socioeconomic backgro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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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dings/results

This study divided parental involvement into two types: “childcare 
labor and living routine rules” and “parent-child interaction.” We 
found that the degree of parental involvement in the two types of 
parental work has reached the “frequent” level, which shows that the 
degree of parental involvement has changed after changes in family 
finances and structure. As far a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rental 
involvement, family’s socioeconomic background, and children’s 
language development is concerned, this study found that “parent-
child interaction” in “parental involvement” is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 that directly affects children’s language development. Parents’ 
interaction with their children and the family’s socioeconomic 
background both affect children's language development. Specifically, 
parent-child interaction was found to have a relatively high degree of 
influence on children's language development (β=.27), followed by 
family socioeconomic background (β=.17). Parent-child interaction 
was found to partially mediate between SES and children’s language 
development..

Originality/value

This study was the first survey investigating the effect of parental 
involvement and socioeconomic background on the language 
development in 36-month-old children with a representative sample 
from Taiwan.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was employed to compare 
and analyze the causal relationship between different types of parental 
involvement and their impact on children’s language development. 
Findings of this study can serve as a guide to improve policies on 
child language development and family education in Taiwan, and help 
parents understand their optimal roles in their children’s language 
development.

Keywords: Family socioeconomic background, Kids in Taiwan: 
National Longitudinal Study of Child Development 
& Care(KIT), language development, parent-child 
interaction, parental involv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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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一、研究背景與動機

語言是人類傳達訊息、表達自己情感和了解他人想法的工具，因此

幼兒期的語言發展十分重要。幼兒只有真正學會說話，才得以透過語言與

他人進行溝通、交流，並使用正確的語句表達他們的想法。在幼兒生命的

前三年，是學會理解和表達語言的重要階段，亦是幼兒語言發展的關鍵時

期（Topping, Dekhinet, & Zeedyk, 2013）。當孩子理解和表達能力有困難

時，他們在社交、情感和行為出現問題的風險就會增加（Law, Garrett, & 

Nye, 2003）；已有相當多的研究發現，幼兒在 0-6歲時的語言能力與其

未來的語文、學業表現有很大的關係（劉惠美、張鑑如，2011；Duncan 

et al., 2008；Hohm, Jennen-Steinmetz, Schmidt, & Laucht, 2007; Shanahan & 

Lonigan, 2013; Taanila, Murray, Jokelainen, Isohanni, & Rantakallio, 2005）。

家庭是每個人出生後最先接觸到的環境，特別是學齡前的幼兒，他們

大多數的時間是在家庭之中度過。「家」是大多數幼兒長時間身處的環境，

照顧者與早期幼兒的互動更是語言發展的關鍵（Landry, Smith, & Swank, 

2006）。傳統家庭中，母親經常扮演主要照顧者的角色，父親則扮演資源

提供者的角色（McBride & Rane, 1998）。然而，隨著社會環境高齡化、

少子女化及婚姻關係變遷等因素，傳統家庭結構有很大的改變。2000年至

2010年間，臺灣家庭普通住戶每戶平均人口數由 3.3人下降到 3.0人；小

家庭成為家庭結構的主體，單人、夫婦、單親及隔代教養家庭等在數量及

比例上明顯增加（陳信木、林佳瑩，2017）。臺灣家庭經濟結構逐漸由強

調「男主外，女主內」、以男性為經濟主要來源的「單薪家庭」，轉變為

夫妻都進入職場生涯的「雙收入家庭」。隨著雙收入家庭的增加，父母親

職參與的角色逐漸轉變，過去以「性別」來區分家庭角色配置的方式已不

復見，親職參與程度也有所改變（張婷婷、陸洛，2009）。郭美娟與陳若

琳（2012）對大臺北地區雙薪家庭父親進行問卷調查，研究結果顯示父親

在「育兒勞務」的程度僅達到「有時如此」，而在「親子教養」已達到「常

常如此」。陳家鳳、林惠雅與蕭英玲（2016）對 71對新手父母進行問卷

調查，發現新爸爸在親職參與頻率顯著低於媽媽。由於近年來家庭及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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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改變，雙收入家庭比率持續增加，因此在探究雙親家庭親職參與的現

況時，父親和母親在不同類型親職參與的程度是否和過去有所不同，是需

要進一步瞭解的。

親職參與為父母在養育子女時所參與的事務或活動，例如育兒勞務、

規範行為及親子互動等。過去研究指出，廣泛的親職參與，包括育兒勞

務和親子互動都會影響子女語言的成長與發展（Bush & Bonachea, 1973；

Chao, Bryan, Burstein, & Ergul, 2006），然而也有研究者持有不同的看法。

國外研究發現具有互動性的親職參與，如親子共讀，是語言發展的關鍵

因素（Aikens & Barbarin, 2008; Graves & Brown Wright, 2011; Stylianides & 

Stylianides, 2011）。國內研究也提到親子互動有助於幼兒語言發展，例如

李介至、劉雅淋、陳盈妃與李英中等人（2014）以親子互動為自變項，對

臺中地區 112名雙薪家庭幼兒及其父母進行調查研究，結果指出有高親子

互動之幼兒，其語言能力之表現較低親子互動幼兒佳。吳珍梅與江侞砡

（2013）也發現幼兒語言的表現與親子互動及回應方式有關。本研究欲釐

清是廣泛的親職參與活動，還是雙向的親子互動參與，才可促進幼兒語言

能力的發展。

過去親子互動參與研究多聚焦於單個面向的探討，例如親子共讀

（Aikens & Barbarin, 2008; Graves & Brown Wright, 2011; Stylianides & 

Stylianides, 2011）、關愛程度（李介至等人，2014）、或玩玩具時的談話

互動內容（吳珍梅、江侞砡，2013），本研究以多面向的親子互動內涵，

包含關愛與回應孩子、陪孩子玩、幫助孩子的學習活動進行探討。此外，

過去親子互動與幼兒語言發展關係的研究多是立意取樣，且樣本數量少，

研究結果的推論性較弱。需以具代表性的大樣本，再次檢視多面向親子互

動參與與幼兒語言發展的關聯。

多年來社會經濟背景（Socio-economic Status, SES）在教育研究中一

直受到重視，社會經濟地位變項也是教育研究中被廣泛使用的背景變項。

研究顯示，家庭社會經濟背景會影響幼兒早期詞彙發展（Hoff, 2003），另

有研究發現母親的教育程度對幼兒語言發展的影響最大（Hoff, 2006）。此

外，研究者也開始探究社會經濟背景透過何種途徑對幼兒語言發展有所影

響（Hackman & Farah, 2009; Pace, Luo, Hirsh-Pasek, & Golinkoff, 2017）。

過去研究指出，在許多貧窮家庭中，父母與孩童的互動關係往往是負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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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持續惡化的，這些不良的互動對幼兒的語言發展產生負面的影響，使

得低收入家庭兒童的語言能力明顯低於高收入家庭的兒童（Noble et al., 

2015）。Lareau（2003）對不同階級家庭所做的深入觀察研究，發現社經

背景不同的家庭，其父母對子女親職參與的程度亦有差異，中產階級家長

會花更多的時間在參與子女的學習及和子女互動上；而勞動階級家長，傾

向讓孩子自然的成長，很少花費額外的時間與子女從事休閒活動或是安排

其他教育活動。多數中產階級家長的工作時間較勞動階級家長固定，他們

能有較多的非工作時間可以陪伴子女互動和參與子女的學習；然而勞動階

級父母的工作時間較長且不固定，使他們分身乏術，較無多餘的時間來照

顧子女及與子女互動。因此，家庭社經背景有可能並非直接影響幼兒的語

言發展，而是透過親職參與、父母教養行為或其他因素的差異進而對幼兒

語言發展產生影響，此乃值得探究的議題。

據此，本研究之主要動機即在應用具代表性和可推論性的樣本以瞭解

在經濟結構改變後，臺灣家庭親職參與的現況，並探討家庭社會經濟背景、

親職參與幼兒語言發展間的關聯，以及家庭社會經濟背景是否透過廣泛性

親職參與或親子互動型親職參與進而影響幼兒語言發展。

二、研究目的

本研究的目的在於應用臺灣幼兒發展調查資料庫（KIT）之建置成果，

以 36月齡幼兒所處雙親家庭的調查資料作為基礎進行分析，瞭解我國幼

兒家庭的親職參與、社會經濟背景及幼兒語言發展等三個構面的現況，並

建構一個可以代表這三個構面關係的因果模式。具體而言，本研究提出以

下待答問題及研究假設：

（一）雙親家庭中，父親和母親「育兒勞務及生活規範」參與、「親
子互動」參與的現況為何？父母親的參與程度是否有差異？

（二）雙親家庭中，父母「廣泛性」親職參與或「親子互動型」親職
參與，哪一類型的參與是影響幼兒語言發展的關鍵因素？

（三）雙親家庭中，父母「廣泛性」親職參與或「親子互動型」親職
參與、家庭社會經濟地位對幼兒語言發展影響的因果關係路徑
為何？影響程度是否有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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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雙親家庭中，父母「廣泛性」親職參與或「親子互動型」親職
參與在家庭社會經濟背景與幼兒語言發展關係上的中介角色是
否存在？

三、研究假設

（一）雙親家庭中，父親與母親「育兒勞務及生活規範」參與的程度
有顯著差異。

（二）雙親家庭中，父親與母親「親子互動」參與的程度有顯著差異。

（三）雙親家庭中，「親子互動型」親職參與及家庭社經濟地位對幼
兒語言發展有顯著影響。

（四）雙親家庭中，家庭社會經濟地位會透過「親子互動型」親職參
與影響幼兒語言發展。

貳、文獻探討

一、幼兒語言發展

幼兒語言發展包括語言理解、語言表達及讀寫萌發三個面向。「語言

理解」是指理解詞彙和語句的能力（Bornstein, Hahn, & Putnick, 2016），

幼兒語言理解能力早在一歲前就表現出來。而語言表達能力，幼兒大約在

一歲前後可說出第一個有意義的詞彙（劉惠美、曹峰銘，2010）。錡寶香

（2009）的研究發現，11個月大幼兒第一個有意義的表達性詞彙，大多

是在互動的情境中出現的。當幼兒第一個詞彙出現後，他們的表達性詞彙

量會逐步增加，雙詞期多在幼兒 18-22個月左右出現（孫沛婕、闕郁軒，

2011）。幼兒在大約兩歲時，詞彙理解和表達能力會快速增加，從 18個

月大的 50個詞彙增加到 24個月大時的 300多個詞彙，疊字式的表達也

會減少（劉惠美、曹峰銘，2010；Fenson et al., 1993）。幼兒在 2歲後也

逐漸理解簡單的問句，可對問句做出適當的回應，並會開始使用完整的

句子與人溝通，對話性的語句也會越來越多（錡寶香，2009）。到了 3、

4歲，幼兒已經可以聽懂大部分成人說話的內容，並開始使用語言和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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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動、溝通（汪榮才、汪宇琪，2007；錡寶香，2009；劉惠美、曹峰銘，

2010）。

幼兒語言發展重要的里程碑，是幼兒擁有語言理解和表達能力，如此

才能與他人溝通、表達自己的想法。幼兒語言能力的發展，除了能與他人

交流外，與幼兒其他領域的發展也有著重要的關係。例如：語言能力較弱

者容易被同儕排擠、拒絕（Fujiki & Brinton, 1994）。Dionne、Trembly、

Boivin、Laplante與 Perusse（2003）的研究也提到，學步兒在表達性語言

的表現越好，其攻擊行為會越少。

另一方面，幼兒早期讀寫能力的發展，稱為「讀寫萌發」。國際

閱讀協會（International Reading Association, IRA）和美國幼兒教育協會

（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Education of Young Children, NAEYC）都認為

0-5歲是幼兒讀寫萌發的一個重要階段，這個時期的幼兒開始出現讀寫的

動機，會指認日常生活環境中常見的標籤和符號，也開始將一些字母和語

音接連在一起。幼兒時期的讀寫萌發是他們未來閱讀能力發展和學業表現

的基礎（McCardle, Scarborough, & Catts, 2001; National Early Literacy Panel, 

2008）。

二、親職參與的內涵

「親職參與」（parental involvement）包括（1）愛、關懷與責任，（2）

規範子女的行為，（3）促進子女成長發展等活動（Hoghughi & Speight, 

1998）。相關研究定義「親職參與」為父母照顧及教養子女的相關事務

及活動（林惠雅，2007；Ehrenberg, Gearing-Small, Hunter, & Small, 2001; 

McBride & Rane, 1998）。林惠雅（2007）提到，親職參與包含育兒「照

顧」和親子「教養」，「照顧」指對孩子日常生活例行事務的參與行為，

包含準備飲食、生活用品等事項；「教養」指對孩子日常生活規範、行為

管理等教導。親職的角色也被區分為育兒勞務提供者及親子教養執行者兩

個角色，「育兒勞務」泛指提供衣食及日常生活用品等照顧子女事務；而

「親子教養」則包含教導孩子日常生活常規、關心並回應孩子的需求等（余

漢儀，1995；陳富美、利翠珊，2004）。Doherty、Kouneski與 Erickson

（1998）則認為親職參與包含陪孩子做的事情、陪孩子玩、教導孩子學習

活動、提供基本生活需求等。國外也有以「工作取向」、「親子互動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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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種取向進行探討的研究，「工作取向」內涵偏向父母對於家庭勞務之參

與，「親子互動取向」強調以孩子為中核心的親子互動參與事務（Bruce 

& Fox, 1999; Ehrenberg et al., 2001）。綜前所述，親職參與內涵包含以日

常照顧勞務為主的面向，例如提供幼兒基本生活需求、規範子女行為等；

另一方面則是以親子互動為面向，包括陪伴幼兒、教導幼兒學習等活動。

本研究代答問題一「親職參與」擬探究的內容，即包括這兩類型的親職參

與：（1）單向傳遞訊息的「育兒勞務及生活規範」參與，及（2）雙向或

多向互動的「親子互動」參與。 

三、親職參與對幼兒語言發展的影響

社會互動論的觀點認為人類語言發展是先天的能力及後天環境交互

作用下產生的結果。在幼兒時期若能創造一個支持學習的環境，提供長時

間的陪伴、高品質的對話，對幼兒語言的發展能產生很大的助益（Bruner, 

1981; Landry et al., 2006; Rogoff, 1990, 2003; Tomasello, 1992; Vygotsky, 

1978）。研究顯示，幼兒時期父母親職參與程度及品質，攸關幼兒語言能

力的發展。Chao等人（2006）對 41名 3-5歲幼兒的家庭進行介入實驗，

研究結果發現，父母在以家庭為中心的親職參與度越高（如生活例行事務

的參與行為、生活常規建立等的日常經驗），幼兒語言和行為的表現越

好。另有研究提到，36個月幼兒父母的親職參與的品質和積極度（如日

常照顧、親子教養和互動），對幼兒語言的發展有重大的影響（Tannock, 

Girolametto, & Siegel, 1992）。父母的敏感性、對幼兒積極的關懷與注意對

兒童語言理解及表達也有影響（Barnett, Gustafasson, Deng, Mill-Koonce, & 

Cox, 2012）。Hart與 Risley（1995）的研究也提到，父母養育行為的積極

程度與幼兒的語言發展有很大的關聯。

傳統上母親扮演與幼兒主要照護者的角色，而父親則扮演資源提供者

的角色（McBride & Rane, 1998）。早期的研究大多探討母職參與的重要性，

然而在當前的環境中，隨著社會結構的轉變，父職參與行為逐漸受到重視，

父親對幼兒的關心和參與的重要性日益受到重視（Booth & Crouter, 1998; 

Flouri & Buchanan, 2004）。許多研究認為父親親職參與對子女發展與母

親一樣重要（Almeida & Galambos, 1991; Starrels, 1994），Fagan與 Press

（2008）的研究就提到父親的親職參對子女的學業表現有正向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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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合上述，過去國外已有研究證實父母對幼兒親職參與的程度、積極

度是影響幼兒語言發展重要的因素，而國內尚缺乏探討親職參與對語言發

展影響之相關研究，國內過去多數研究主要集中在親子共讀對語言發展之

成效（林月仙、吳裕益、蘇純瑩，2005；徐庭蘭，2004；劉佳蕙、葉奕緯，

2007）。然而親職參與包含育兒勞務、生活規範及親子互動等參與，這些

親職參與活動如何對幼兒語言發展產生影響？是否所有的親職參與內容都

能解釋為對幼兒語言發展影響之路徑？哪些親職參與活動對幼兒語言發展

產生的影響最為關鍵？這些問題尚待更深入地探討。

四、家庭社會經濟背景和幼兒語言發展之關聯

家庭的社經地位是影響幼兒早期語言的發展的重要因素（Fish & 

Pinkerman, 2003; Hart & Risky, 1995; Hoff, 1998）。研究顯示與同齡的幼兒

相比，高家庭社經地位的幼兒擁有較好的語言能力。例如 Hart與 Risley

（1995）研究 42名幼兒，發現家庭社經背景對幼兒詞彙量有影響，而且

是從幼兒剛開始學習說話就發生了，隨著幼兒的成長其差異日益擴大。在

幼兒 3歲時，高家庭社經背景之幼兒的平均累積詞彙量超過一千個單詞，

而較低家庭社經地位的幼兒僅接近五百個單詞，家庭社經背景高低對幼兒

詞彙能力差異的影響達到 36%。Halle等人（2009）也提到，家庭社經地

位對 9個月幼兒語言理解能力發展有顯著的影響。Dollaghan等人（1999）

的研究分析了 240名母親與三歲幼兒在玩玩具過程中幼兒自發性語言敘說

的差異，結果顯示母親社經背景對幼兒的平均語句長度、相異詞彙數和總

詞彙數都有顯著差異，在修訂畢保德圖畫詞彙測驗的詞彙理解測驗分數亦

呈顯著差異。

從過去的研究可以看到，家庭社經背景和幼兒語言發展的關聯相當大

（Fish & Pinkerman, 2003; Hart & Risky, 1995; Hoff, 1998）。然而近年來，

許多國外研究者開始透過不同因素（例如兒童特徵、大腦皮質的發展速

度、親子互動和照顧者語言輸入、環境豐富度等）來探討家庭社經背景和

幼兒發展的關聯（Hackman & Farah, 2009; Pace et al., 2017）。最近一項研

究分析父母社經地位對幼兒發展的影響，運用MRI對 1,099位三到二十歲

的孩童進行大腦皮質的資料蒐集，研究結果顯示，父母的教育程度和孩童

的大腦皮質面積極為相關，父母的教育程度形塑親子間的互動關係，進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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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了孩童大腦裡管控語言、閱讀等區域的面積大小；父母教育程度只有

高中畢業的孩童，其大腦皮質面積比父母教育程度為大專學歷的孩童少了

3%（Noble et al., 2015）。過去也有多位學者證實，父母的社經背景和其

子女教養行為有很大的關聯性（姜添輝，2005；顏綵思、魏麗敏，2005；

Rafferty & Griffin, 2010），而父母的社經背景會透過其教養行為提升子女

的語言發展能力（Hallam, Rogers, & Shaw, 2006; Rafferty & Griffin, 2010; 

Thompson, Raynor, Cornah, Stevenson, & Sonuga-Barke, 2002）。Pace等人

（2017）文獻回顧中提出家庭社會經濟背景對幼兒語言發展之中介模型，

家庭社經背景會透過中介變項（例如兒童特徵、親子互動和照顧者語言輸

入、環境豐富度）影響幼兒語言各項發展，包含語言前期之語言能力、詞

彙、語法、識字、敘述等之能力。就照顧者面向而言，因照顧者語言輸入

量的差距，影響兒童在語音處理上效率的差異，照顧者語言輸入量較低的

幼兒需要更長的時間理解對話中詞彙或語句的意思（Fernald, Marchman, & 

Weisleder, 2013），而照顧者提供詞彙的多樣性和複雜性也會造成幼兒語

言發展的差異（Rowe, 2012）。

上述國外研究顯示，家庭社會經濟背景與幼兒語言能力發展有相當大

的關聯性，並且這些研究揭露了一些重要訊息，家庭社經背景會透過照顧

者互動和參與的質量（豐富度、複雜度、即時性）的差異，進而影響幼兒

語言發展。然而，國內有關家庭社經背景對語言發展影響的研究，大多聚

焦在對於國小學童學業成就的影響（林俊瑩、黃毅志，2008；陳淑麗、曾

世杰、蔣汝梅，2012），且尚未有研究提及家庭社經背景是否透過親職參

與而影響幼兒語言發展。因此，關於我國家庭社會經濟背景對學前幼兒語

言發展的影響作用，以及親職參與在社經背景對幼兒語言發展的影響途徑

所扮演的角色，尚待更多研究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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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方法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資料取自臺灣幼兒發展調查資料庫（張鑑如、謝淑惠、周麗端、

廖鳳瑞，2017）。該調查為首次針對臺灣出生之幼兒進行的大型樣本調查，

分別對 3月齡及 36月齡兩組幼兒的各項發展、家庭及教保資料進行縱貫

期的資料蒐集，其中 36月齡幼兒第一波成功完訪 2,164名家長（張鑑如，

2019）。本研究選取 36月齡幼兒第一波資料，以雙親家庭作為本研究的

樣本，除去不完整資料，如有拒答、遺漏值等之資料後共獲得 1,815筆有

效樣本。

本研究樣本的人口統計變數的描述性統計量如表 1所示。其中男女比

例約為 50.2：49.8，共 912位男童及 903位女童。父母教育程度高中（職）

以下父親有 589位，母親有 542位；大學、二技、專科人數最多，父親有

897位及母親有1061位，各佔約49.4%及58.4%；碩士級以上父親有329位，

母親則較少為 212位；其中碩士以上程度及高中職以下的人數，父親多於

母親，但是大專程度學歷則是母親多於父親。

家庭月收入部分，透過分析 KIT資料庫 36月齡家庭月收入之次數分

配，發現 12萬以上月收入之家庭，每級距（1萬元為一級距）所佔百分比

均不到 3%，而 7-12萬之家庭月收入之家庭，每級距（1萬元為一級距）

所佔人數有 4-9%。因家庭月收入 12萬以上之比例佔少數，故以此作為分

類之依據。根據表 1，每月收入 4萬以下家庭有 259個，有 664個家庭月

收入為 4-7萬，月收入 7-12萬的家庭有 659個，而每月 12萬以上月收入

家庭最少，為 233個；其中以 4-7萬及 7-12萬兩個級距人數最多，各有約

36.6%及 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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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研究樣本人口統計變數的描述性統計

樣本數 =1,815 百分比（%）

幼兒性別

男

女

父親教育程度

高中（職）及以下

大學 /二技 /專科
碩士及以上

母親教育程度

高中（職）及以下

大學 /二技 /專科
碩士及以上

家庭月收入

每月 4萬以下
每月 4-7萬
每月 7-12萬
每月 12萬以上

 
912
903

589
897
329

542
1,061
212

259
664
659
233

 
50.2
49.8

32.5
49.4
18.1

29.9
58.4
11.7

14.3
36.6
36.3
12.8

二、測量指標

（一）家庭社會經濟背景

家庭社經背景為 KIT問卷中基本資料的一部份。本研究使用之題項

包含：母親教育程度、父親教育程度、家庭月收入。在父親及母親教育程

度方面，本研究以父母所受過正式教育的年數來計算，將教育程度轉換為

實際修業年數來計算（如國中畢業 =9年；大學畢業 =16年）。家庭月收

入方面，本研究的處理方式以答項之中間值作為測量數值，數值越大代表

收入越高。另外，考量到極端值的影響且避免誤差過大的情形，將填答「沒

有收入」、「未滿一萬」、「一百萬以上」及「不知道」之資料不予放入

統計分析。

（二）親職參與程度

本研究所分析親職參與的題目為 KIT問卷的「親職參與」量表，測

量變項為「照顧這孩子的衣食等生活基本需求」、「教這孩子生活常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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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幫助這孩子的學習活動」、「關愛與回應這孩子」、「陪這孩子玩」共

5題，如表 2所示。其中「照顧這孩子的衣食等生活基本需求」及「教這

孩子生活常規」歸屬於「育兒勞務及生活規範」親職參與；「幫助這孩子

的學習活動」、「關愛與回應這孩子」和「陪這孩子玩」則歸屬於「親子

互動」親職參與。各題之選項包含「1很少 /每週 0-1次」、「2有時 /每

週 1-2次」、「3經常 /每週 3-4次」、「4很經常 /每週 5-7次」，分別

以 1、2、3、4計分。本文父母共同「親職參與」之分數，以父親及母親

相同題項之平均數計算。

（三）幼兒語言發展

KIT使用劉惠美、陳柏熹、黃秀琦、陳雅雯與張鑑如等人（2018）編

製之「零至六歲嬰幼兒語言發展家長問卷」2-6歲版本作為幼兒語言發展

評量工具，包含「語言理解」、「語言表達」及「讀寫萌發」三個面向構

面共 18題，如表 2所示，衡量方式採用李克特量表。父母根據其子女語

言能力發展情形回答「完全不能」、「部分能做」、「能夠完成」、「非

常熟練」，分別以 1、2、3、4計分。本研究以測量「語言理解」構面中 3

題項平均分數做為「語言理解」發展分數，以「語言表達」構面中 9題項

平均分數做為「語言表達」發展分數，「讀寫萌發」構面中 6題項平均分

數做為「讀寫萌發」發展分數。在語言發展問卷中，語言理解構面僅有 3

題之原因，是因為幼兒在 3歲時，大部分幼兒的語言理解能力已發展到一

定的程度，能夠理解大部分日常生活常用的詞彙和語句的意思，故可測量

的題項較少。相較之下，「語言表達」和「讀寫萌發」面向的發展則沒有

那麼快速（錡寶香，2009）。幼兒 3歲時在「語言表達」和「讀寫萌發」

方面的能力還有不少發展的空間，需要測量的變項相對較多，方能掌握幼

兒在此階段語言發展之變化。

（四）量表項目分析

項目分析極端組檢驗分析問卷各題項之決斷值，以驗證各構面題項的

適切性與可靠度，通常決斷值大於 3.0即可被接受，若絕對值未達顯著或

低於 3.0之題目應予以刪除（吳明隆，2009）。將本研究各構面及各題項

進行項目分析檢驗，如表 2。分析各構面題項之決斷值後，結果顯示，均

呈顯著並大於 3.0，代表此研究運用之構面及量表題項均符合適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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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各構面量表項目分析

題項 極端組比較 備註

決斷值 
（CR值）

語言理解

1.孩子能聽得懂簡單的口語指令，並完成指令
2.孩子能聽得懂並依照順序完成兩個（或以
上）的口語指令

3.孩子能聽得懂別人說的簡單笑話或雙關語

11.22***

20.24***

52.14***

保留

保留

保留

語言表達

1.孩子能自己說出日常生活中用來形容人、
事、物的詞彙

2.孩子能針對「這是什麼」的問句做出回應
3.孩子能針對「為什麼」的問句做出回應
4.孩子能說出兩個簡單句子組合的複雜句
5.孩子能把兩個簡單的句子，用連結詞
6.孩子能說出不在眼前的人、事、物
7.孩子與熟悉的人說話時，能主動開啟話題
8.孩子對聽不清楚或聽不懂的話語，能主動要
求別人澄清

9.孩子能清楚說明要如何完成一件事的過程

28.08***

25.3***

33.72***

29.85***

45.89***

25.62***

27.49***

42.63***

42.75***

保留

保留

保留

保留

保留

保留

保留

保留

保留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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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項 極端組比較 備註

決斷值 
（CR值）

讀寫萌發

1.孩子知道生活中常見的標示或圖像符號所代
表的意思

2.孩子翻書的方向是正確的
3.孩子知道圖畫書封面有書名、作者或繪圖
者。

4.孩子看書時，知道文字要從哪裡開始讀起
5.孩子能看得懂或唸出簡單的國字
6.孩子能以圖畫或符號（含文字）表達情緒、
想法等

25.57***

35.52***

32.35***

35.71***

21.49***

26.78***

保留

保留

保留

保留

保留

保留

育兒勞務及生活規範參與

1.照顧這孩子的衣食等生活基本需求
2.教這孩子生活常規

73.12***

76.48***

保留

保留

親子互動參與

1.幫助孩子的學習活動
2.關愛與回應這孩子
3.陪這孩子玩

65.78***

56.93***

69.29***

保留

保留

保留

*p<.05. ** p<.01. ***p<.001.



184 李宇雯、張鑑如 :雙親家庭親職參與及家庭社會經濟背景與幼兒語言發展關聯之研究

三、研究模式

依據 KIT調查的資料及前述文獻依據，本研究建構結構方程模型來

分析家庭社會經濟背景和親職參與對幼兒語言發展之影響關係，研究模式

如圖 1。

圖 1  研究模式

本研究「親職參與」構面以三因子和五因子數來檢驗整體模型適配

度，以適配度最佳的模式驗證本研究的假設。依循前述之理論及文獻，

國外研究證實廣泛性親職參與對幼兒語言發展之影響（Bush & Bonachea, 

2014; Tannock, Girolametto, & Siegel, 1992），也有研究指出互動性的親職

參與才是影響語言發展的關鍵性（Aikens & Barbarin 2008; Graves & Brown 

Wright, 2011; Stylianides & Stylianides, 2011）。因此，本文將研究模型分

成兩個模型進行驗證性因素分析，以找出最適切的模型。模型 1（三因子

模式）之觀察變項為「親職參與」、「家庭社會經濟背景」及「幼兒語言

發展」，其中「親職參與」包含三個潛在變項（幫助孩子的學習活動、關

愛與回應這孩子、陪這孩子玩），屬於互動型親職參與。模型 2（五因子

模式）之觀察變項也為「親職參與」、「家庭社會經濟背景」及「幼兒語

言發展」，但其中「親職參與」包含五個潛在變項（照顧這孩子的食衣等

生活基本需求、教這孩子生活常規、幫助孩子的學習活動、關愛與回應這

孩子、陪這孩子玩），為廣泛性親職參與，參與的類型同時包含「育兒勞

務及生活規範」參與及「親子互動」參與。

親職參與

家庭社經背景 語言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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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分析方法

本研究使用 SPSS24.0統計分析軟體進行敘述性統計及成對樣本 t檢

定，以回答研究問題 1「雙親家庭中，父親和母親的親職參與的現況為

何？父母親的親職參與程度是否有差異？」，由於本研究樣本數量大，會

透過計算效果量的大小（Cohen, 1988），驗證組間的差異性。此外，使用

AMOS24.0結構方程模式（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SEM），來分析

研究問題 2「雙親家庭中，父母廣泛性親職參與或親子互動型親職參與，

哪一類型的參與是影響幼兒語言發展的關鍵因素？」、研究問題 3「雙親

家庭中，父母廣泛性親職參與或親子互動型親職參與、家庭社會經濟地位

對幼兒語言發展影響的因果關係路徑為何？影響程度是否有差異？」和研

究問題 4「雙親家庭中，父母廣泛性親職參與或親子互動型親職參與在家

庭社會經濟背景與幼兒語言發展關係上的中介角色是否存在？」

肆、研究結果

一、雙親家庭幼兒語言發展現況分析

幼兒語言發展敘述統計分析結果如表 3所示，各構面平均數由高至低

分別為語言理解 3.36（標準差 =.64）、語言表達 3.20（標準差 =.50）、讀

寫萌發 2.26（標準差 =.60）。顯示 36月齡雙親家庭之幼兒，語言理解及

表達的發展在「能夠完成」至「非常熟練」之間，而讀寫萌發為「部分能做」

到「能夠完成」之間。

如表 3所示，語言理解構面共有 3題，平均數最高的題項為「孩子能

聽得懂簡單的口語指令，並完成指令」（平均數 =3.90），平均數次高的

題項為「孩子能聽得懂並依照順序完成兩個（或以上）的口語指令」（平

均數 =3.70）；平均數最低的題項為「孩子能聽得懂別人說的簡單笑話或

雙關語（平均數 =1.99），標準差也為其中最大（標準差 =1.05），表示幼

兒平均能力在「完全不能」到「部分能做」程度之間，代表此時期幼兒大

部分還未能理解別人說的簡單笑話或雙關語。綜合上述，此時期的幼兒其

語言理解能力處於已能夠理解他人簡單的口語及指令，並且會依照順序完

成口令，然而對與詞意以外的意義，如笑話或雙關語的理解能力還很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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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表達構面共 9題，平均數最高之題項為「孩子能針對『這是什麼』

的問句做出回應」（平均數 =3.69）；平均數最低的題項為「孩子能清楚

說明要如何完成一件事的過程」（平均數 =2.61）；而其餘 7題項平均數

都達 3以上，顯示此時期的幼兒在量表中各項語言表達發展上大部分已有

「能夠完成」至「非常熟練」之程度。

讀寫萌發構面共有 6題，平均數最高的題項為「孩子知道生活中常見

的標示或圖像符號所代表的意思」（平均數 =3.34），平均數次高的題項

為「孩子翻書的方向是正確的」（平均數 =3.12）；其餘 4題各平均數均

未達 2，代表發展程度落在「完全不能」到「部分能做」之間。綜合上述，

此時期幼兒的讀寫萌發發展各項平均數均大部分偏低，幼兒已開始認識周

遭環境的事物、閱讀簡單的書籍，然大多數幼兒尚未開始學習認字，因此

有關「文字概念」方面的題項，得分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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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幼兒語言發展各問項敘述統計表

衡量構面問項 平均數 標準差
構面平

均數

語

言

理

解

孩子能聽得懂簡單的口語指令，並

完成指令

孩子能聽得懂並依照順序完成兩個

（或以上）的口語指令

孩子能聽得懂別人說的簡單笑話或

雙關語

3.90

3.70

1.99

.35

.65

1.05

3.36

語

言

表

達

孩子能自己說出日常生活中用來形

容人、事、物的詞彙

孩子能針對「這是什麼」的問句做

出回應

孩子能針對「為什麼」的問句做出

回應

孩子能說出兩個簡單句子組合的複

雜句

孩子能把兩個簡單的句子，用連結

詞

孩子能說出不在眼前的人、事、物

孩子與熟悉的人說話時，能主動開

啟話題

孩子對聽不清楚或聽不懂的話語，

能主動要求別人澄清

孩子能清楚說明要如何完成一件事

的過程

3.49

3.69

3.41

3.58

3.18

3.65
3.52

3.09

2.61

.81

.62

.88

.78

1.03

.67

.81

1.06

1.05

3.20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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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量構面問項 平均數 標準差
構面平

均數

讀

寫

萌

發

孩子知道生活中常見的標示或圖像

符號所代表的意思

孩子翻書的方向是正確的

孩子知道圖畫書封面有書名、作者

或繪圖者

孩子看書時，知道文字要從哪裡開

始讀起

孩子能看得懂或唸出簡單的國字

孩子能以圖畫或符號（含文字）表

達情緒、想法等

3.34

3.12
1.78

1.78

1.53
1.63

.87

.98

.99

.98

.89

.91

2.26

註：計分定義

1=「完全不能」是指孩子尚未表現出該項能力
2=「部分能做」是指孩子剛表現出該項能力
3=「能夠完成」是指孩子已表現出該項能力，但還未完全熟練（有時會，有時不會）
4=「非常熟練」是指孩已能非常熟練地表現出該項能力

二、雙親家庭中親職參類別現況及參與程度差異分析

雙親家庭親職參與題項平均數由高至低分別為「關愛與回應這孩子」

（平均數=3.54）、「照顧這孩子的衣食等生活需求」（平均數=3.42）、「陪

這孩子玩」（平均數 =3.41）、「教這孩子生活常規」（平均數 =3.37）、

「幫助這孩子的學習活動」（平均數 =3.29）。結果顯示親職參與各題項

之平均數皆大於 3，表示雙親家庭中父母的親職參與情形皆達到「經常」

以上的程度。其中平均數最高的題項是「關愛與回應這孩子」（平均數

=3.54），說明了雙親家庭父母平常對孩子的關愛與回應頻率最高。而平均

數最低的題項為「幫助這孩子的學習活動」（平均數 =3.29），且標準差

（.62）為構面所有題項中最高，代表父母在參與幫助孩子的學習活動的程

度上差異較大。

表 4為父母在「育兒勞務及生活規範參與」及「親子互動參與」兩類

型親職參與程度上的差異分析，t值為 2.6、p值為 .01（p < .05），有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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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異。效果量小（0.01），表示父母在參與此兩類型親職參與的差異程度

並不大。

表 4

雙親家庭中兩類型親職參與成對樣本 t檢定結果

構面 平均數 標準差 t 自由度 效果量

育兒勞務及生活規範

參與

親子互動參與

3.40

3.41

.55

.53
2.6* 1814 0.01

*p < .05

註：計分定義

1=「很少」是指從來沒有過或平均一星期少於 1次

2=「有時」是指平均一星期 1-2次

3=「經常」是指平均一星期 3-4次

4=「很經常」是指平均一星期 5-7次

三、雙親家庭中父親及母親親職參與程度現況及差異分析

（一）雙親家庭中父親及母親親職參與程度現況

母親親職參與各題項平均數均達 3以上，「照顧這孩子的衣食等生活

基本需求」（平均數 =3.81）、「教這孩子生活常規」（平均數 =3.75）、

「幫助這孩子的學習活動」（平均數 =3.71）、「關愛與回應這孩子」（平

均數 =3.80）、「陪這孩子玩」（平均數 =3.68），代表母親親職參與程度

都達到「經常」以上的程度。在父親親職參與方面，「教這孩子生活常規」

（平均數 =2.99）、「幫助這孩子的學習活動」（平均數 =2.86）頻率在「有

時」至未達「經常」之間；其他題項如「照顧這孩子的衣食等生活基本需求」

（平均數 =3.81）、「關愛與回應這孩子」（平均數 =3.28）、「陪這孩子玩」

（平均數 =3.14），達到「經常」以上的參與程度。綜合上述，母親及父

親在親職參與上參與程度最低分數均落在「親子互動」參與的題項上。

表 5為父親及母親親職參與程度差異分析表，父親及母親「育兒勞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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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生活教養」之參與程度差異分析，t值 35.02、p值為 .000（p <.001），

且效果量大（1.06），表父親及母親示母親在「育兒勞務及生活教養」參

與程度大於父親，且差異程度大。父親及母親「親子互動」參與程度差異

分析，t值 32.79、p值為 .000（p <.001），且效果量大（0.95），顯示母

親在「親子互動」參與程度也大於父親，且差異程度大。

表 5

父親和母親親職參與程度差異分析表

構面 平均數 標準差 t 自由度 效果量

母親育兒勞務及生活規

範參與

父親育兒勞務及生活規

範參與

3.78

3.01

.47

.91
35.02*** 1814 1.06

母親親子互動參與

父親親子互動參與

3.73
3.10

.49

.81
32.79*** 1814 0.95

***p < .001

註：計分定義

1=「很少」是指從來沒有過或平均一星期少於 1次

2=「有時」是指平均一星期 1-2次

3=「經常」是指平均一星期 3-4次

4=「很經常」是指平均一星期 5-7次

（二）雙親家庭中母親及父親參與親職參與程度的差異

雙親家庭中父親、母親參與兩類型親職參與的差異分析，統計結果如

表 6所示。母親在「育兒勞務及生活規範」和「親子互動」參與程度差異

分析，t值為 7.10，p值為 .000（p <.001），效果量小（0.1），表示母親

參與兩類型親職參與的程度差異不大。父親在「育兒勞務及生活規範」和

「親子互動」參與程度差異分析，t值為 6.56、p值為 .000（p <.001），效

果量小（0.1），表示父親在「育兒勞務及生活規範」和「親子互動」參與

程度程度也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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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母親及父親親職參與差異分析表

構面 平均數 標準差 t 自由度 效果量

母親育兒勞務及生活規範

參與

母親親子互動參與

3.78

3.73

.47

.49
7.1*** 1814 0.1

父親育兒勞務及生活規範

參與

父親親子互動參與

3.01

3.1

.91

.81
6.56*** 1814 0.1

***p < .001

註：計分定義

1=「很少」是指從來沒有過或平均一星期少於 1次

2=「有時」是指平均一星期 1-2次

3=「經常」是指平均一星期 3-4次

4=「很經常」是指平均一星期 5-7次

四、親職參與及家庭社會經濟地位對幼兒語言發展之影響

（一）研究變項間相關分析

表 7為本研究各變項間相關分析結果，可知父親及母親的「教育程

度」、「家庭月收入」和「親職參與」各變項與「語言表達」、「讀寫萌發」

有顯著相關，「家庭月收入」和「親職參與」各變項與「語言理解」有顯

著相關。其中父親教育程度和幼兒的「讀寫萌發」相關最高（r=.18），其

次為和「幫助孩子的學習活動」相關（r=.15）；母親教育程度也和「讀寫

萌發」相關最高（r=.14），其次為「語言表達」（r=.12）；「家庭月收入」

與「讀寫萌發」、「語言表達」相關最高（r=.13）。另一方面，「親職參

與」各變項與「語言發展」各變項皆呈現顯著相關，其中「幫助這孩子的

學習活動」和幼兒「讀寫萌發」的相關係數最高（r=.26），而「照顧這孩

子的衣食等生活基本需求」和幼兒「語言理解」的相關雖達顯著，然係數

最低（r=.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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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研究變項間相關係數表（樣本數 =1,815）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父教育程度
2母教育程度
3家庭月收入
4育兒勞務
5生活規範
6學習活動
7回應與關愛
8陪孩子玩
9語言理解
10語言表達
11讀寫萌發

-
.53**

.22**

.13**

.14**

.15**

.13**

.14**

.04

.14**

.18**

-
.25**

.09**

.09**

.08**

.11**

.09**

.05

.12**

.14**

 

-
.01
.05*

.04

.04

.03

.06**

.13**

.13**

 

-
.75**

.68**

.68*

.63**

.14**

.18**

.21**

 

-
.83**

.72**

.71**

.18**

.24**

.23**

 

-
.72**

.75**

.18**

.24**

.26**

 

-
.78**

.15**

.20**

.20**

 

-
.16**

.19**

.22**

 

-
.56**

.49**

 

-
.63**

 

-

*p<.05. ** p<.01. ***p<.001.

（二）測量模式分析

如前所述，依循理論及文獻，為瞭解及比較在「親職參與」構面中，

是否所有的親職參與活動都會影響語言發展，還是僅有親子互動這一類

型參與活動會影響幼兒語言發展，本文將研究模型分成兩個模型進行驗

證性因素分析，以找出最適切的模型。驗證性因素分析結果顯示，模型

1（三因子模式）之適配度指標（χ2/df=3.891；GFI=.989；SRMR=.107；

RMSEA=.040）明顯優於模型 2（五因子模式）之適配度（χ2/df=10.202；

GFI=.960；SRMR=.091；RMSEA=.071），除 SRMS略大於 .08外，其餘

指標皆符合 Hu與 Bentler（1999）的標準，顯示三因子為解釋家庭社會經

濟背景、親職參與對幼兒語言發展之適配模型，因此本研究以三因子模式

進行後續因果路徑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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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驗證性因素分析

χ2 df χ2/df GFI SRMR RMSEA

三因子模式

五因子模式

93.380
418.295

24
41

3.891
10.202

.989

.960
.107
.091

.040

.071

（三）親子互動參與、家庭社會經濟背景及幼兒語言發展之關係

「親子互動參與」和「家庭社會經濟背景」與「幼兒語言發展」之結

構方程模型分析結果，如圖 2所示。圖 2各潛在變項的所有因素負荷量均

達 .61以上（除了家庭月收入因子僅 .33），顯示三個潛在變項對各因子均

有很好的解釋性，也代表所建構的因素之效度良好。

在因果路徑上，各標準化迴歸係數都達到顯著，其中「親子互動」參

與對語言發展的標準化迴歸係數（β）最高為 .27，表示「親子互動」參與

對幼兒語言發展的影響力最大，父母在「親子互動」參與的程度愈高，幼

兒的語言發展愈好；其次為家庭社經背景對親子互動參與的影響力（β）

為 .18，表示家庭社經地位愈高，其親職參與的程度也愈高；家庭社經背

景對幼兒語言發展的影響力（β）為 .17，表示家庭社經地位對幼兒的語言

發展有一定的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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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親子互動參與、家庭社經背景與幼兒語言發展之結構方程模型

*p<.05. ** p<.01. ***p<.001.

五、親子互動參與對家庭社會經濟背景及幼兒語言發展之中介關

係

本研究以 Baron與 Kenny（1986）建議的檢驗條件計算中介效果，計

算各潛在變項間路徑係數的顯著性與大小。家庭社會經濟背景單獨預測幼

兒語言發展的路徑係數為 .27，在模型加入中介變項（親子互動參與）後，

家庭社會經濟背景對幼兒語言發展的路徑係數變小（.17），顯示家庭社會

經濟背景確實能夠透過親子互動參與的中介效果，對幼兒語言發展產生影

響，其中介效果為部分中介。

五、討論與建議

本研究旨在應用臺灣幼兒發展調查資料庫來瞭解 36月齡幼兒所處雙

親家庭的親職參與、家庭的社會經濟背景及幼兒語言發展三個面向的現

況，建構出最可以代表這三個面向的因果關係模式，並確認親職參與及家

庭的社會經濟背景對幼兒語言發展的影響路徑和強度，及親職參與在家庭

關愛與回應
這孩子

幫助這孩子的
學習活動

陪這孩子玩

親子互動參與

家庭社經
背景

語言發展

父親教育程度

母親教育程度

家庭月收入

語言理解

語言表達

讀寫萌發

.70 .74 .81

.18*** .27***

.17***

.72

.72

.33

.65

.84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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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經濟背景和幼兒語言發展影響關係中是否扮演中介角色。

首先，透過理論依據，本研究將親職參與分為「育兒勞務及生活規範」

參與和「親子互動」參與兩種類型。分析結果發現雙親家庭中，父母在兩

類型親職參與程度差異不大。可知雖然現今社會的人口結構、家庭型態及

家庭經濟結構已有明顯改變，父親的參與程度增加許多。然而，母親在兩

類型親職參與之程度皆大於父親，表示母親仍為幼兒的主要照顧者，呼應

近年來的研究結果。雖然雙薪家庭比率提高許多，母親仍是以孩子為中心

的照顧者，母親親職參與的頻率還是高於父親（洪惠芬，2015；陳家鳳等

人，2016）。

在父親親職參與方面，本研究發現和過去相關研究有不同之處。過

去研究指出，父親在親職參與的角色趨於隱性，在親職參與中常出現「父

親缺席」的現象（張再明，2006）。而近年來研究則提到父親在親職參與

中多是「陪玩者」的角色，是孩子的最佳玩伴（邱珍琬，2009；涂妙如，

2007；Lamb, 2010）。汪慧玲與沈佳生（2014）對北、中、南各兩個行政

區總共 180位新移民家庭國小學童家長進行親職參與問卷調查，研究結果

指出父親在「經濟支持」和「關懷引導」參與頻率為「偶爾如此」，在「管

教照料」和「課業指導」方面頻率為「不常如此」。蔡銘津與李雅鈴（2015）

探討父職參與現況也發現，父親在參與「關懷溝通」、「生活照顧」、「休

閒活動」及「學校活動」平均僅有中度參與，且會參與「學校活動」的父

親佔最少數。而本研究透過分析全臺隨機抽樣之大樣本資料，發現 36月

齡幼兒所處雙親家庭中父親在「育兒勞務和生活規範」和「親子互動」兩

類型參與平均數上達到「經常」以上的程度，顯示近年來雙親家庭中父親

在「育兒勞務和生活規範」和「親子互動」參與程度有所提升，和過去研

究比較是有成長的。

透過三因子和五因子模式分析結果發現，由「親子互動」型親職參

與、「家庭的社會經濟背景」及「幼兒語言」發展三個構面所建構的結構

方程模式的適配度指標是最佳的。在影響幼兒語言發展的路徑上，親子互

動參與及家庭的社會經濟背景兩個因素都會影響幼兒語言發展，其中父母

的親子互動參與對幼兒語言發展的影響力最高，家庭社會經濟背景次之。

此結果有別於以往相關的研究著重在廣泛性親職參與對幼兒語言發展的影

響（Bush & Bonachea, 2014; Chao et al., 2006），本研究明確地指出「親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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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中的「親子互動」參與是直接影響幼兒語言發展的最主要因素。此

結果呼應社會互動論的觀點，人類的語言功能會隨著社會互動的刺激而提

高，與環境的交互作用是幼兒語言發展的關鍵因素。因此，在幼兒時期，

若父母親除了提供基本的「育兒勞務及生活規範」參與，若能付出多一點

的時間在「幫助孩子的學習活動」、「關愛與回應孩子」、「陪孩子玩」

等親子互動參與活動上，對幼兒的語言發展將會產生助益。此外，在親職

參與對家庭社會經濟背景和幼兒語言發展的中介關係中，分析發現親子互

動參與的影響屬於部分中介，表示家庭社會經濟背景會透過親子互動參與

進而影響幼兒語言發展。綜觀上述，雖然幼兒家庭的社會經濟背景短期是

無法改變的，但是若能輔導低家庭社會經濟背景的父母增加親子互動參

與，對幼兒語言的發展依然可以帶來正向的助益。

本研究為國內首次以全臺灣代表性樣本探討親職參對幼兒語言發展影

響之研究，並利用結構方程模式找出影響幼兒語言發展的因果關係模式。

研究結果發現「親職參與」中的「親子互動」參與是影響幼兒語言發展的

最主要因素，建議父親及母親在親職參與時可增加在「親子互動」類型上

的參與，例如多參與孩子的學習活動、多關愛與回應孩子，多陪孩子玩。

也建議教保人員可透過活動設計，鼓勵幼兒家長與幼兒進行親子互動，以

促進幼兒的語言發展。此外，本研究發現父親親子互動參與的程度低於母

親，建議父親多分擔一些親職參與活動，特別是「親子互動」上的參與，

如此將有助於幼兒的語言發展，奠定好幼兒未來學習成長的基礎。

在研究限制及建議方面，根據 Pace等人（2017）親子互動中介家庭

社經背景對語言發展影響之國外研究回顧，在親子互動影響變項中，母親

的敏感性或互動的具體特徵（例如特定情境的互動參與、手勢、對話流暢

度和連貫性）也是預測幼兒語言能力的指標。受限於幼兒發展資料庫僅蒐

集問卷資料，本研究僅能針對親職參與類型及頻率進行分析，且內涵為較

為廣範之定義（育兒勞務及生活規範、親子互動）。未來若能對更多的親

子互動具體特徵進行資料收集及分析，能更深入瞭解國內親子互動之品質

對幼兒語言發展影響路徑，對於父母在親職參與時可採用的具體作法，也

可提供更多可參考之建議。此外，本文研究對象為雙親家庭，因此本研究

結果之推論對象也僅限於雙親家庭。近年來單親家庭、隔代教養家庭日益

增加，社會家庭結構也隨之改變，後續研究可以探討不同型態家庭之親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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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及幼兒語言發展的關係。再者，本研究僅針對 36月齡幼兒資料進行

單一波次的分析，建議未來研究可使用跨波次的資料，對親職參與和幼兒

語言發展之關係進行長期縱貫性的因果研究。另外，本研究分析資料使用

KIT之家長問卷資料，建議未來研究可以加入 KIT教保人員或親友之問卷

資料，或是對幼兒進行的發展個測資料進行更完整的研究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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