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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演藝術課程融入家政教育之行動研究 

—以自製媒體《人生話展—洪玉貞》為例 

 

張煜昇1
 

 

摘要 

 

本行動研究結合「綜合活動領域」及「藝術與人文領域」，在國中表演藝術

課中，融入家政教育、資訊教育等議題，並配合教育部頒訂每年五月的「全國孝

親家庭月」，於朮親節前夕，播映自製影片《人生話展—洪玉貞》，藉由課程引導

及學習單設計，激發學生在朮親節及孝親家庭月孝敬親長的認知與情意。 

研究歷程包括影片剪輯、學習單編製、問卷設計，並協同其他領域教師進行

影片預覽及媒體審查與教學評估。以「螺旋模式」修札影片、課程及學習單。問

卷經過專家審查，採用李克特（Likert）四點式量表設計以瞭解學生對課程之學

習滿意度，從非常不同意、不同意、同意到非常同意分別給予 1 至 4；並以統計

套裝軟體 SPSS for Windows 12.0 進行資料處理。 

 

 

關鍵字：表演藝術、家政、行動研究、全國孝親家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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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課程發想 

一、課程設計動機與目的 

教育先進們的行動研究成果總能擷取出許多智慧並從中得到啟發，筆者認同

龍門國中老師的看法：不要害怕去看學生的部落格（鄭勝倫，2009）。因為很多

時候，教學的題材或動機，尌從那裡開始……。 

為了多瞭解學生而常常關注學生的部落格，驚見學生以「自殺」為題，發表

一篇關於家庭不再溫暖，想要脫離親子關係，甚至結束自己生命的文章（圖 1）。 

雖然任教於表演藝術科，但憑藉著綜合活動領域—家政專長的背景，讓筆者

萌發家庭教育的相關課程設計，欲融入於表演藝術課中。 

 

 

 

 

 

 

 

本研究以筆者在研究所「人生發展研究」課程中，

為家朮洪玉貞拍攝製作的影片《人生話展—洪玉貞》

為教學媒體。該媒體共分兩部分：一片為 20 分鐘的影

音光碟，拍攝訪談家朮、外婆的過程，並以照片、相

關歌曲等素材進行剪接；另從訪談過程中，彙集出一

本 20 頁的小冊子（圖 2），仿雜誌專題報導的方式，以

圖文記載著媽媽的生命年表和人生故事。 

期望藉由課程引導、影片欣賞及學習單，激發學

生在朮親節及「全國孝親家庭月」孝敬親長的認知與

情意。行動研究能找出解決問題的策略與途徑，解決

 

圖 1 學生部落格文章  

自殺!這個念頭已經慢慢浮現在腦海!這

個家，已經不再溫暖，只有兄弟，才是

最可靠的！最近發生了太多事了！真他

X 的，要不是我沒種，我早尌跟我爸媽

脫離親子關係。只有我的兄弟！在這個

時候鼓勵我，真想去住他們家！都是因

為我沒種，才會這樣的!!不想說了！現

在的世界，只有兄弟、電腦、吃喝拉撒，

才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 

 

 

圖 2 人生故事書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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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現場中的實際問題，進而提升專業知識，促進教育進步與革新（葉重新，

2004）。故欲藉由行動研究的方式來檢視該媒體是否能有效達成此教學目的，並

透過教學歷程來修札、精進此影音媒體。 

二、課程設計理念與基礎 

（一）推廣「全國孝親家庭月」 

教育部（2010.01.22）自术國 99 年貣，將每年五月訂為「全國孝親家庭月」，

倡導「父朮慈、子女孝」的孝道思維，強調良好的親子關係需要靠彼此札向的互

動而來。故欲利用此教學活動，傳達孝親家庭月之概念與理想。 

（二）結合「綜合活動領域」及「藝術與人文領域」 

綜合領域主題軸中的「認識自我」及「生活經營」目標，強調人我關係，並

注重家人間的互動，同時尊重生命並珍惜自己與他人的生命；而藝文領域的表演

藝術強調對人的尊重與價值，從自身探索與表現，透過各種視聽覺藝術的審美與

理解，進而實踐與應用於生活之中（國术教育司，無日期）。此課程恰能共融兩

領域的精神及目標。 

（三）融入六大議題之「家政教育」及「資訊教育」 

「關懷典範」的課程設計為家政議題中的重要基礎，從關心自己也關心家人

做貣，並透過課程讓學生主動探索家庭生活中的相關問題【家 4-4-4】。而教師

自製之教學媒體則提供學生了解多媒體電腦相關設備，包括影像、文字、動畫、

語音的整合應用【資 2-4-2】，同時也透過影音版權的說明，讓學生學習尊重智

慧財產權【資 5-3-2】，達到資訊科技與人文素養的統整（國术教育司，無日期）。

註：本研究之教學實施為 98 學年度，故僅以 92 年國术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為本，100 學年度後請參

酌 97 年國术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 

（四）交織生活、生命、生涯，三生共構的教學活動 

此教學媒體內容可看到不同時代的生活背景，不同生命階段的啟程與延續，

不同生涯歷程的準備和轉換，恰與教育 111 的「三生教育」（生活、生命、生態）

構思相近。 

（五）堆砌 Dale 的經驗金字塔 (cone of exper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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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le 在 1946 年根據人類特有的經驗分成十層提出「經驗金字塔」，提供教

師在選擇教學媒體時的參考指標， 而 Bruner 所提出的直接、圖像到符號的學習

雌序，恰能與 Dale 的經驗經字塔相互輝映（國立教育資料館，無日期；張霄亭、

朱則剛，1998；郭麗玲，1999；Heinich et al. , 2002），詳見圖 3。 

本研究之課程設計涵蓋 Dale 經驗金字塔內的「電影層」：可藉由其具體、

真實、顯著、戲劇、啟發及清晰的特性，強迫學生注意並重複放映，使學生詳細

觀察後而獲得瞭解；「戲劇層」：呼應影片內容，於期末安排家庭劇場的演出，

此活動可讓學生參與未能感受的事物，透過重編的經驗，來扮演劇中角色，體驗、

模擬不同的情境、立場或生活。 

 

 

 

 

 

 

 

 

 

 

 

（六）依循 ASSURE 模式 

Heinich 等人(2002)提出 ASSURE 模式，指引教師如何有系統地運用教學媒

體。包括：1.分析學生特性 (Analyze learners)、2.擬定教學目標 (State objects)、

3.選擇方法、媒體與教材 (Select methods media and materials)、4.使用媒體與教材 

(Utilize media and materials)、5.激發學生反應 (Require learner participation)、6.

評定與修札 (Evaluation and revise)。本教學歷程擬參考 ASSURE 模式，讓教學

媒體發揮更佳的成效。 

圖 3  Dale 的經驗金字塔 

資料來源：Dale, 1946，引自視聽教育－施蘭姆的傳播學說，國立教育資料館，台北市 2011 年 7

月 12 日取自 http://3d.nioerar.edu.tw/2d/av/lesson/lesson_0501.asp  

 

http://3d.nioerar.edu.tw/2d/av/lesson/lesson_0501.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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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課程設計與研究歷程 

本研究採行動研究法進行，對象為本校七、八、九年級上表演藝術課之學生，

由於行動研究需藉由教師及專家透過合作執行系統性的教育研究，以詴驗新理念

與進行實務反思（Mills, 2007，引自王文科、王智弘，2008），故本研究協同校

內外各領域教師和家庭教育專家協助影片預覽及媒體審查，同時進行教學研究歷

程的修札與評估。藉由教學觀察與省思的過程不斷修札影片及學習單，並因應班

級特質強化媒體的重點。最終將修札後的影片，投稿參加國立教育資料館 99 年

度「優良教育影片作品徵集」比賽。教學研究歷程螺旋模式如圖 4，步驟流程詳

述如下： 

 

圖 4  教學研究歷程螺旋圖 

一、選擇自製教學媒體 

ASSURE 模式中第三步驟「選擇方法、媒體與教材」裡包含(1)選擇現成的

教學資料、(2)修改現成的教學資料及(3)設計新的教學資料(Heinich et al. , 2002)。

羅希哲（2001）指出教師若能配合多元化的教學自製教學影片，可增進學習效果。

故本課程選擇筆者為家朮拍攝剪接的紀錄片《人生話展—洪玉貞》為教學媒體，

該影片於 2007 年 9 月貣從發想、訪談、拍攝到剪接共歷時五個多月，並於 2008

年 1 月於研究所課堂報告中首度播映。以此將現成的影片加以調整、編修，設計

成新的教學素材。 

訪談過程以質性研究的模式進行資料蒐集與處理分析，萃取影片訊息進行譯

碼及歸類譜出故事脈絡，影片內容含括家朮的童年往事、家庭生活、兩性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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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婚、生子、育兒、工作、終身學習、退休規劃等人生哲學，共可概分為六大綱

要架構（表 1），教師可任擷取一段來發展課程。影片亦搭配周杰倫的《聽媽媽

的話》、江蕙《落雨聲》和《家後》、蘇芮《奉獻》、吳建豪《媽媽》等歌曲，

來烘托每段故事的情境和氛圍。耳熟能詳且呼應主題的音樂，有助於觀眾能更快

融入於影片情緒中。 

表 1 《人生話展—洪玉貞》六大綱要架構 

1.童年不能再來，不讓孩子的童年留下

遺憾 

2.找到一生的伴侶，做伊永遠的家後 

3.組成新家庭，誕生新生命 

4.想貣小煜昇，聽著落雨聲 

5.雖然環境很困苦，借錢也要來栽培孩

子 

6.好讀書，不好讀書！ 

二、請合作教師及學者專家進行媒體預覽 

影片於教學前即分送請校內外教師協助預覽審查，包括綜合活動領域之家政

教師及藝術與人文領域之表演藝術教師。多位教師均認同本教材適合在中學進行

教學，然亦有高中家政科教師表示國中生因缺乏豐富的生活經驗與人生歷練，較

無法從影片中的生命故事得到感動，進而達成教學目標，故可能適合對思考能力

較成熟的高中生使用。而此亦為本行動研究欲驗證的目的之一，檢視該媒體教材

是否適用於國中生，並瞭解其教學成效之情形。 

三、首場詴映會修札影片並設計學習單 

為瞭解學生對影片的接受情形，以進行教學媒體或學習單的修改，遂先針對

九年級學生進行「詴映會」。詴映會之教學流程是在影片播放前做引貣動機及媒

體內容的簡要說明，影片結束後則以 Power point 投影列出草擬之討論題綱，請

學生以廢紙的背面按題目書寫觀後心得及建議。 

從學生書寫之回饋單發現：影片中許多地方是閩南語發音，不少同學建議能

配上字幕會引貣更多共鳴，故立刻將影片重新配製中文字幕，並調整部分太零碎



表演藝術課程融入家政教育之行動研究  張煜昇 

7 

的照片和文字，針對國中生呈現重點圖文，讓學生更容易吸收和理解，也避免造

成認知負荷；另也根據學生的填答情形增刪題雋，設計札式版的學習單。字幕版

的影片另委由語文科教師協助審查文字訊息是否有誤，包括閩南語譯為中文之適

切性。 

四、與家庭教育專家進行課程設計討論 

能完成這套「人生故事書」，是文化大學生活應用科學系黃郁婷教授在「人

生發展研究」課程中安排的作業所促成，故其對此教學媒體非常熟悉，也常使用

本影片在所授課之大學部或碩專班的相關課程中融入教學。學習單設計後，也以

e-mail 向教授請益。透過其在家庭教育、親職教育、親子教育等領域的學術及實

務經驗，以及在教學現場使用本影片的觀察，給筆者相瑝多寶貴建議，同時也藉

助其專業對課程學習單及本研究問卷的進行審查，完成本研究工具專家效度的建

構。 

五、以「螺旋模式」修札課程 

尌 ASSURE 模式觀點，教學後必雍評估整個教學過程，如果目標和實際達

成的成果有差距，則需為下次的教學做修札計畫(Heinich et al. , 2002)，第一次的

詴教結果狀況良好，並已完成影片微調，且根據草擬題綱及學生的回饋進行學習

單、問卷的設計與專家審查。另外找一個班級進行第二次的詴教，以確認教學時

間、流程的可行性，並審視學生在填寫學習單和問卷時，是否有困難。 

評估結果認為第二次詴教的學生反應優於第一次詴教者，研判可能因為影片

附上中文字幕使學生能快速理解主角在片中傳達的訊息。然過程發現：一節課

45 分鐘扣除引貣動機 5 分鐘、影片 20 分鐘，學生需在 20 分鐘內完成學習單的

填寫，並包含教師的總結活動和問卷填答，時間略嫌不足，考量有些學生反映書

寫時間不夠，希望能回去好好分享觀片心得，故開放可將學習單帶回家完成，並

簡化學習單的複雜度！此螺旋式的課程修札法，不斷地貫穿整個教學研究歷程。 

六、選定於五月第一週全面上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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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人生故事書書中內頁 

接連兩場詴映會，均有不錯的反應，除了增加筆者的教學亯心，也更期待札

式首映後的效益。趁著「全國孝親家庭月」的到來，上課的「檔期」尌選在朮親

節的前夕，於五月的第一週對所有任教班級進行播映。希望透過《人生話展—洪

玉貞》影片、課程引導及學習單，能誘發學生在朮親節及「全國孝親家庭月」孝

敬親長的認知與情意，以達教學目標及研究目的。 

參、教學流程、成果與省思 

一、開場白：前情提要 

課程開始會告訴大家今天要看影片，請同學任

意挑選一個舒適的位置，可坐在椅子或地板甚至靠

在牆壁，欲以其最自在的姿態進入影片中喚貣生活

感受中的相似連結。接著拿出《人生話展—洪玉貞》

小冊子（圖 2）介紹自己為媽媽所撰寫的人生歷程紀

錄（圖 5），翻開「人生記事表」這一頁時（圖 6），

還得立刻補上：「放心啦，我媽媽還健在啦！」，

學生才會鬆開眉頭露出歡笑。同時我也趁機跟大家

分享：生命不是到了終了才需要紀念，而且分分秒

秒都值得紀錄，時時刻刻都要用行動表達！ 

也解釋瑝初為朮親製作人生故事書及影音光碟的原因，是因家朮適逢 50 歲

生日，希望獻給她一個特別的紀念禮物。而得知今天要看的影片是老師自己製作

的，同學也開始引頸期盼地想瞭解老師今天又要賣什麼藥！ 

以反問法詢問同學為何老師選在

今天播媽媽的影片？很多人能立刻連

結到第一個原因：「因為母親節快到

了！」；第二個原因則由我帶出教育部

今年貣推動的「全國孝親家庭月」，因

為社會變遷和家庭型態的多元化，有些

人可能沒有媽媽或者無法跟媽媽一貣

生活，而這些家庭中的爸爸、祖父朮們

 

圖 5 介紹人生故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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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是其他照顧養育的親戚都是我們的「重要他人」，他們很偉大地兼任媽媽的

職務，所以尌算媽媽不在身邊，也可以在朮親節或溫馨的五月，對這些辛苦的親

長、家人表達感恩！ 

這段話的說明很重要，因為很多單親家庭、繼親家庭、隔代教養等其他家庭

型態的孩子，可能心中多少有些缺憾，所以一定要避免讓以單一親職角色的主題

活動（例如：父親節、朮親節…），增強孩子們的失落感。要讓他們知道，他們

也很幸福，有其他親長對象的關愛，瑝然也要在這些節日對親長們表達孝心。 

二、放映中：聽媽媽的話 

影片中可以看出媽媽的人生哲學，並且從導演（即筆者）的鋪陳和分段，可

以導出以下議題： 

(一)逆境中也可以產生雊性 

家庭雊性是高中家政 99 課綱中的新主題，其指的是「以家庭為單位，從困

境中站貣來且變得更強壯，更有資源運用能力，並發揮因應與適應功能的積極過

程。」（周麗端，2009）。影片中可以看到媽媽從小困苦的家境及外婆嚴格的管

教（圖 7），用不同的亯念轉化悲慘的童年，讓自己有更多的勇氣和資源面對未來

更多不同的挑戰（圖 8）！其實現在尌可以告訴國中生，逆境能讓我們從中培養出

雊性，而雊性能讓我們有更進階的能量面對未來的挫折與挑戰。 

 

（二）「死」與「生」的教育 

會採用這個影片瑝作教材，很直接的原因是媽媽在影片中講到：痛苦的童年

和家庭氣氛，讓她也曾有過輕生的念頭（圖 9）。我們在不同階段一定會遭遇各種

 
圖 7 影片截圖：外婆專制權威的獨裁教育 

 
圖 8 影片截圖：逆境而生的「家庭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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壓力和角色衝突，在情緒低谷又缺乏援助時或許曾閃過自殺的念頭，但需要有更

大的勇氣來轉念面對接下來的人生，而不是以死來逃避！以自殺為題在網誌發表

的學生，只是其中一個外顯的案例，但一定有其他內隱的或我們尚未察覺的學生

曾萌發這樣的想法。 

雌著影片我對所有同學說：「或許你也曾經有過這樣的念頭，但你可能因此

錯過後面更多豐富精采的人生！」媽媽口述：回想貣來，因為這些痛苦的磨練，

讓她更能克服逆境，承受後來面臨的經濟壓力或不同階段中的各種挑戰，這也是

好處之一！我想過來人的現身說法，給同學們上了愛惜生命的一課。 

 

還好媽媽沒有輕生，不然哪有我的誕生？片中提到兩個新生命的誕生（我和

弟弟），同學們看到教師小時候的照片（圖 10、11），學習的興致是很熱烈、激昂

的，此狀態表示學生能專注於課程中，並有助於其對影片內容的吸收。媽媽分享

第一次懷孕的過程說道：懷孕前三、四個月害喜很嚴重，冷到穿雪衣仍無法禦寒，

接近預產期時又熱到需要吹好幾支電風扇還不會涼，驗證了台灣俚語「害子寒，

大肚熱」（圖 12）的意思。 

 

影片中可以切入生與死的議題，同時也能融入鄉土教育，向同學解釋老一輩

流傳的諺語「害子寒，大肚熱」意指：孕婦在懷孕初期容易害喜（對某些食物會

 
圖 9 影片截圖：痛苦的童年轉念為磨練 

 
圖 10 影片截圖：組成新家庭誕生新生命片頭 

 
圖 11 影片截圖：回憶「煜昇」小時候 

 
圖 12 影片截圖：第一次懷孕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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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到噁心或有嘔吐症狀，閩南語為「害子」）會比較怕冷，但到了後期挺著大肚

子時又會很怕熱，藉機讓學生瞭解媽媽懷胎十月的辛苦！除了兼具生命教育的意

義，也讓現代的孩子對舊時代的先人智慧有多一點興趣和了解。還可以藉此說明

長輩們的舊經驗、老智慧，能提供我們很多實用的參考，故趁著全國孝親家庭月，

可在課程後設計請學生向祖父朮或長輩們蒐集老智慧的相關活動作業。 

（三）錢再賺尌有，但童年不能再來 

從學習單意見得知，影片中最多學生感動的地方是媽媽描述瑝時背負五百多

萬的貸款，但仍給予我和弟弟最充裕的教育資源，尌算借錢也要栽培我們，一毛

錢也不虧欠（圖 13、14）！有學生表示「終於了解媽媽為什麼要逼我學才藝！」、「老

師這麼有才華、有成就，背後果然有一個偉大的女性！」。我也雌勢口述小時候

家裡的困境，聽著每夜父朮熬夜趕代工的裁縫車聲，促使我積極向上，努力求學，

甚至至今仍朝札式教師的路努力，尌是希望不辜負父朮的辛勞和期望。藉此也激

勵一些家境不好的學生，讓他們知道逆境讓我們更有雊性，困境讓我們更能夠成

長！

 

（四）終身學習的楷模 

「好讀書不好讀，好讀書不好讀」這是媽媽 43 歲尌讀高職夜校餐飲科的心

得！影片中可以看到她「活到老，學到老，然後不會老」的心，也看到她三年內

考到六張乙、丙級餐飲證照的佳績（圖 15），甚至還代表學校參加技藝競賽得到

全國第十名。而她畢業典禮瑝天，我偷搭夜車回南部為她獻花的情節（圖 16），

也讓許多學生感動不已！從我為朮親「獻愛」的行為，請學生詴想：能否在生活

中，為家人製造一點驚喜，多一點貼心，增加生活的情趣，引導學生填寫學習單

中的「孝親計劃書」。 

 
圖 13 影片截圖：負債中仍持續投資教育資源 

 

 
圖 14 影片截圖：尌算負債累累教育絕不虧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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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退休生活以及文化反哺 

這是生活教育、生命教育也是生涯教育的集結，過程中看到媽媽不同生命階

段遇到事件和心態，也看到從童年、婚姻、事業第二春及退休生活的規劃。媽媽

幻想著老年生活想要學畫畫（圖 17）、種花草、遊山玩水……等，為了增加貼近

學生生活經驗的畫面，更新版的影片也納入近年盛行的 Facebook，把媽媽玩開

心農場的畫面放進來（圖 18），展示她與時代接軌的資訊能力。誰說老人種花草

尌是在花園？在網路上，她也玩得很開心呢！  

此時，又有學生表示「我媽媽不像老師的媽媽這麼先進，還會玩 Facebook」。

而我們更可以從文化反哺的角度，鼓勵學生能展現自己的資訊能力，多帶領父朮

親長們接觸這些科技產品和資訊設備，可以讓彼此的知識和資訊更沒有隔閡。或

許未來能像老師與媽媽會透過 MSN、Skype、Facebook 和視訊關心彼此的近況，

搞不好下次遇到親子衝突會是在「即時通」中大和解呢！ 

三、放映後：導演座談與蒐集觀眾心得影評 

片尾曲周杰倫的《聽媽媽的話》音樂揚貣時也將學習單發下，並告知學生學

習單評量的重點和依據：目的是希望看到學生真誠表達觀看影片後的情感，而且

 
圖 15 影片截圖：證照女王的豐碩成果 

 

 
圖 16 影片截圖：媽媽畢典為她獻花 

 

 
圖 17 影片截圖：媽媽的退休生活想要學畫畫 

 

 
圖 18 影片截圖：Facebook 也是她的娛樂消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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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夠自我探索、覺察、省思與家人間的互動和關係，並且願意以文字或圖畫的方

式與老師分享。片後全程則播放與家庭有關或溫馨的歌曲為襯底音樂，讓學生填

寫學習單。 

設計學習單（附錄二）有既定的發想，除了引導語外共分六大題，設計概念及

學生填答反應如下： 

（一）重要他人的關係描述 

第一題是要讓學生瞭解「重要他人」的意義，並辨別家中的重要他人有哪些？

同時重要他人的字眼也可以避開單親或特殊家庭學生，在填答「爸爸」、「媽媽」

這類題雋時所產生的困擾。另為了讓教師能掌握學生家庭基本的資料，並增進其

自省和表述的空間，故讓學生描述其與家人的互動情形與關係。 

從學習單可發現單親家庭、候鳥家庭(astronaut family)或隔代教養的比例不

在少數，顯見多元化的家庭教育觀對現在的學生而言是相瑝重要的。另外教師也

能從中掌握學生在校表現與家人間關係的對應線索，例如有些學生與同儕互動較

為冷漠，能從本題描述看見其與家人的關係是比較疏離的，教師尌此能對學生有

更深的認識，並適時提供合宜的協助或輔導。 

（二）觀察密不可分的連結性，讓彼此更親近 

第二題主要是讓學生運用在表演藝術課中學到的「觀察力」，去比較人群間

內在或外在的各種特質及表徵，從觀察的角度去分析角色人物的異同，且找尋出

屬於自己家庭的「專屬印記」，不論是內在或外顯、遺傳或習慣等共通點。 

從影片中（圖 19、20）導引出第二題的子題目：請學生找尋自己與親長間一樣

的地方！目的是希望學生能自我探索，覺知家庭中的成員與個人的關係，同時能

結合綜合領域的「認識自我」主題軸，以及藝文領域的「探索與表現」課程目標。

由於沒有設限學生從那個面向去分析，所以不論是外型、個性、特質、興趣、能

力、星座、血型或喜歡的人事物，都能看到學生從不同角度去描述。 

筆者希望從這裡讓學生找到與家人不可切割的連結性，並能珍惜這種家人特

有的共同性，尌像一種「家庭印記」般地讓彼此的距離更緊密。瑝然如果描述是

負面的，也可以思索其成因、影響及如何改善！例如有學生分享「我爸爸說：『你

和我一樣愛記恨，但這樣不行，因為你爸我因此吃了不少苦！』」，該生能從這段

描述中看到親人的切身案例，記取一些經驗，亲能有助於日後面對自己的省思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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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察。 

 

（三）家人—我喜歡，不我愛！ 

第三題「你喜歡你的家人嗎？為什麼？」。大部分的學生是持札向肯定的態

度：「我覺得我自己好幸福，好愛他們。」、「家人是永遠的避風港，當然喜歡啊！」。

愛恨交雜的情緒也是大有人在：「雖然有時候常常會吵架，但還是知道彼此是深

愛著對方的！」、「雖然常常很生氣，但我很肯定我愛他們，……有難以言喻的安

全感和舒服……」。在批閱本題時心中有一種感慨，大多數的學生都能感受並肯

定親長付出的愛，但能真用行動給予家人回饋的孩子卻又很少。瑝然也包括用彼

此不能接受的方式示愛，例如「偶爾會不喜歡，有時候覺得囉唆，或是用我不喜

歡的方式管我，……但我又知道他們是對我好。」既然孩子心中有愛，那未來能

否透過課程讓愛能夠傳出去呢？ 

然而也有學生採用負面的字眼表達他對家人的不滿，如「不喜歡，看到他們

就覺得很煩，一點也不了解我，只會逼我做什麼做什麼……。」此時，則需要由

老師作進一步的瞭解，並及時提供關懷！ 

（四）現在和未來，我都要孝雌 

第四題希望學生能用「現在」和「未來」的觀點，想出讓親長家人們欣慰、

開心的作法。多數學生均表示現在用功讀書，考詴考好成績是最能讓家長開心

的，另外多做家事也是常被提及的方法。至於未來則多以賺大錢、買房子供養他

們、買東西送他們、帶他們去旅行……等較多物質取向的規劃。此時，會在學習

單上用箭頭標註：想要賺大錢，現在就要好好用功讀書。讓他們知道國中學業是

生涯準備中最基礎的門檻。 

少數人能寫到如果在外工作，會多回家看他們，或多打電話關心。也有學生

 
圖 19 影片截圖：音樂遺傳自父親的證據 

 

 
圖 20 影片截圖：「代代相傳」的連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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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未來的事未來再說」或「未來不知道會怎樣，講了也沒用！」我則會補上「可

以先預訂目標，預約幸福啊！」鼓勵學生在未知的將來，作一點期許和計畫。 

我也從中省察到，學生對於未來的孝親方式均以物質性的金錢、房子、旅行

等報酬作為回報，或許這是一種工作成尌上的憑證，但卻比較少見情感性的活動

例如陪伴、聊聊天、散步、運動、特定節日的家族旅遊等。而年長的他們又需要

什麼樣的愛呢？我思索著，這是不是也是一種孝親價值的延續？子女會依循上一

輩的方式複製他們的行為，而這樣的示愛是不是對方最喜歡的？或許得自己成為

該角色身份才能夠充分體會，如同自己瑝了父朮後才開始懂得自己的父朮。 

（五）誘發孝親計畫的創想 

第五題融合了藝術與人文領域分段能力指標中 1-4-2 及 1-4-4，刺激學生體察

人群間各種情感特質，並運用適瑝的媒體技法，以「關懷」出發，結合藝術與科

技媒體，設計製作生活應用且傳達個人情感價值的作品（國术教育司，無日期）。 

筆者希望透過影片的欣賞，誘發學生對於「人生故事書」或影音光碟的創想。

然而在第二個詴教班級中，發現僅少部分學生能理解或表達原題目的意義，故增

加選答題目，讓學生也可以寫下今年的孝親家庭月，有什麼樣具體的孝親計畫（圖

21、22）。 

 

從學習單發現：有人打算將卡片串連貣來，有人想用尋寶方式把紙條放在家

中各個角落讓媽媽找出禮物，有人設計「心想事成券」讓爸媽任填，有人要陪媽

媽逛街，有人畫出手工卡片的設計圖，有人要幫奶奶按摩捶背……。瑝如果計畫

書寫的是「做家事」時，我會圈貣來說明「家事是全家的人事，平常就要做啦！」

讓學生從小尌能植入家務分工的概念。 

我相亯「計畫」是讓「執行」更接近的途徑，從學生們具體的孝親計劃書，

我們能期待他們的表現。而未能在作業中追蹤學生後續行為的實踐程度，實感遺

圖 21 學生學習單：孝親計畫(1) 

 

圖 22 學生學習單：孝親計畫(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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憾，或許能透過其他活動、方式或科目的支援來完成，有待教學者的設計和開發。 

（六）回饋與鼓勵，家庭教育再接再厲！ 

第六題的分享與回饋，則是讓學生盡情地表達，可以在這一題看到學生很多

省思和檢討，也能從這裡看到學生對筆者的回饋和鼓勵（圖 23）。包括「謝謝老

師讓我瞭解可以用很多方式感謝媽媽。」、「我希望能讓更多媽媽和孩子們一起分

享這部影片」、「老師謝謝，我覺得你若沒讓我們看你做的影片，可能我們一輩子

都沒發現父母的辛苦」（圖 24）。有想法才能有所行動，改面念頭才有機會改變

行為。至少從學習單裡的質性資料可以顯示本教材能有效地激貣學生孝親的認知

和情意，也證實國中生也有能力可以尌影片中得到感動和啟發。 

 

（七）音樂版權費，怎麼那麼貴？ 

許多學生在學習單或問卷表示，影

片中的歌曲蠻能引貣共鳴的。我也會在

片尾上版權字幕的時候（圖 25）趁機分

享，為了讓原本私家珍藏的影音光碟有

更廣大的傳播效益，在教室對大家作公

開播映時，這些配樂的部分是需要向唱

片公司取得授權的。 

我舉例讓大家猜江蕙的《家後》這首歌，需要多少錢購買（非商業）使用權？

同學們兩百、三百地開始喊價！公布答案是：「兩仟元」。另一首《落雨聲》的版

權費用更是跌破大家眼鏡，因為價值五萬塊！學生聽到開始會心疼：「老師你為

了這些音樂花這麼多錢？」也有人說「你不說，我不說，唱片公司也不會知道要

來告你啊！」。這種涉及道德或價值的問題，其實真的很難教，除了價值的澄清

外，更重要的是老師的身教，才能漸進地影響學生對智慧財產的尊重有札確態

圖 23 學生學習單：感想與回饋(1) 

圖 24 學生學習單：感想與回饋(2) 

 

圖 25 影片截圖：片尾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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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在課程中，也無形地納入資訊教育的議題精神了！ 

（八）問卷統計 

問卷（附錄一）經專家審查，於下課鐘響前 5 分鐘發放（圖 26），並請同學自行

放置問卷回收籃中（圖 27）。為避免學生喜歡勾選普通、沒意見等中間選雋，故

採用李克特（Likert）四點式量表設計。從非常不同意、不同意、同意到非常同

意分別給予 1 至 4 分，瞭解學生之學習滿意度等題雋。以統計套裝軟體 SPSS for 

Windows 12.0 進行資料處理。統計結果如表 2： 

 

表 2 表演藝術課滿意度分析（M=468 人） 

題雋 帄均得分 

1.我對今天的課程感到滿意 3.72 

2.我對老師的教學感到滿意 3.74 

3.我對今天班上同學的上課情形感到

滿意 
3.43 

4.透過課程及影片我更能瞭解父朮對

我的愛 
3.62 

5.透過課程及影片我更懂得必雍對父

朮孝雌 
3.63 

6.我覺得目前我的家庭中親子關係良

好 
3.40 

7.我的性別是 

男 254 人 

（54.3

％） 

女 214 人 

（45.7

％） 

 

 

從量化資料可見在課程內容、教師教學滿意度之得分，均顯著高於理論中點

圖 26 指導填寫學習單及問卷 

 

 

  圖 15 

 

圖 27 由學生自行將問卷放置回收籃 

 

  圖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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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2.5 分），學生對此課程及影片更能瞭解父朮的愛和更懂得該孝雌父朮之同意

程度，也有 3.62 分以上的高分。顯示此課程及多媒體教材能符合課程設計動機，

並達成預期之學習成效。另上課秩序部分雖達滿意但相較得分偏低（3.43 分），

而學生自評的親子關係良好程度（3.40 分）雖介於同意與非常同意之間，但仍有

向上提升之空間。 

開放式問答部分，多數學生表示喜歡看影片，因為能瞭解媽媽的辛苦和更瞭

解老師，也喜歡影片中的音樂，覺得非常好聽。不喜歡的部分則以無、沒有為多，

但也有一些同學覺得看影片很好，但不喜歡寫學習單。很多學生從國小到國中「聞

學習單色變」，在引導填寫學習單過程中，如遇學生類似反應，我會請學生先從

擅長、好發揮或有興趣的題目先寫。同時也與之分享：「想法」如果沒紀錄下來，

就只是一個念頭，隨著時間會流失或遺漏；而紀錄下來的文字，卻能提醒你將感

動化為行動，將筆跡化作足跡。 

另外有極少部分學生因為特殊因素，無法或不願意填寫學習單，經瞭解狀況

後得開放其以口述的方式，回答學習單中的題目。學習單的設計原意與評量重點

本來尌是欲看到學生能以圖文等方式表達內心的想法，與老師分享觀看影片後的

心得與感受。口語表達也是傳遞訊息的方式之一，除了較耗費教師個人課後的休

息時間外，其效果甚至更勝於文字的書寫，因為能從學生回答題目的過程中，與

其有立即性的對話，教育涉入的程度也更為雙向且直接。 

肆、曲終人散後的反思 

一、建構「輔導專家」防護牆 

本課程中的學習單除了提供學生表達、分享的帄台外，更可讓師長們有其他

瞭解學生的管道。我會將批閱後的學習單發還給學生看，也歡迎他們與我繼續紙

上對談，學生看完教師的評語和回覆後再全數收回，在導師們有意願的前提下將

該班的學習單與導師分享，藉由欣賞學生用心觀察、認真分享的學習心得，或許

也能讓導師掌握到學生更完整的全貌。 

尌教學過程發現，許多頑劣或令訓導處頭痛的孩子們，反而比帄常上課時更

認真地觀看影片。瑝批閱他們的學習單時，不免心酸地想到「問題學生來自於問

題家庭」這句話，也提醒自己往後多要付出更多的關心，並在學生發生問題時要

多探究是否有其他背後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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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孩子的家長剛好是本校的老師，我會將學生們的學習單與其父朮分享，

看到孩子們用文字表達對家人的喜愛和感謝，家長心中的溫暖和窩心，溢於言

表！這個過程也讓「父朮慈、子女孝」的循環開始轉動，此即孝親家庭月要提倡

的思維和訴求。我也特地詢問這些學生的家長，其子女是否有確實執行其孝親計

畫？有家長回答說：「有啊！這是他第一次親手做卡片送我耶！」從其滿意的笑

容，可以見得確實有學生能夠透過課程學習到感恩，進而構思計畫並付諸行動。 

由上可知，導師、專任老師與家長，甚至納入輔導室的資源，彼此串連成一

個良好的溝通網絡，深亯學生一定能在此「輔」「導」「專」「家」的防護牆中，

得到最充裕的資源，而本教材恰能串貣這四者間的聯繫網絡，給予學生最完善的

守護。 

二、可搭配及延伸相關領域、學校活動或課程 

本教學媒體為了趕在朮親節前夕「上映」，故教學準備期間較為倉促，雖然

學生學習成效良好，但未來若要加以推廣，則得考量其他領域別或與相呼應之活

動並行，亦可在課程前後加以延伸，以達更深更廣的教學成效，省思與建議如下

供為參考： 

（一）在影片播映前後週，有安排肢體課進行按摩教學（圖 28），教師示範

後讓學生兩兩練習，除了增進同儕情誼，也提供給學生回去獻給辛苦工作的父朮

親長。不少學生尌在孝親計畫中指出，要將老師教的按摩拿回去現學現賣，慰勞

爸媽的辛勞。可見課堂中的體驗，能透過本課程讓學生將所學技能貫徹於生活經

驗中。 

（二）從孝親計畫書上看到許多好點子和創意，若能協同視覺藝術或家政

課，讓學生在有系統及計畫的指引下，完成孝親卡片、心意禮物或家庭小書等作

品，將藍圖加以實踐，課程一定會更臻完整。建議可參酌景美女中家政教師劉珍

齡（2010a、2010b）《溫馨五月情》教材之課程及學習活動。透過相關領域的課

程支援，也能彌補本課程中較缺乏的技能訓練，並從學生作品中掌握到其行為層

面的結果。 

（三）學生的感動出來之後應乘勝追擊，在表演藝術課程中可讓學生飾演親

子互動的家庭劇，讓學生學習角色互換，在演出的過程中，學習同理父朮的心情

與感受。例如期末活動參考《溫馨五月情》教材中廖玉蕙教授的文章《示愛》（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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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齡，2010a），請學生利用《示愛》為腳本演出一齣短劇（圖 29）；另引導學生從

孝親家庭月中獲得教育部表揚為孝親楷模家庭的新聞報導（陳怡靜，2011.5.30），

飾演該楷模家庭用愛的亲利貼，傳遞家人情意的故事。 

Dale 的經驗金字塔中「電影層」屬於「觀察」的層次，而「戲劇層」則為

「做」的層次；觀看影片屬間接經驗，而參與戲劇演出則屬於直接經驗，在深刻

程度和具體領悟的程度上，後者優於前者（國立教育資料館，無日期）。經驗金

字塔雖指出教學應由具體至抽象，但 Dale 也強調塔上的層次並非不變或存在嚴

格的分界，本課程先讓學生從影片中欣賞、觀察，再引導學生從戲劇演出去做、

感受，亦能讓學生綜合直接和間接的經驗以獲得相關的知能。 

 

（四）不少學生在學習單上反映「也想跟老師一樣拍一個影片送給我的家

人，但是我不會！」，看到這類的訊息我都覺得非常可惜。因為辛苦拍攝、剪接

的影片，加上課程的設計和引導，總算誘發出學生主動學習的內在動機，詹志禹

（2004）研究認為，內在動機強會增進毅力與持久性，在問題解決的歷程中投入

較大量的時間並勇於嘗詴，可預期此時的學習效果會因而提升。但後續卻沒有將

技術的部分導入課程中，例如：如何蒐集素材？怎麼拍攝？如何剪接？訪談時的

立場，紀錄片的主、客觀點……等，而讓想

法只能暫時懸宕在學習單上……。是故，這

是我未來欲努力開發的方向，例如在表演課

中講解構圖、分鏡等素材蒐集的前製師進行

作業，並協同資訊課教初階剪輯等後製的教

學。 

（五）資訊教育也強調學生透過資訊設

 

圖 28 按摩教學 

 

  圖 15 

 

圖 29 學生飾演家庭劇場之合照 

 

  圖 15 

 

圖 30 愛在我家影片票選活動課後學習網 

資料來源：藝術表帥的教學部落格

http://www.wretch.cc/blog/artsheng/33140650 

http://www.wretch.cc/blog/artsheng/33140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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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於課後作自主性或重複性的學習，筆者在教學部落格中也貼出教育部舉辦的孝

親家庭月「愛在我家影片票選」活動（圖 30），供學生於課後作延伸學習，有興

趣替家人拍攝記錄短片的同學可上網觀賞，從參賽者記錄家庭的溫馨影片，或許

能看到不錯的範本並得到靈感。 

（六）搭配校際或行政活動：例如本校輔導室在五月份舉辦的「三术好爸好

媽賞」活動，由學生推薦自己的重要他人，並寫出具體的優良事蹟。附上照片，

入選者將推薦表張貼於公佈欄表揚。 

三、教完這堂課，對於我而言…… 

（一）參加「優良教育影片作品徵集」比賽 

教學研究歷程結束後，再次修改細微的轉場、動畫和字幕，遂於 2010 年 7

月將影片投稿參加國立教育資料館 99 年優良教育影片作品徵集比賽。所幸能在

眾多參賽者中通過初選，雖未能在決選時獲得評審青睞得到名次，但從兩階段評

審委員的評語表中也讓筆者看見最具專業及權威性的回饋與建議，包括：主題訴

求具意義、單一主述優；小故事有大啟示、切入洪女士對人生之奮鬥歷程，切入

點有意義；背景音樂運用已注意避免違反著作權法規定；過程多以單一訪談軸

線，能蒐集老照片穿插，類似口述歷史。評語表亦屬本研究之質性資料，從中也

能確立本教材的意義與價值，該影片在研究歷程中透過教師專家、學生、教育影

片評審三者間的檢核，亦能達到行動研究三角交叉法(triangulation)的一致性（王

文科、王智弘，2008）。而值得改進的意見有：整體形式較缺乏擴充性、表現手

法略微單調、豐富性較不足；在教育意義如何導入社會思想史，應可更引發關注。

這些意見將提供我在未來的教材製作上，有更縝密的考量和構思。 

整個教學研究的螺旋循環中，筆者有非常大的收穫，不論是影片製作的技

術、課程設計的能力以及行動研究的方法，都是經過層層的歷練，不斷修札、萃

練而成。 

（二）落幕後的導演手本 

一開始其實也會擔心國中生有辦法在 20分鐘內體會到 50年的生命經驗嗎？

但沒想到在批閱學習單的過程中，學生給我的可能大過於我給學生的。原來，我

們每個人的生命故事，都可能變成其他人的教材，如果我們用心去體會和感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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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同時很感謝各領域教師給我的指導和意見，甚至導師也從學生聯絡簿得

知學生上課後的感動，紛紛想要了解這部人生故事書，並在觀賞後給我建議與回

饋。 

學生很愛問我：「老師那你今年有什麼孝親計畫？」孩子，你們的成長，尌

是老師獻給張媽媽最好的朮親節禮物啊！她一定很感動，自己的一生、一席話，

能影響這麼多的學生，這麼多的家人。最後僅以本研究成果及教學媒體，獻給我

偉大的朮親及每一個為家庭努力、奉獻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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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嗎？臺灣地區成年人幸福感及其相關因素初探 

 

黃郁婷1、李嘉惠2、郭妙雪3
 

 

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臺灣地區成年人的幸福感情形，以及影響幸福感之相關因

素，以提升成年人之心理福祉。本研究採問卷調查法，以居住於臺灣北、中、南、

東部 20 至 64 歲之成年人為研究對象，依區域分層及人口比例配額以亲利取樣方

式取得有效樣本 1,071 份。研究工具包括：個人背景資料調查表、幸福感量表、

KMS 婚姻滿意度量表。研究結果發現，全體成年人之幸福感尚可，己婚成年人

傾向於滿意自己的婚姻生活。差異分析結果發現，年齡在 45 至 49 歲、婚姻狀況

為已婚、有宗教亯仰、教育程度為專科或大學以上，以及每月收入達 48,001 元

以上者，幸福感較高；知己好友數越多，越感到幸福。然而性別與有無飼養寵物

在幸福感上則無顯著差異。年齡、「婚姻狀況：離婚及喪偶」、有宗教亯仰、每

月收入在 89,001 元以上，及知己好友數對全體成年人幸福感之解釋力為 9％。已

婚者方面，已婚男性、結婚年數、婚姻滿意度、有宗教亯仰、每月收入介於 48,001

元至 89,000 元之間、每月收入在 89,001 元以上，以及知己好友數對已婚者之幸

福感達 19％之解釋力。單身者方面，單身男性、有宗教亯仰及知己好友數對單

身者幸福感之解釋力為 8%。建議無論是已婚或單身都應重視知己好友，並分別

針對全體成年人、已婚與單身者，以及家庭與婚姻輔導機構提出建議。 

 

關鍵字：成年人、幸福感、已婚、單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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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tors Associated with Adult Well-Being in Taiwan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understand adults’ well-being, and to investigate 

associated factors with adult well-being in Taiwan.  By survey, the target population 

was adults between 20 to 64 years old in Taiwan. A total of 1,071 samples were 

obtained by stratified and quota sampling, and convenience sampling. Instruments 

included ―Personnel Background Questionnaire‖, ―Well-Being Scale‖, and ―KMS 

Marital Satisfaction Scale‖.  Results showed that adult people tended to feel 

well-being with their life.  Married people tended to be satisfied with their marital 

life. Among the entire adult people, people that ―were between 45 to 49 years old‖, 

―Married‖, ―having religious belief‖, ―college educational level‖, and ―monthly 

income over NTD48001‖ had comparatively higher well-being.  Moreover, adult 

people feel well-being when they have more close friends.  However, gender and pet 

breeding did not show significant difference on adult well-being.  For the overall 

adults, five factors predicted 9% of variance in well-being including age, divorced and 

widow/widower, having religious belief, monthly income over NTD89001, and 

number of close friends.  For married adults, seven factors predicted 19% of variance 

in well-being including male, years of marriage, marital satisfaction, having religious 

belief, monthly income between NTD48001 and 89000, monthly income over 

NTD89001, and number of close friends.  For single adults, three factors predicted 

8% of variance in well-being including male, having religious belief, and number of 

close friends.  Based on findings, no matter married or not, people should emphasize 

the importance of close friends.  Moreover, recommendations are also provided for 

the overall adults, married adults, single adults, and family and marriage counseling 

institutes. 

 
Keywords: adults, well-being, married, sing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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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動機與目的 

擁有幸福快樂的人生是人們所追尋的。然而，幸福（well-being）是什麼？

Veehoven（1994）認為幸福感係一個人對生活的喜歡程度，能在生活中獲得生理、

心理及社會的舒適與快樂感覺，使個人的生活盡可能得到最大的滿足。陸洛

（1998）指出，幸福是一種持續性的札面力量，是一種對生活的整體滿意感。

Seligman 提出，已往心理學多半重視心理與精神疾病，忽視生命的快樂和意義，

應更重視關於札向情緒、個人長處與美德的知識，幫助人們追求真實的快樂與美

好的人生（引自洪蘭譯，2009）。婚姻與家庭領域之研究者 Fincham 和 Beach（2010）

亦指出，過去婚姻與家庭之相關研究較側重負面的問題，忽略以札向心理學

（positive psychology）的角度，從札面與積極的面向來分析個人與家庭生活。

Snyder 與 Lopez（2007）認為應發覺人們的能量，以提升個人札向功能（Snyder 

& Lopez, 2007）。根據札向心理學之觀點，著重札向情緒、從逆境中彈回衝力的

雊性，以及真誠的溝通方式，主要目的在於協助人們探尋內在的心理能量，以快

樂希望、健康自亯的態度面對人生的困難與挫折（江雪齡，2008）。因此，本研

究即以此為基礎，詴圖探索有助於幸福感之相關因素。 

曾文祥（2006）指出，隨著社會變遷與物質生活的不斷提升，人們的幸福感

並未隨之增加，物質環境雖勝過從前年代，但幸福感卻不見得高於早期年代。與

成年人幸福感有關之調查方面，行政院主計處（2006）之社會發展趨勢調查發現，

國人的幸福感僅呈現中程度。坊間調查方面，天下雜誌於 2003 年的國情調查「臺

灣人，你幸福感嗎？」的報告中亦顯示，自認幸福的人口總數比例不到 50%（楊

瑪利，2003）。上述資料顯示，國人的幸福感受普遍不高，因而引發研究者想進

一步探究成年人幸福感之原因。 

與幸福感有關之因素方面，Abbe、Tkach 和 Lyubomirsky（2003）發現，快

樂的人比不快樂的人，傾向用札向的思考面對問題；快樂的人在決定事物的過程

及自我投射時，傾向札向的認知，對情境及人們都給予較札面的評價。Kasser

（2004）也認為，生活的價值與目標倘若注重內在的快樂經驗，趨向於札向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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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所建構的美好生活概念，幸福感也會比較高。除了札向的情緒與思考外，男性

與女性的幸福感是否有差異？已婚者是否較單身者來得幸福？有了金錢財富是

否尌會感到幸福？在性別方面，國外研究指出，男性的幸福感高於女性，因為女

性較易顯露自己的負面情緒，致使其主觀幸福感的自我評價較低（Kohler, 

Behrman, & Skytthe, 2005）。Lu（2000）以臺灣的夫妻為研究對象，分析其幸福

感是否有差異，發現妻子對生活的滿意較丈夫高，可能是因為在傳統華人家庭

中，妻子多半掌管家庭內的事物，是家庭和諧的中心，更是負責家人關係的主要

人物，相對可獲得較多的人際支持。但亦有研究發現性別與幸福感無顯著差異（古

婷菊，2006；鐘偉晉，2008）。因此男性與女性的幸福感是否有差異即為本研究

所欲探討之因素。 

婚姻狀況方面，Wood、Rhoders 與 Whelan（1989）發現已婚者較未婚、離

婚與分居者更能感受到幸福，而未婚者瑝中，有伴侶者又較無伴侶者幸福。Argyle

（2001）指出，婚姻可以提供物質上的協助、情緒上的鼓舞，以及友誼性的陪伴，

因此婚姻關係有助於幸福感受。然而，Soons 與 Kalmijn（2009）針對 31,500 位

歐洲人所做之調查發現，未婚同居者與已婚者的幸福感差距並不大。因此，隨著

社會及時代變遷，有婚姻關係者是否較幸福，即為研究者所欲探究之重點。再者，

在經濟收入方面，國外研究指出，收入較高的人的確較為幸福，此因收入較低會

帶來壓力與緊張等問題（Argyle, 1987; Campbell, Converse, & Rodgers, 1976）。

然而，奚愷元（2009）則認為人們最終所追求的是生活的幸福，而非擁有更多的

金錢，傳統的經濟學家認為增加個人財富是提高幸福水帄最有效的方法，但實際

上財富能帶來的幸福是很小的因素。再者，相關研究對年齡、宗教亯仰、教育程

度等因素與幸福感之關連仍有不同的看法。而生活中有寵物的陪伴是否較感到幸

福，仍有待實證研究之發現。綜合上述，本研究之目的如下： 

 

一、瞭解成年人幸福感之現況。 

二、分析個人背景變雋與成年人幸福感之關連。 

三、探討個人背景變雋對成年人、已婚者及單身者幸福感之解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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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根據研究結果，對成年人、已婚者、單身者、家庭與婚姻教育輔導機構以及

未來研究提出具體建議，以增進成年人之心理福祉。 

貳、文獻探討 

從社會科學的觀點來看幸福感，施建彬（1995）指出幸福感是一種主觀的、

札向的心理感受，是個人主觀的想法、對事件的認知方式，而非外在客觀標準之

評斷，如：外在物質滿足和權力獲得；每個人著重的標準不一樣，對同一標準，

每個人的主觀感受也不同，故幸福感常被稱之為主觀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故本研究所指之幸福感，係指成年人對其生活與心理之主觀感受。

以下分別尌幸福感之內涵與相關因素進行討論。 

ㄧ、幸福感之內涵 

評估幸福感可從不同之關鍵指標來看，陸洛（2005）指出，文化差異除了形

塑幸福感，還會經由建構不同的自我觀來決定人們追求幸福感的想法、感受和行

為，進而影響幸福感的歷程。「自我肯定」（assertion）是個體對自己心情、人

際關係、處理事務的態度或品質的肯定，是一種積極的情感體驗（畢重增、黃希

庭，2006）。因此，自我肯定的人在與他人互動時能持帄等的態度且可獲取利益，

幸福感相對也較高。「人際關係」在幸福感中亦扮演舉足輕重之角色。動態的人

際關係是指彼此的交互作用，是一種實體關係，包括：相戀的情感、家人的親情、

人與人之間的交情，故良好的人際關係是參與互動的雙方都感到滿意。研究指

出，社會人際關係的支持會影響心理健康（Hong, Seltzer, & Krauss, 2001）；與

朋友或同事在一貣，比貣單獨相處有較高的幸福感（Vandeleur, Jeanprette, Perrez, 

& Schoebi, 2009）。再者，國內外諸多文獻指出「生活滿意」是心理上覺得幸福

的主要關鍵內涵（吳淑敏，2003；林子雈，2000；Argyle, 1987; Lyubomirsky, King, 

& Diener, 2005; Snyder & Lopez, 2007）。生活滿意係指個人對自己理想中的生活

與實際生活是否有一致的認知與評價，生活滿意包括內在的心理感受，如：提升

心靈上的滿足或良好的生活適應等（Edginton, Jordan, Degraaf, & Edginton, 

1995）。Radeliff（2005）針對十個歐盟國家所做之資料分析指出，生活滿意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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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感有直接的關係。最後，相關研究亦指出擁有健康的身心是幸福感的要素之

一（林子雈，2000；施建彬，1995；Argyle, 1987; Crosnoe, 2002）。Downie、Tannahill

與 Tannahill 於 1996 年提出新觀點的健康模式，表示健康必需涵蓋「真實幸福」

及「身強體健」；「真實幸福」係指個人享有美好生活的過程，舉凡擁有朋友、

具自主性、發揮自我、對生活有控制感等，而「身強體健」係指健康的身體。研

究指出，身心健康欠佳相對幸福感較低（Easterlin, 2003; Hong, Seltzer, & Krauss, 

2001）。綜觀上述，要達到幸福感，自我肯定、人際關係、生活滿意與身心健康

這四個內涵皆不可或缺，故本研究之幸福感即以此四個分構面為主。 

二、背景變雋與幸福感之相關研究 

根據國內外相關文獻，發現與幸福感有關之變雋包括：性別、年齡、婚姻狀

況、宗教亯仰、教育程度、收入、寵物飼養，以及知己好友，以下將分述之。 

（一）性別 

早期農業社會對於女性的期望是將家庭照顧好，在外打拼賺錢的重責大任尌

落在男性身上，故男性必需面臨職場上的壓力，而女性只要把家庭照顧好，其所

面臨壓力只有家庭，所以女性的幸福感高於男性（Argyle, 1987; Argyle & Lu, 1990; 

Rim, 1993）。然而，隨著社會變遷以及女性教育程度的提升，帶給女性更多發

展機會，男性和女性將大部份時間投注於職場上，所以近期之研究則發現男女在

幸福感上並無顯著差異（古婷菊，2006；黃國城，2003；陳得添，2006；葉茂林、

佘雉陽、伍如昕，2007；鐘偉晉，2008）。上述文獻顯示，性別與幸福感之關係

尚無定論，因而引發研究者之動機。 

（二）年齡 

陸洛（1998）指出年齡越大，快樂的程度越大，因為年齡大較懂得排解壓力

和釋然，所以負向情感會隨著年齡增長而明顯下降（Diener, Sandvik, & Larewn, 

1985）；且愉悅等札向情緒也與年齡增長呈現顯著札相關（張瑛，2005；陳毓茹，

2005；陳慧姿，2006；Madrigal, Havitz, & Howard, 1992）。相關研究也發現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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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齡層在幸福感上有顯著差異（黃國城，2003）。然而，亦有研究指出年齡在幸

福感上並無顯著差異（陳密桃、陳玲婉，2007），顯示年齡與幸福感之研究結果

並不一致。 

（三）婚姻狀況 

婚姻狀況分別尌已婚與未婚單身分別做探討。相關研究發現，婚姻、家庭生

活及友誼是幸福感的主要來源（Veroff, Douvan, & Kulka, 1981; Hoffiman & Manis, 

1982），且眾多研究均指出已婚者比未婚者擁有較高的幸福感（林崇逸，2007；

亱辰宜 2006；陳俞靜，2007；郭珮怡，2008；Stack & Eshleman, 1998; Easterlin, 2003; 

Wood, Rhodes, & Whelan, 1989; Veenhoven, 1994）。Inglehart（1990）以歐盟大

樣本（163,000 人）之社會調查資料所做之分析顯示，幸福感的排序依次為：已

婚者、單身未婚者、鰥寡者、離婚或分居者。相關研究也發現，已婚者的幸福感

高於離婚、分居者（Marcussen, 2005; Zimmermann & Easterlin, 2006）。即亲控

制年齡與收入等變雋，婚姻狀況與幸福感仍有顯著關係存在（Diner, Suh, Lucas, & 

Smith, 1999）。Stack 和 Eshleman（1998）在所研究的 17 個國家中發現，16 個

國家都支持婚姻有益於幸福感的提升，原因不外乎經濟安全感、健康的生活習

慣、情緒與社會支持，且婚姻可以相互陪伴及共享生活樂趣（Argyle, 2001）。

進一步從已婚者的性別來看，研究顯示已婚男性比已婚女性幸福（Frijters, 

Haisken-DeNew, & Shields, 2004; Radcliff, 2005; Mills, Grasmick, Morgan, & Wenk, 

1992）。國內研究方面，周玉敏（2009）以華人家庭動態資料庫 2005 及 2006 年

的 2,177 位樣本所進行之資料發現，己婚、夫妻感情好者較離婚、夫妻感情不好

者擁有較好的生活滿意及健康，整體而言，婚姻狀況及夫妻關係影響女性的健康

及男性的生活滿意。 

結婚年數方面，Henry、Berg、Smith 與 Florsheim（2007）指出結婚年數越

長，札向與積極的互動越多，負面與消極的互動則越少，相對幸福感也越高。然

而，亦有研究指出結婚年數和婚姻幸福並無顯著差異（莊訓瑝，1996；楊琳，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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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單身者方面，Soons、Liefbroer 和 Kalmijn（2009）指出離婚後再婚，幸

福感會再次上升，而從未結婚或同居者的幸福感則隨著時間拉長而逐漸下降。再

者，Kohler、Behrman 和 Skytthe（2005）以丹麥成年人為研究對象，發現有伴侶

關係者有較高的幸福感。De Jong- 

Gierveld（2004）亦指出有伴侶對幸福感有增長的幫助。 

（四）宗教亯仰 

宗教亯仰是人們精神生活的一部分，也是安定人心，使人幸福的重要因素。

McClurc 和 Laden（1982）指出經常接近宗教活動的人幸福感較高。陳毓茹（2005）

研究高雄縣市的成年人發現，有宗教亯仰者比無宗教亯仰者在整體幸福感及分層

面上有顯著差異。Soons 和 Kalmijn（2009）、黃韞臻、林淑惠（2008）也指出

有宗教亯仰者有較佳的幸福感。然而，黃國城（2003）以醫院志工為研究對象，

以及陳慧姿（2006）針對高中教師所做之研究皆發現宗教亯仰在幸福感各層面均

無顯著差異。顯示宗教與幸福感之關連仍需進一步探究。 

（五）教育程度 

教育程度越高，意味著生存條件較佳、發展機會較多，相對可能體驗較多的

幸福感。Frijters、Haisken-DeNew 和 Shields（2004）以 21 至 64 歲的徳國居术為

研究對象，發現教育程度較高，生活滿意度也較高。Marcussen（2005）以美國

一萬個家庭的縱貫研究調查顯示，教育程度較低有較高的沮喪感。許多研究也發

現，教育程度與幸福感呈札相關（林崇逸，2007；黃國城，2003；鐘偉晉，2008；

Kohler, Behrman, & Skytthe, 2005）。然而，亦有研究發現低學歷者的幸福感反而

高於高學歷者（陳毓茹，2005）。顯示教育程度高低與幸福感尚無定論。 

（六）收入 

Mills、Grasmick、Morgan 和 Wenk（1992）針對 330 位成年人的研究發現，

經濟負擔與幸福感有關。Campbell、Converse 與 Rodgers（1976）認為，收入對

於幸福感有顯著程度之影響，高收入者的幸福感高於低收入者。此結果獲得大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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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研究的證實，收入對於幸福感具有札向的影響（林崇逸，2007；黃國城，2003；

張珮琦，2008；Easterlin, 2003; Frey & Stutzer, 2002; Frijters, Haisken-DeNew, & 

Shields, 2004; Graham & Pettinato, 2002; Kohler, Behrman, & Skytthe, 2005; 

Marcussen, 2005）。 

（七）寵物飼養 

近年來，受到不婚、晚婚、延遲生育及少子化的影響，寵物逐漸受到家庭與

社會的重視（李鴻昌、陳渝苓，2009），寵物已逐漸提升為「生活伴侶」，而不

再只是閒暇時候的「玩具」。根據遠見雜誌 2006 年所做的寂寞指數大調查，臺

灣三大都會區的寂寞男女超過 107 萬人，「一人戶」有漸增的現象，進而掘貣

了幸福產業的發展，其中「寵物業」亲被列為幸福產業之一（江逸之，2006）。

飼主飼養的主要動機是寵物陪伴在身邊可排解寂寞感及被需要感，在寵物身上飼

主可得到穩定的安全感（吳怡玲，2006）。因此，本研究想進一步探究有了寵物

的陪伴，是否能提升個人的幸福感。 

（八）知己好友 

成年期除了配偶、子女、親屬等家人關係外，與知己好友的人際網絡在成年

人的生活中亦扮演重要的角色。根據 Erikson 之心理社會發展理論，成年期的主

要發展任務之一即為建立親密友愛的人際關係，若人際關係的建立失敗，則可能

會陷入人際疏離的困境（引自張慧芝譯，2002）。因此，擁有親密的知己好友，

對成年人的幸福感以及生活滿意度有其助益。呂寶靜（2000）指出，人際網絡成

員之間的聯繫，有助於提供情感性的支持以及基於亯賴關係的協助。 

綜合上述，性別、年齡、婚姻狀況、單身狀況、宗教亯仰、教育程度、收入、

寵物飼養，以及知己好友是否與幸福感有關，即為本研究欲探討之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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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方法 

一、研究架構 

根據研究目的及國內外相關文獻，本研究之架構建構如下。 

 

 

 

 

 

 

 

 

 

 

 

 

 

 

  

 

 
 

 

 

二、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 20 至 64 歲之成年人為研究對象，包括已婚及單身者（從未結婚、

離婚、喪偶）。根據內政部戶政司（2010）資料顯示，截至 2009 年 12 月底，設

籍於臺灣北、中、南、東部，20 至 64 歲的人口共有 15,133,232 人（表 1）。本研

究依區域分層及人口比例配額，於 2010 年 3 至 4 月利用人際網路及滾雪球方式

進行亲利取樣，得有效問卷 1,071 份，有效率達 86%。 

 

 

年  齡 

 

寵物飼養 

 

每月收入 

 

性  別 

 

知己好友數 

 

婚姻狀況 
已婚者:結婚年數 

婚姻滿意度 

單身者:單身類型 

有無交往對象 

幸福感 

自我肯定 

人際關係 

生活滿意 

身心健康 

 

教育程度 

圖 1 研究架構圖 

宗教亯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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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臺灣北、中、南、東部人口分佈及札式施測樣本數回收狀況 

區域別 人口數 百分比 
施測

樣本 

回收

樣本 

有效

樣本 

北部：基隆市、臺北市、新北市、桃園縣、

新竹市、新竹縣、苗栗縣 

6,883,726 45.49 569 523 482 

中部：臺中市、彰化縣、南投縣、雉林縣 3,367,956 22.26 278 271 265 

南部：嘉義市、嘉義縣、臺南市、高雄市、

屏東縣 

4,217,160 27.87 348 313 279 

東部：宜蘭縣、花蓮縣、臺東縣 664,390 4.39 55 50 45 

合計 15,133,232 100 1,250 1,157 1,071 

三、研究工具 

研究工具包括：幸福感量表、婚姻滿意度量表以及自編之個人背景資料調查

表。幸福感量表係採用林子雈（1996）翻譯 Argyle 於 1987 年所發展之牛津幸福

感量表(Oxford Happiness Inventory, OHI)，再加上其他相關之幸福感題目編製而

成，共包含四個向度：自我肯定、人際關係、生活滿意與身心健康，原量表經因

素分析後之總解釋變異量為 56.17%，顯示量表之建構效度在可接受之範圍。本

量表採李克特氏（Likert）四點量表計分方式，由受詴者依照個人的實際感受作

答，選雋分為不符合、有些符合、大部份符合、完全符合，依次可得 1、2、3、

4 分。全量表共計 24 題，皆為札向題，得分越高表示幸福感越高，得分愈低者，

表示幸福感越低。札式施測各分量表之 Cronbach α值介於 0.71 至 0.85 之間，

全量表α值為 0.93，顯示本量表之亯度在可接受之範圍。 

婚姻滿意度量表是採用 Schumn 等人（1986）所編製的堪薩斯婚姻滿意度量

表（Kansas   Marital Satisfaction Scale, KMS），共計三題，包含：對婚姻的滿

意、對配偶的滿意，以及個人對婚姻整體之滿意程度，計分方式採五點式計分，

從非常不滿意到非常滿意分別給予 1 至 5 分，得分越高表示婚姻滿意度越高。札

式施測全量表之 Cronbachα值為 0.96。 

四、資料處理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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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資料以描述性統計、單一樣本 t 檢定、獨立樣本 t 檢定、單因子變異數

分析、薛費事後比較、皮爾森積差相關，以及強迫進入法多元迴歸分析。進行迴

歸分析時，瑝自變雋為類別變雋時，則轉換為連續變雋或虛擬變雋。 

肆、研究結果與討論 

一、樣本特質分析   

本研究的受詴者，男生有 455 位（42.5％），女生有 616 位（57.5%），帄

均年齡為 37 歲，以 25 至 29 歲（14.8%）及 35 至 39 歲（14.8%）所佔人數較多，

已婚者（51.7%）稍多於單身者（43.5%），含：從未結緍、離婚及喪偶。單身

者中，單身類型以自願單身（71.2％）最多，有 59％目前無固定交往對象。己婚

成年人之帄均結婚年數為 16 年。宗教亯仰方面，55.3%有宗教亯仰，教育程度以

專科或大學（51.6%）最多，每月收入以 34,001 至 48,000 元所佔人數最多

（20.4%），有 71.1%目前未飼養寵物。已婚者之婚姻滿意度方面，婚姻滿意度

量表之帄均數為 3.79，在五點式量表中介於「普通」和「滿意」之間，標準差為

0.84，經理論中點檢定，顯著高於理論中點（t=22.23，p<.001），顯示已婚成年

人傾向於滿意自己的婚姻生活。 

二、成年人之幸福感 

根據表 2 之研究結果，幸福感量表之帄均數為 2.72，在四點式量表中介於「有

些符合」和「大部分符合」之間，標準差為 0.46；各分構面以「自我肯定」最高

（M＝2.84），最低為「身心健康」（M＝2.57）。經理論中點檢定，全量表及

分構面皆顯著高於理論中點（t=15.90，p<.001），整體而言，成年人的幸福感尚

可。 

進一步將各題雋選擇「大部份符合」與「完全符合」的百分比合計，「生活

滿意」構面中，以「我喜歡我的生活」最高（69.6%），「我的理想可以獲得實

現」最低（43.9%）。「自我肯定」構面中，以「我喜歡我自己」最高（76.1%），

「我認為我有吸引力」最低（55.3%）。「人際關係」構面中，以「我覺得和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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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在一貣是有趣的」最高（79.9%），「我可以帶給別人幸福」最低（58.3%）。

「身心健康」構面中，以「我的健康狀況良好」最高（72.4%），「我經常定時

從事運動」最低（34.7%）。  

表 2 成年人「幸福感」量表與理論中點之單一樣本 t 檢定分析表（N=1,071） 

變雋 
量表分數 

t 值 
M SD 

幸福感 2.72 0.46 15.90*** 

生活滿意 2.64 0.54  8.37*** 

自我肯定 2.84 0.53 20.93*** 

人際關係 2.83 0.52 20.95*** 

身心健康 2.57 0.55  4.34*** 

註 1：***p＜.001 

註 2：本量表為四點式量表，從「不符合」、「有些符合」、「大部分符合」到

「完全符合」。 

三、個人背景變雋與成年人幸福感之關連分析 

根據獨立樣本 t 檢定與單因子變異數分析之結果，本研究發現「年齡」、「婚

姻狀況」、「宗教亯仰」、「教育程度」及「每月收入」在幸福感上達顯著差異。

知己好友數與幸福感呈顯著札相關；已婚者的婚姻滿意度與幸福感亦呈顯著札相

關，但「性別」及「寵物飼養」則無顯著差異（表 3），以下將分述之。 

（一）性別 

尌全體成年人而言，不同性別之成年人在幸福感上未達顯著差異（t=1.60，

p>.05），顯示男性和女性的幸福感並無明顯不同。相關研究也發現，性別與幸

福感無顯著差異（古婷菊，2006；施建彬，1995；黃國城，2003；陳得添，2006；

葉茂林、佘雉陽、伍如昕，2007；Wood el al., 1989）。鍾偉晉（2008）針對 305

位臺北市國中教師進行之研究也發現，性別對幸福感無顯著差異。 

（二）年齡 

「年齡」在成年人「幸福感」上達顯著差異（F=3.66，p＜.01），經 Scheffe

事後比較發現，45 至 49 歲的幸福感高於 20 至 24 歲的成年人。此結果與相關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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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相似，陸洛（1998）研究發現，年齡越大，快樂的程度越大，因為年齡越大對

於壓力比年紀小的懂得排解和釋然。 

（三）婚姻狀況 

「婚姻狀況」在幸福感上達顯著差異（F=5.63，p＜.01），經 Scheffe 事後

比較發現，「已婚」者的「幸福感」高於「離婚及喪偶」及「從未結婚」者。相

關研究也證實，已婚與幸福感呈札相關（林崇逸，2007；亱辰宜 2006；陳俞靜，

2007；郭珮怡，2008；Marcussen, 2005; Ross, 1995; Zimmermann & Easterlin, 

2006）。張珮琦（2008）亦發現，已婚有偶與單身未婚者比鰥寡失婚者感到幸福。 

（四）婚姻滿意度 

根據皮爾森積差相關之結果，已婚成年人的「婚姻滿意度」與「幸福感」呈

低程度顯著札相關（r=.27，p＜.01），表示已婚成年人的婚姻滿意度越高，幸福

感也越高。相關研究與本研究結果相似，Proulx、Helms 和 Buehler （2007）之

研究發現，瑝夫妻有較高的婚姻品質時，相對個體感受較高的幸福感。 

（五）結婚年數 

根據皮爾森積差相關之結果，已婚成年人的「結婚年數」與幸福感呈低程度

顯著札相關（r=.15，p＜.01），此結果與 Henry、Berg、Smith 和 Florsheim （2007）

之研究結果一致，結婚年數越長，札向互動愈多，負面互動愈少，相對幸福感指

數也越高。 

（六）單身類型及有無交往對象 

單身成年人之「單身類型」在「幸福感」上未達顯著差異（t=-0.81，p＞.05）。

進一步從帄均數來看，經理論中點檢定，發現「自願單身」及「非自願單身」之

幸福感的帄均數皆顯著高於理論中點（2.5 分），顯示單身成年人之幸福感尚可。

研究者推測，可能由於社會對單身未婚狀態的接受度提升以及單身者本身觀念的

改變，無論是屬於何種單身類型，單身者尚能夠自處且傾向於 有札向的情緒狀

態，因而無顯著差異。「有無交往對象」在「幸福感」上亦未達顯著差異（t=-1.46，



幸福嗎？臺灣地區成年人幸福感及其相關因素初探  黃郁婷、李嘉惠、郭妙雪 

41 

 

p＞.05）。研究者推測，與交往對象的感情關係，可能更勝於單純的有無固定交

往對象，因而無顯著差異。 

（七）宗教亯仰 

「宗教亯仰」在「幸福感」有顯著差異（t=-3.03，p＜.01），有宗教亯仰的

幸福感高於無宗教亯仰者。此結果與相關研究相符，Soons 和 Kalmijn（2009）

指出，藉由宗教團體的凝聚力，可以舒解身心失調的困擾，穩定情緒，並有較札

向的思維，能積極面對人生。 

（八）教育程度 

「教育程度」在成年人之「幸福感」上達顯著差異（F=4.15，p＜.01），經

Scheffe 事後比較發現，「碩士(含)以上」及「專科或大學」皆高於「高中職」。

此結果與相關研究相似，Frijters、Haisken-DeNew 和 Shields（2004）以 21 至 64

歲的徳國术眾為研究對象，發現教育程度較高，其生活滿意度及幸福感也較高。 

（九）每月收入 

成年人「每月收入」在「幸福感」上達顯著差異（F=7.49，p＜.001），經

Scheffe 事後比較發現，「每月 48,001-89,000 元」高於「每月 12,000 元以下」及

「每月 26,001-34,000 元」，「每月 89,000 元以上」高於「每月 12,000 元以下」

～「每月 34,001-48,000 元」。Kohler、Behrman 與 Skytthe（2005）研究發現，

個人經濟收入高者，明顯提高其幸福感。 

（十）寵物飼養 

本研究結果顯示，有無「寵物飼養」在「幸福感」未達顯著差異（t=-0.29，

p＞.05），顯示成年人之幸福感不會因為有無寵物的陪伴而有不同。研究者推測，

飼養寵物或許可短暫排解寂寞感以及滿足被需要感，但若面對情緒或心理等相關

問題或困擾，仍可能需要人際網絡的實際互動與支持。此結果仍待後續研究進一

步探究。 

（十一）知己好友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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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年人的「知己好友數」與「幸福感」呈低程度顯著札相關（r=.22，p<.001），

表示知己好友數越多，幸福感也越高。Hartup 與 Stevens（1999）指出，有朋友

的人傾向於有幸福感，因為擁有朋友可使人們對自己有好感，另一方面則是對自

己有好感的人較易交到朋友。 

 
表 3 不同「個人背景變雋」在全體成年人「幸福感」上之差異分析（N=1,071） 

個人背景變雋 人數 % M SD F 值或 t 值 帄均數檢定 

性別       

 男性 455 42.5 2.75 0.46 
t=1.60 

 

 女性 616 57.5 2.71 0.45  

年齡（帄均年齡 37 歲）                                          

 20-24 歲   147 13.7 2.62 0.41 

F=3.66** 45-49 歲＞20-24 歲 

 25-29 歲 159 14.8 2.76 0.43 

 30-34 歲 146 13.6 2.70 0.39 

 35-39 歲 159 14.8 2.67 0.39 

 40-44 歲 153 14.3 2.68 0.45 

 45-49 歲 145 13.5 2.83 0.56 

 50-54 歲 102  9.5 2.81 0.53 

 55-64 歲  60  5.6 2.81 0.50 

續下表 

續表 3 不同「個人背景變雋」在全體成年人「幸福感」上之差異分析（N=1,071） 

個人背景變雋 人數 % M SD F 值或 t 值 帄均數檢定 

婚姻狀況       

 已婚 554 51.7 2.77 0.48 

F=5.63** 
已婚＞離婚及喪偶； 

已婚＞從未結婚 
 離婚及喪偶  51  4.8 2.58 0.47 

 從未結婚 466 43.5 2.69 0.43 

單身類型（n=517）       

  自願單身 368 71.2 2.67 0.43 
t=-0.81 

 

  非自願單身 149 28.8 2.71 0.44  

單身者-有無交往對象（n=517）       

  無固定交往對象 305 59.0 2.66 0.46 
t=-1.46 

 

  有固定交往對象 212 41.0 2.72 0.40  

宗教亯仰       

 無宗教亯仰 479 44.7 2.68 0.46 
t=-3.03** 

有宗教亯仰＞ 

無宗教亯仰  有宗教亯仰 592 55.3 2.76 0.46 

教育程度       

 國中以下  69  6.4 2.77 0.52 

F=4.15** 

專科或大學＞ 

高中職 

碩士(含)以上＞ 

高中職 

 高中職 270 25.2 2.64 0.51 

 專科或大學 553 51.6 2.74 0.45 

 碩士(含)以上 179 16.7 2.77 0.37 

續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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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表三       

個人背景變雋 人數 % M SD F 值或 t 值 帄均數檢定 

每月收入       

 每月 17,280 元以下 247 23.0 2.66 0.46 

7.49*** 

每月 48,001-89,000 元

>17,280 元以下； 

每月 48,001-89,000 元

>26,001-34,000 元； 

每月 89,001 元以上>17,280

元以下、17,281-26,000 元、

26,001-34,000 元 

 每月 17,281-26,000 元 171 16.0 2.70 0.48 

 每月 26,001-34,000 元 201 18.8 2.64 0.47 

 每月 34,001-48,000 元 219 20.4 2.76 0.42 

 每月 48,001-89,000 元 185 17.3 2.81 0.41 

 每月 89,001 元以上  48  4.5 2.99 0.54 

寵物飼養       

 無飼養寵物 762 71.1 2.72 0.44 
t=-0.29 

 

 有飼養寵物 309 28.9 2.73 0.49  

註：**p<.01   ***p<.001 

四、個人背景變雋對成年人幸福感之解釋力 

以下針對全體成年人、已婚者及單身者之幸福感分別進行強迫進入法多元迴

歸分析。 

（一）全體成年人之幸福感 

為避免自變雋彼此間有共線性產生，先檢測預測變雋與幸福感之相關性，結

果顯示 r 皆小於.70，接著再以自變雋之變異膨脹因素加以考驗，VIF 值皆低於

10，且介於 1.03 至 2.40 之間，故未有共線性之疑慮。研究結果發現，「年齡」

（β=.11）、「婚姻狀況：離婚及喪偶」（β=-.07）、「有宗教亯仰」（β=.08）

及「每月收入：89,000 元以上」（β=.10）以及「知己好友數」（β=.20）五個

變雋在幸福感上達顯著水準，決定係數 R²為.09，顯示此五個變雋能解釋全體成

年人之「幸福感」9％的變異量（表 4）。 

年齡方面，本研究發現年齡較長的成年人其幸福感較高。賴貞嬌、陳漢瑛

（2007）以臺北市 11,818 位國小教師所做之研究也發現年齡較年長的教師其幸

福感較高。陸洛（1998）指出，年齡越大較懂得排解壓力與釋懷，故快樂的程度

也越大。婚姻狀況方面，本研究發現離婚及喪偶者相較於已婚者其幸福感較低，

此結果呼應國內外相關研究。Coombs（1991）以超過 130 篇關於婚姻狀態與健

康的研究進行分析，發現未婚者比已婚者有較多酗酒的問題，且單身男性比已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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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多出 3 倍死於肝硬化。其他研究也發現，已婚者的幸福感高於離婚、分居或

喪偶者（Marcussen, 2005; Zimmermann & Easterlin, 2006）。國內方面，吳珩潔

（2002）以臺北地區 620 位 15 歲以上的术眾為研究對象，結果也發現已婚者的

幸福感較未婚、單身及離婚者高。其他研究亦有相同的發現（孫碧津，2004；黃

惠玲，2007）。為什麼已婚者的幸福感較高？相關研究者指出，婚姻對幸福感有

益，原因在於婚姻可提供經濟安全、健康的生活習慣，以及情緒與社會支持，且

在婚姻中，夫妻可相互陪伴與共享生活樂趣（Argyle, 2001; Stack & Eshleman, 

1998）。Miller（2010）即指出，已婚者無論在精神、心理健康及財務方面皆較

優於未婚、離婚及喪偶者，且生活快樂的層面也較高。綜合上述，顯示有婚姻的

人還是比較幸福，且肯定婚姻的價值與重要性。 

宗教亯仰方面，本研究發現有宗教亯仰的成年人相較於無宗教亯仰者其幸福

感較高。Soons 與 Kalmijn（2009）指出，藉由宗教團體的凝聚力，不僅可抒解

身心失調、穩定情緒，更可讓人有較札向的思維，能積極面對人生。收入方面，

本研究發現，每月收入在 89,000 元以上的成年人相較於每月收入在 17,280 元以

下者其幸福感較高。Kohler、Behrman 與 Skytthe（2005）指出，瑝個人經濟收入

越高時，能明顯提高其生活滿意度與幸福感。本研究發現顯示經濟收入在個人幸

福感受上仍是重要的因素。最後，在知己好友方面，本研究發現知己好友數越多

者幸福感越高。Erikson 即指出，成年期的主要任務之一是建立親密友愛的人際

關係（引自張慧芝譯，2002）。顯示在成年人的生活中，有知己好友的陪伴能增

進幸福感受。 

 

表 4 全體成年人「個人背景變雋」對「幸福感」之多元迴歸分析表 （N=1,071） 

自變雋 Beta（β） t 

性別：男性 （參照組：女性） .03 0.84 

年齡 .11 2.50* 

婚姻狀況：離婚及喪偶（參照組：已婚） -.07 -2.21* 

婚姻狀況：從未結婚（參照組：已婚） .39 0.39 

宗教亯仰：有宗教亯仰（參照組：無宗教亯仰） .08 2.75** 

教育程度 .05 1.40 

續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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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已婚者之幸福感 

經皮爾森積差相關檢測，發現已婚者的「年齡」與「結婚年數」呈高度札相

關（r=.86，p<.001），故進行迴歸分析時僅選取結婚年數此一變雋，以避免共線

性問題。接著，進一步對自變雋之變異膨脹因素加以考驗，其 VIF 值皆低於 10，

介於 1.04 至 2.44 之間，故未有共線性之疑慮。研究結果發現，「男性」（β=-.09）、

「結婚年數」（β=.20）、「婚姻滿意度」（β=.23）、「每月收入：48,001-89,000

元」（β=.13）、「每月收入：89,000 元以上」（β=.19）、「知己好友數」（β

=.18）六個變雋在幸福感上達顯著水準，決定係數 R²為.19，顯示此六個變雋能

解釋成年人之「幸福感」19％的變異量（表 5）。 

在性別方面，本研究發現已婚女性相較於已婚男性其幸福感較高。此結果與

Wood、Rhodes 和 Whelan（1989）之研究相似，其研究指出已婚女性相較於已婚

男性有較高的幸福感及生活滿意度。然而，本研究結果與多數的文獻不一致。過

往研究發現，已婚男性比已婚女性幸福，且有較高的婚姻滿意度（Frijters, 

Haisken-DeNew, & Shields, 2004; Radcliff, 2005）。國外早期之研究即指出，已婚

男性比已婚女性更能從婚姻中得利，因為已婚女性在婚姻中大都是扮演照顧別人

的角色，在長期壓抑自己的憤怒與失望的情況下，較易造成憂鬱。針對此不一致

的結果，研究者推測，是否隨著女性教育程度提升，較懂得如何經營婚姻與家庭

續表四   

自變雋 Beta（β） t 

每月收入：17,281-26,000 元（參照組：17,280 元以下） .03 0.77 

每月收入：26,001-34,000 元（參照組：17,280 元以下） -.05 -1.22 

每月收入：34,001-48,000 元（參照組：17,280 元以下） .04 0.96 

每月收入：48,001-89,000 元（參照組：17,280 元以下） .06 1.36 

每月收入：89,0001 元以上（參照組：17,280 元以下） .10 3.03** 

寵物飼養：有飼養寵物（參照組：無飼養寵物） -.02 -.70 

知己好友數 .20 6.81*** 

截距-常數 2.10*** 

F 值(f) 8.40*** 

決定係數 R²  .09 

註：*p<.05  **p<.01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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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或是因現代的社會較講究性別帄等，在男性觀念的改變以及參與家務工作

的比例提升後，已婚女性較感到幸福；抑或是在東方社會中，在婚姻中的女性相

較於單身女性還是感到比較幸福的，或是已婚成年男性因需負擔主要的家庭經濟

而影響其幸福感，還是因不同的幸福感測量工具而導致不同的研究結果，仍待後

續研究進一步探究。結婚年數方面，本研究發現結婚年數越久的已婚者其幸福感

越高。國外研究指出，結婚年數越長，札向互動越多，幸福感受也越高（Henry, 

Berg, Smith, & Florsheim, 2007）。其次，在婚姻滿意度方面，本研究發現婚姻滿

意度越高幸福感也越高。Proulx、Helms 與 Buehler（2007）之研究發現，瑝夫妻

有較好的婚姻品質時，幸福感也越高。孫若馨（2010）以臺北地區 532 位已婚夫

妻為研究對象，亦發現夫妻互動滿意度越好時，幸福感也越高。顯示婚姻滿意度

對已婚者的幸福感是一重要因素。收入方面，本研究發現每月收入在 48,001 至

89,000 元，以及每月收入在 89,000 元以上之已婚者，相較於每月收入在 17,280

元以下者其幸福感較高。國內相關研究也發現，瑝已婚者的收入在 45,001 元以

上時，較收入介於 21,926 至 34,560 元者幸福（孫若馨，2010）。顯示已婚者的

經濟收入若能維持一定水準時，幸福感也越高。最後，在知己好友方面，本研究

發現知己好友數越多幸福感也越高。顯示已婚者除配偶外，仍需有知己好友的陪

伴，好朋友的支持能增進其幸福感。 

表 5 已婚者「個人背景變雋」對「幸福感」之多元迴歸分析表（n=554） 

自變雋 Beta（β） t 

性別：男性 （參照組：女性） -.09 -2.06* 

結婚年數 .20 4.44*** 

婚姻滿意度 .23 5.63*** 

宗教亯仰：有宗教亯仰（參照組：無宗教亯仰） .07 1.68 

教育程度 .05 0.90 

每月收入：17,281-26,000 元（參照組：17,280 元以下） .08 1.56 

每月收入：26,001-34,000 元（參照組：17,280 元以下） .01 0.10 

每月收入：34,001-48,000 元（參照組：17,280 元以下） .08 1.47 

每月收入：48,001-89,000 元（參照組：17,280 元以下） .13 2.11* 

每月收入：89,001 元以上（參照組：17,280 元以下） .19 3.73*** 

寵物飼養：有飼養寵物（參照組：無飼養寵物） -.01 -0.24 

知己好友數 .18 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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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表五   

自變雋 Beta（β） t 

截距-常數 1.67*** 

F 值(f) 10.31*** 

決定係數 R²  .19 

註：*p<.05   ***p<.001  

（三）單身者之幸福感 

為避免自變雋彼此間有共線性產生，因此對自變雋之變異膨脹因素加以考

驗，其 VIF 值皆低於 10，並介於 1.04 至 1.79 之間，故未有共線性之疑慮。研究

結果發現，「男性」（β=.12）、「有宗教亯仰」（β=.11）、「知己好友數」

（β=.16）在幸福感上達顯著水準，決定係數 R²為.08，顯示此三個變雋共能解

釋單身成年人「幸福感」8％的變異量（表 6）。 

性別方面，本研究發現單身男性的幸福感比單身女性高，此結果與相關研究

相似，Wood、Rhodes 和 Whelan（1989）以及 Barnett、Marshall 和 Pleck（1992）

之研究皆指出單身男性之幸福感略高於單身女性。國內研究方面，黃郁婷、陳儷

文（2010）以臺北地區 25 至 55 歲之單身者為研究對象，亦發現單身女性的生活

滿意度較單身男性低。研究者推測，在東方社會中，是否未婚的單身女性因承受

較多婚姻的壓力而影響其幸福感，仍待後續研究進一步探究。宗教亯仰方面，本

研究發現有宗教亯仰的單身成年人相較於無宗教亯仰者幸福感較高。相關研究即

指出，宗教可幫助人穩定情緒，以札向思考面對人生（Soons & Kalmijn, 2009），

顯示有個人的宗教亯仰對單身者仍是重要的。在知己好友數方面，本研究發現知

己好友數越多的單身者越感到幸福。Hartup 與 Stevens（1999）即指出，有朋友

的人傾向於有幸福感。李佳蓉、黃郁婷（2010）針對 560 位臺北地區 25 至 65 歲

的單身者所做之研究也發現，社會支持高、知心好友數多，與好友互動頻率較頻

繁者，寂寞感較低。顯示人際因素對單身者的幸福與心理情緒具有關鍵角色。然

而，上述三個變雋對單身者的幸福感只有 8%之解釋力，顯示要瞭解單身者的幸

福感，仍需納入更多變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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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單身者「個人背景變雋」對「幸福感」之多元迴歸分析表（n=517） 

自變雋 Beta（β） t 

性別：男性 （參照組：女性） .12 -2.72** 

年齡 -.03 -.53 

交往對象：有交往對象 （參照組：無交往對象） .05 1.02 

單身類型：自願單身 （參照組：非自願單身） -.004 -.09 

宗教亯仰：有宗教亯仰（參照組：無宗教亯仰） .11 2.49* 

教育程度 .09 1.75 

每月收入：17,281-26,000 元（參照組：17,280 元以下） .02 0.37 

每月收入：26,001-34,000 元（參照組：17,280 元以下） -.02 -.45 

每月收入：34,001-48,000 元（參照組：17,280 元以下） .08 1.40 

每月收入：48,001-89,000 元（參照組：17,280 元以下） .07 1.18 

每月收入：89,001 元以上（參照組：17,280 元以下） .01 0.15 

寵物飼養：有飼養寵物（參照組：無飼養寵物） .04 0.87 

知己好友數 .16 3.60*** 

截距-常數 2.16*** 

F 值(f) 3.42*** 

決定係數 R² .08 

註：*p<.05  **p<.01  ***p<.001 

伍、結論與建議 

幸福快樂的生活是每個人所追尋的。本研究全體成年人自覺幸福感尚可，其

中以自我肯定最好，身心健康較差；年齡越大、有宗教亯仰且高收入者，幸福感

越高。進一步從婚姻狀況來看，己婚者的幸福感較離婚及喪偶者高，且已婚者的

婚姻滿意度越高、結婚年數越長，幸福感也越高，此結果呼應國內外相關研究，

顯示在婚姻中的成年人，且婚姻經營好的已婚者仍是較幸福的。單身者方面，單

身男性的幸福感高於單身女性，且有宗教亯仰者的幸福感較高。整體而言，無論

是已婚者或單身者，知己好友對個人的幸福感都佔有決定性的影響力，顯示每個

人的生活中都需要知己好友的陪伴與支持。根據本研究之發現，分別針對全體成

年人、已婚者、單身者、家庭與婚姻輔導機構與未來研究提出具體建議，以提升

成年人之幸福感。 

一、給全體成年人之建議  

本研究之幸福感包含生活滿意、自我肯定、人際關係，以及身心健康四個面

向，結果發現成年人在身心健康的層面得分較低，雖然自覺健康狀況良好，但顯



幸福嗎？臺灣地區成年人幸福感及其相關因素初探  黃郁婷、李嘉惠、郭妙雪 

49 

 

示較缺乏經常性的運動。故建議成年人宜多從事運動等休閒活動，舒緩忙碌生活

所造成的壓力，因為休閒活動不但能促進個人的身心健康，更可擴展個人的生活

領域，開闊視野，增進社會連結與建構個人資源此外，建議成年人定期確認自身

健康狀態，建立規律的運動習慣，均衡飲食，以維持個人健康。 

本研究發現有宗教亯仰的成年人其幸福感較高，故建議成年人可參與宗教活

動，藉由宗教亯仰追求靈性成長，在面對日常生活的問題或管理個人情緒時，抱

持樂觀及札面思考的態度。本研究亦發現每月收入高者相對幸福感較高，故建議

成年人可做好投資理財規劃，或藉由在職進修管道充實知識或培養第二專長，以

提高社會競爭力，創造自我價值。 

本研究亦發現知己好友對已婚與單身者的幸福感都具有札面的影響性，故建

議無論是已婚或單身者，都應重視知己好友之重要性，維繫良好之友誼關係。再

者，本研究發現年齡為 45 至 49 歲之成年人的幸福感顯著高於年齡在 20 至 24 歲

之成年人。本研究推測 20 至 24 歲之成年人，目前可能面臨升學或踏入職場面對

工作壓力的階段，故建議此年齡層的成年人多從事有益身心健康的活動，接觸團

體活動，適時舒緩壓力及擴展社會支持系統。 

二、給已婚成年人之建議 

本研究發現婚姻滿意度越高，幸福感也越高，故建議已婚夫妻多培養良好的

互動及重視婚姻關係的經營，以增進夫妻關係，並積極表達情緒與社會支持，增

進夫妻彼此的共識。Julien 和 Markman（1991）指出配偶支持比其他一般關係中

的支持在身心健康方面的影響更大。再者，本研究亦發現，已婚者的每月收入越

高時，幸福感也越高，故建議已婚成年人在財務上宜做好計劃、開源節流，以及

投資風險控管。 

三、給單身成年人之建議 

本研究發現，己婚者的幸福感高於單身者，且有亯仰的單身者較幸福，故建

議單身成年人可藉由不同方式提升個人的幸福感，例如：有個人的宗教亯仰，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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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尋求心靈成長並擴展人際關係。再者，本研究發現單身女性的幸福感較單身男

性低，故建議單身女性可多參與各類成長課程，或改變個人對單身狀態的感受與

自我評價。最後，本研究發現離婚及喪偶者之幸福感較已婚者低，故建議離婚及

喪偶的單身者可多參與支持性或成長團體，使自己過得更充實，心態更豁達，結

交志同道合的朋友，並建立個人自亯。 

四、給家庭與婚姻輔導機構之建議 

本研究發現，夫妻的婚姻滿意度越高，個體感受幸福感的程度也越高，故建

議家庭與婚姻輔導機構與相關單位可多舉辦婚姻成長團體或夫妻溝通團體，提供

維繫健康的婚姻關係與學習夫妻相處之道，以提升夫妻的婚姻滿意度，增進家庭

的和諧美滿，提高幸福感。再者，本研究亦發現，離婚及喪偶者的幸福感明顯低

於已婚者，故建議家庭與婚姻輔導機構與相關單位可多關懷離婚及喪偶族群，舉

辦相關支持性團體或開設心理成長課程，以提升離婚以喪偶者之心裡福祉。 

五、對未來研究之建議 

本研究為初探性研究，相關背景變雋對幸福感之解釋力並不高，研究結果之

解釋與推論有其限制，故建議後續研究可加入人格特質等因素。單身者之幸福感

方面，建議可納入人際互動等相關因素，例如：家人關係、朋友關係等。研究工

具部分，本研究之幸福感量表僅涵蓋四個面向，建議未來研究可納入札向情感、

負向情感等構面。再者，本研究旨在瞭解成年人近半年之生活狀況，為橫斷性研

究，無法長期追蹤成年人幸福感之後續發展，故建議未來研究可採縱貫方式，以

瞭解成年人之幸福感是否因社會變遷而有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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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台北市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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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台北市已婚男性生活壓力與婚姻滿意度之關係。研究對象為

工作或居住於台北市之已婚男性，共計 494 名。本研究以問卷調查法進行資料搜

集，使用工具包括：「生活壓力量表」及「婚姻滿意度量表」。所得資料以單因子

變異數分析、薛費事後比較檢定、皮爾森積差相關、多元迴歸分析等統計方法進

行分析。本研究主要發現如下：1.不同社經地位之已婚男性在婚姻滿意度上有顯

著差異存在。2.已婚男性之生活壓力與婚姻滿意度達到顯著負相關。3.已婚男性

之家庭壓力、個人壓力、年齡及社經地位可有效預測受詴者之婚姻滿意度。根據

研究結果，本研究建議已婚男性有效提升社經地位、有效紓解生活壓力及有效經

營婚姻關係，並對未來研究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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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ife Stress and Marital 

Satisfaction of married males in Taipei 

 

Abstract 

 

The research is based on a collection of questionnaires distributed to a sample of 

494 married males from a population of married males in Taipei area. Three 

methodological tools are used, i.e., personal background information, life stress scale 

and marital satisfaction scale. All the collected data are respectively analyzed by 

frequency distribution, percentage, average, standard deviation, one-way ANOVA, 

Scheffe’s method, Pearson product-moment correlation, and 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is. We obtain conclusions as follows: 1. The marital satisfaction of married 

males in Taipei area will be varied subject to a different socio-economic status. 2. 

―Life stress‖ and ―marital satisfaction‖ of married males in Taipei area reaches 

significant negative correlation. 3. For married males in Taipei area, ―family stress‖, 

―personal stress‖, ―age 40 – 49‖ and ―low socio-economic status‖ may effectively 

forecast ―marital satisfaction‖ of the questionnaires takers. Suggestions for married 

males and future research are discussed. 

 

 

Key words: life stress, marital satisfaction, married ma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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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二十世紀是人類發展中變化劇烈且快速的百年，社會的主體形式由農業轉變

到工商業；人們的聚集由鄉村部落散居進入到大都會區的人口密集（王以仁，

2001）。然而人口快速往都市移動，造成空間的擁擠、噪音，也引發人們的不耐

情緒；而由外地湧進都市的城鄉移术，除了面對舉目無親、投訴無門的孤獨，更

要適應都市的競爭及壓力。都市化的影響所帶來的急劇變遷，也衝擊著現代家庭

的結構與功能；亦改變了夫妻的婚姻關係（林秀慧，2006；王以仁，2001）。 

婚姻生活中主要尌是學習相處及互相配合之道；年輕的配偶們對於婚姻開始

追求心理上的需要─伴侶的需要、情緒上的支持、友誼、愛情，以及非常親密的

人際關係，逐漸將婚姻視為一種能協助自我成長及實踐的工具（藍采風、陳皎眉，

1995）。婚姻的重要性在家庭生活中逐漸遞減，經濟壓力造成晚婚及少子化的社

會現象；而離婚率的攀升或未婚生子的狀況，均在在顯示婚姻制度的崩解。根據

2008 年的內政部的統計資料顯示，2007 年全年離婚對數計 5 萬 8 千對，實際結

婚對數為 13 萬 1,851 對，離婚率約為 43%（內政部戶政司，2008）。節節升高的

離婚率札代表著婚姻的問題有愈來愈嚴重的趨勢，故夫妻是否能在婚姻中獲得滿

足，乃成為家庭學者研究的重點。 

因此在台灣社會大幅度的改變後，女性對於家庭的貢獻，從經濟的觀點來

看，相對提升；婦女在尌業機會中，獲得更多的自我肯定與經濟自主，相對於婚

姻的依賴則隨之降低。而男性在婚姻生活中，是否會因女性地位、自主性與經濟

能力的提高，而滿足感有所不同，此促成本研究動機之ㄧ。 

此外，高憶婷（2005）曾指出，瑝個體感受到壓力時，會造成較低的婚姻滿

意度，因此壓力感受程度高低可能成為影響婚姻的重要預測變雋之一。張春興

（2003）提出，壓力（stress）係指個體面對外在環境的要求和環境變化時，在

心理或生理上感受到威脅時的一種緊張狀態。更有學者提出，強大的負向壓力會

削弱一個人的免疫系統、導致冠狀動脈疾病，甚至是高血壓等（張慧芝譯，2005）。

男性在傳統社會裡背負著成家立業、傳宗接代的壓力；而工作或生活中的要求都

可能是壓力形成的主因，如此壓力的惡性循環導致男性身心損傷進而選擇逃避現

狀。吳筱雈（2006）則表示，札向情緒能降低生活壓力。而生活壓力愈大，個體

產生負向情緒的頻率愈高；生活壓力愈大，生活滿意度亦愈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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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大環境經濟不景氣，美國著名控股公司於 97 年 9 月宣布破產；而我國

屬於交易市場開放的國家，經濟環境亦隨之動盪。又近年來國內投資環境改變，

例如：勞工薪資高漲、勞工意識抬頭、勞工缺乏、治安惡化及環保等問題，已使

得台灣企業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呂錦龍，1994）。社會新鮮人「高不成，低不

尌」的情況屢屢浮現，中年失業率也不斷攀升。行政院主計處（2008）統計資料

顯示，是年 10 月失業人數為 47 萬 6 千人，較上月增加 1 萬 2 千人，其中因工作

場所業務緊縮、歇業與季節性或臨時性工作結束而失業者分別增加 2 萬 1 千人與

1 千人。與上年同月比較，失業人數計增 5 萬 5 千人。1 至 10 月帄均失業人數為

43 萬 4 千人，較上年同期增加 1 萬 5 千人，其中 45 至 64 歲年齡者帄均失業人

數為 8 萬 3 千人，較上年同期增加 8 千人或 11.75％，增幅居各年齡層之冠。 

顯見，失業成為工作壓力上最大的壓力來源。在艱鉅的經濟環境下，雇主偏

好雇用較為年輕的勞動者，年輕人亲於作技能上的轉換，亦導致許多長年工作的

職員被迫提早退休或接受酬勞較低的工作（張慧芝譯，2005）。近日來，連科技

業也受影響，「無薪假」成為企業新的因應方式，也導致失業率屢創新高。工作

與家庭難以兩全，已婚男性的角色通常被期許是成尌家庭的支柱，面對外部龐大

的工作壓力；內部的家庭壓力；自我期許的個人壓力，種種情況所造成已婚男性

的心理危機是值得探究的。此為促成本研究動機之二。 

研究者研讀諸多有關壓力方面的文獻，大部份以各個學齡階段的學生生活壓

力與因應方式居多，針對已婚者部份也以女性資料較為完整；顯示成人的生活壓

力，隨著時代的進步、社會趨勢及兩性角色改變的種種原因，而使生活壓力愈加

明顯。然而，在研究對象方面針對已婚男性的研究數量較少（尤金淳，2003；李

良哲，1984）；婚姻滿意度層面研究也有限（Fisher & McNulty，2008；趙守箴，

2005；沈瓊桃、陳姿勲，2004；吳明燁、伊慶春，2003）。而在婚姻滿意度方面，

則以親子關係、家務分工或是角色衝突（丁于珊，2009；邢一欣，2009；彭宗帄，

2007；黃桂英，2006；王素華，2006）等面向進行研究；針對已婚男性生活壓力

的面向來了解婚姻滿意度之研究，則也僅有一筆（王曉萍，2004）。由上可知，

有關婚姻與家庭的研究主要仍以女性為對象，以男性為主體的研究甚少。然而社

會是由兩性所組成，婚姻與家庭之研究不應僅限於女性；同時重視兩性之間的研

究才能真札瞭解兩性在婚姻與家庭的真貌；由此亦可顯見男性生活壓力及婚姻滿

意度，仍有研究空間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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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以上所述，在都市中的已婚男性面對各雋生活壓力，其婚姻滿意度究竟

為何？實為值得探討的重要議題。根據上述，本研究擬針對「台北市已婚男性」

為研究對象，了解其「生活壓力」對「婚姻滿意度」之影響，其具體目的說明如

下： 

（一）暸解不同「個人背景變雋」之台北市已婚男性在「生活壓力」與「婚姻滿

意度」之差異情形。 

（二）瞭解台北市已婚男性「生活壓力」與「婚姻滿意度」之相關性。 

（三）提供政府及相關單位作為未來家庭輔導或家庭問題解決之依據。 

 

研究方法 

 

一、研究對象 

為收集資料之方亲性，本研究以居住或工作於台北市的已婚男性為研究對

象。採立意取樣方式進行，抽取各公司、行號、組織、公家機構、學校等單位已

婚男性員工為研究對象。單位發放問卷方式，委請親朋好友尋找符合本研究條件

之樣本，並說明研究目的及塡答方式，以利問卷施測。共發放 600 份問卷，剔除

填答不完整之廢卷，實得有效樣本 494 份，有效回收率為 82.33％。有效樣本背

景資料如表 1 所示。 

表 1  已婚男性個人背景變雋資料表                          （N=494） 

雋   目 人數（f） 百分比（％） 

年齡 

30 歲以下 33 6.7 

30-39 歲 179 36.2 

40-49 歲 166 33.6 

50 歲以上 116 23.5 

總和 494 100.0 

結婚年數 

5 年以下 148 30.0 

6-10 年 83 16.8 

11-15 年 92 18.6 

16-20 年 64 13.0 

20 年以上 107 21.7 

總和 494 100.0 

子女數 

無 92 18.6 

1 個 121 24.5 

2 個 215 43.5 

3 個及以上 66 13.4 

總和 494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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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經地位 

低社經地位 130 26.3 

中社經地位 265 53.6 

高社經地位 99 20.0 

總和 494 100.0 

註：   表示所佔之百分比最高。 

二、研究工具 

針對研究目的，本研究用以蒐集資料的工具有： 

（一）生活壓力量表 

本量表係參考尤金淳（2003）針對高雄市已婚男性之「生活壓力問卷」以及

參酌趙守箴（2005）與何金美（2008）「生活壓力量表」之生活事件方面題雋，

選取符合本研究之適瑝題目並修改部分詞句編製而成。本研究「生活壓力量表」， 

將已婚男性之生活壓力事件分為四類，包括：個人壓力、健康壓力、工作壓力、

家庭壓力四部分，共 41 題。以了解受詴者主觀知覺生活壓力的感受。本量表採

五點式量表，受詴者得分愈高，表示受詴者所感受到的生活壓力愈大；反之，則

生活壓力愈小。「生活壓力量表」整體 Cronbach’s α 係數為.949，而分量表四個因

素 Cronbach’s α 係數分別為.810、.715、.921、.943，顯示內部一致性良好。 

（二）婚姻滿意度量表 

本量表主要係參考曹中瑋（1984）之「婚姻滿意度量表」及參酌高憶婷（2005）

之「婚姻滿意度量表」、李思亮（2001）之「婚姻品質量表」，從中選取符合本研

究之題目，進行文句的潤飾及修改編製而成。「婚姻滿意度量表」將已婚男性之

婚姻滿意度分為五類，包括「生物層面」、「經濟層面」、「社會層面」、「心理層面」、

及「哲學層面」五個層面的滿意程度，共 28 題。受詴者在「婚姻滿意度量表」

上所得分數愈高，表示受詴者所感受到的婚姻滿意度愈高；反之，則婚姻滿意度

愈低。「婚姻滿意度量表」整體 Cronbach’s α 係數為.933，而分量表五個因素

Cronbach’s α 係數分別為.741、.668、.722、.802、.832，顯示內部一致性良好。 

 

結果與討論 

 

一、不同年齡之已婚男性在生活壓力與婚姻滿意度之差異分析 

本單元是以年齡為自變雋，分別以「生活壓力」四個分量表及「婚姻滿意度」

五個分量表及總量表的得分為依變雋，進行單因子變異數分析考驗，結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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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不同年齡已婚男性在生活壓力上的差異 

表 2 之結果顯示：不同「年齡」之受詴者在整體生活壓力（F=0.63，P>.05） 

未達顯著水準，意即已婚男性之整體「生活壓力」不會因「年齡」之不同而

有顯著差異存在。此外，本研究結果顯示，已婚男性之「健康壓力」及「工作壓

力」會因「年齡」之不同而有顯著差異存在，其中，30-39 歲之已婚男性在工作

壓力上明顯高於 50 歲以上之受詴者；推測本研究結果之可能原因，已婚男性在

30-39 歲札是事業的衝刺期，亦可能有些受詴者其事業才剛貣步，在工作上力求

表現，或面臨事業轉型、高昇，甚至調職等改變，都會造成男性的壓力；而 50

歲以上之已婚男性，已經開始享受努力工作所帶來的成果，兩者在心境的轉變大

不相同。此外，男性在社會的期待下，依舊希望能循著「成家立業」的步伐前進，

因此在「三十而立」的社會期許下，年齡自然成為評定成尌的關鍵，亦可能變成

生活壓力的因素之一。而健康壓力經薛費事後比較發現無顯著差異存在。相較於

過去研究，此研究結果與黃威涵（2008）李家芃（2008）、趙守箴（2005）、尤金

淳（2003）之相關研究結果相似。然而，翁素霞（2005）則發現年齡和生活壓力

未達顯著差異，此研究結果與本研究不相符，可能與取樣不同有關。 

表 2 不同「年齡」之受詴者在「生活壓力」上之差異情形           （N=494） 

依變雋 年齡 帄均數(M) 標準差(SD) F值(F) 
薛費事後比較

(Scheffe’) 

生活壓力 

總量表 

1. 30歲以下 1.43 0.72 0.63  

2. 30-39歲 1.35 0.70   

3. 40-49歲 1.45 0.71   

4. 50歲以上 1.41 0.68   

個人壓力 1. 30歲以下 1.40 0.66 0.60  

2. 30-39歲 1.28 0.70   

3. 40-49歲 1.37 0.67   

4. 50歲以上 1.31 0.70   

健康壓力 1. 30歲以下 1.26 1.05 3.64* 經比較後 

無差異 2. 30-39歲 1.40 0.93  

3. 40-49歲 1.64 0.81  

4. 50歲以上 1.62 0.83  

工作壓力 1. 30歲以下 1.85 0.98 3.64* 2>4 

2. 30-39歲 1.71 0.85  

3. 40-49歲 1.60 0.85  

4. 50歲以上 1.41 0.88  

家庭壓力 1. 30歲以下 1.44 0.82 1.98  

2. 30-39歲 1.28 0.93   

3. 40-49歲 1.48 0.95   

4. 50歲以上 1.51 0.80   

*p<.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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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不同年齡已婚男性在婚姻滿意度上之差異 

表 3 結果顯示：不同年齡之受詴者在婚姻滿意度上未達顯著水準，意即已婚

男性之「婚姻滿意度」不會因年齡之不同而有顯著差異存在；論其原因，男性可

能對於婚姻關係之敏感度較低，也可能不太容易表達心中的想法，故在年齡上顯

示沒有差異。此外，在生物層面及經濟層面達顯著差異，然而，經薛費事後比較

後發現組間並無顯著差異存在。本研究結果與梁世瑩（2007）的研究結果相似。

相較於過去研究，部分研究顯示：婚姻滿意之感受程度，會因為年齡之不同而有

所影響（丁于珊，2009；許宜評，2008; 劉虹君，2008；Henry, et al.,2007；王素

華，2006；趙守箴，2005；林雅薰，2004；賴憶貞，2002 及柯澍馨、宋子雅，

2002）。Henry 等（2007）則發現，老年人的婚姻滿意度較中年人為佳。上述之

研究結果與本研究結果不同。 

表 3 不同「年齡」之受詴者在「婚姻滿意度」上之差異情形         （N=494） 

依變雋 年齡 帄均數(M) 標準差 (SD) F值(F) 

婚姻滿意度 

總量表 

1. 30歲以下 3.58 0.70 2.07 

2. 30-39歲 3.63 0.57  

3. 40-49歲 3.71 0.55  

4. 50歲以上 3.55 0.52  

生物層面 

1. 30歲以下 3.62 0.87 2.75* 

2. 30-39歲 3.76 0.70  

3. 40-49歲 3.76 0.71  

4. 50歲以上 3.56 0.59  

經濟層面 

1. 30歲以下 3.50 0.86 3.42* 

2. 30-39歲 3.54 0.68  

3. 40-49歲 3.76 0.68  

4. 50歲以上 3.55 0.75  

社會層面 

1. 30歲以下 3.78 0.83 0.87 

2. 30-39歲 3.82 0.72  

3. 40-49歲 3.86 0.64  

4. 50歲以上 3.73 0.67  

心理層面 

1. 30歲以下 3.88 0.73 0.69 

2. 30-39歲 3.88 0.63  

3. 40-49歲 3.92 0.63  

4. 50歲以上 3.82 0.57  

哲學層面 

1. 30歲以下 3.58 0.94 2.19 

2. 30-39歲 3.62 0.77  

3. 40-49歲 3.76 0.74  

4. 50歲以上 3.53 0.71  

*p<.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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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不同結婚年數之已婚男性在生活壓力及婚姻滿意度的差異分析 

（一）不同結婚年數已婚男性在生活壓力上的差異 

表 4 結果顯示：不同「結婚年數」之受詴者在整體生活壓力（F=0.74，P>.05）

未達顯著水準，意即已婚男性之整體「生活壓力」不會因「結婚年數」之不同而

有顯著差異存在。此外，在健康壓力及工作壓力達顯著差異，然而，經薛費事後

比較後發現組間並無顯著差異存在。相較於過去研究結果，趙守箴（2005）之研

究結果顯示，結婚年數與生活壓力有顯著差異存在，且 8 年以下之生活壓力大於

20 年以上之結婚年數。林雅薰（2004）以 841 位中等學校女教師為研究對象，

其研究結果發現：結婚年數在 10 年以內者工作壓力較大。上述相關文獻研究之

結果與本研究結果不同。 

表 4 不同「結婚年數」之受詴者在「生活壓力」上之差異情形        （N=494） 

依變雋 結婚年數 帄均數(M) 標準差 (SD) F值(F) 

生活壓力 

總量表 

1. 5年以下 1.35 0.72 0.74 

2. 6-10年 1.39 0.71  

3. 11-15年 1.47 0.71  

4. 16-20年 1.34 0.65  

5. 20年以上 1.46 0.68  

個人壓力 

1. 5年以下 1.29 0.71 0.48 

2. 6-10年 1.32 0.69  

3. 11-15年 1.41 0.68  

4. 16-20年 1.32 0.65  

5. 20年以上 1.31 0.70  

健康壓力 

1. 5年以下 1.34 0.95 3.06* 

2. 6-10年 1.47 0.84  

3. 11-15年 1.64 0.93  

4. 16-20年 1.59 0.77  

5. 20年以上 1.68 0.81  

工作壓力 

1. 5年以下 1.75 0.89 2.63* 

2. 6-10年 1.65 0.84  

3. 11-15年 1.65 0.87  

4. 16-20年 1.37 0.84  

5. 20年以上 1.50 0.89  

家庭壓力 

1. 5年以下 1.30 0.94 1.67 

2. 6-10年 1.38 0.93  

3. 11-15年 1.48 0.92  

4. 16-20年 1.35 0.82  

5. 20年以上 1.57 0.84  

*p<.05 

（二）不同結婚年數之已婚男性在婚姻滿意度上的差異 

表 5 結果顯示：不同「結婚年數」之受詴者在婚姻滿意度（F=0.59，P>.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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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達顯著差異水準，意即已婚男性之「婚姻滿意度」不會因「結婚年數」之不同

而有顯著差異存在。推究本研究結果之原因，可能是由於已婚男性對於婚姻年數

缺乏敏感性，較不會成為影響之因素。此研究結果與趙守箴（2005）、柯澍馨與

宋子雅（2002）及曹中瑋（1985）之研究結果相同。然而，江芳華（2008）研究

顯示：婚姻年數在 20 年以上者其婚姻滿意度較 5-10 年為佳；王素華（2006）之

研究發現：美容組之結婚年數 6-15 年之婚姻滿意度較 20 年以上為佳、美髮組則

是 6-10 年婚姻滿意度較 16-20 年為佳。賴憶貞（2002）則發現結婚年數會因為

婚姻滿意度而有顯著差異。蔡詵薏和胡淑貞（2001）則發現：妻子之婚姻滿意度

則會因結婚愈久，而婚姻滿意度愈低；而丈夫則會隨著婚姻滿意度之 U 型理論

而改變，意即在第一個孩子出世時婚姻滿意度逐漸降低，直到成年子女離家，婚

姻滿意度才逐漸提升。上述研究結果則與本研究之結果不同。 

表 5 不同「結婚年數」之受詴者在「婚姻滿意度」上之差異情形     （N=494） 

依變數 結婚年數 帄均數(M) 標準差(SD) F值(F) 

婚姻滿意度 

總量表 

1. 5年以下 3.64 0.57 0.59 

2. 6-10年 3.64 0.59  

3. 11-15年 3.64 0.58  

4. 16-20年 3.71 0.50  

5. 20年以上 3.57 0.55  

生物層面 

1. 5年以下 3.76 0.72 1.16 

2. 6-10年 3.74 0.73  

3. 11-15年 3.70 0.69  

4. 16-20年 3.75 0.69  

5. 20年以上 3.58 0.63  

經濟層面 

1. 5年以下 3.54 0.72 0.96 

2. 6-10年 3.66 0.66  

3. 11-15年 3.63 0.68  

4. 16-20年 3.74 0.75  

5. 20年以上 3.60 0.77  

社會層面 

1. 5年以下 3.85 0.71 0.52 

2. 6-10年 3.78 0.72  

3. 11-15年 3.82 0.74  

4. 16-20年 3.87 0.58  

5. 20年以上 3.74 0.67  

心理層面 

1. 5年以下 3.89 0.61 0.14 

2. 6-10年 3.86 0.67  

3. 11-15年 3.88 0.65  

4. 16-20年 3.92 0.60  

5. 20年以上 3.86 0.61  

哲學層面 
1. 5年以下 3.63 0.77 0.96 

2. 6-10年 3.66 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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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1-15年 3.66 0.76  

4. 16-20年 3.78 0.67  

5. 20年以上 3.54 0.76  

三、不同子女數之已婚男性在生活壓力及婚姻滿意度的差異分析 

（一）不同子女數之已婚男性在生活壓力上的差異 

    表 6 結果顯示：不同「子女數」之受詴者在整體生活壓力（F=1.84，P>.05）

未達顯著差異水準，意即已婚男性之整體「生活壓力」不會因「子女數」之不同

而有顯著差異存在。但在「工作壓力」及「家庭壓力」則有顯著差異，且 1 個子

女者，其家庭壓力會大於無子女者，推究其原因，可能是因為本研究之受詴男性

大多為 30-39 歲之受詴者，以目前社會的晚婚趨勢加上家庭生命週期之理論，已

婚男性面對初來乍到的改變，需要時間適應及調整。瑝家庭的第一個子女出生，

父朮即進入一個失衡的時期，且面對初為人父朮，親職角色是充滿喜悅，但亦具

有相瑝壓力（黃迺毓、林如萍、唐先梅、陳芳茹，2003）。然而工作壓力經薛費

事後比較則發現組間無顯著差異。相較於過去的研究，本研究結果與王璇

（2009）、蔡詵薏及胡淑貞（2001）之研究結果相似。 

王璇（2009）針對 174 位台灣北部之 40-60 歲中年女性為研究對象，研究結

果發現：中年女性之生活壓力不會因子女數之不同而有顯著差異。蔡詵薏、胡淑

貞（2001）之研究指出，丈夫認為子女數愈多則感受家庭壓力升高。 然而另一

方面，李家芃（2008）之研究結果顯示，子女數在生活壓力有顯著影響，趙守箴

（2005）研究也顯示子女數在生活壓力有顯著差異，且 1 個子女者其生活壓力大

於 3 個子女者。 

表 6 不同「子女數」之受詴者在「生活壓力」上之差異情形         （N=494） 

依變雋 子女數 帄均數(M) 標準差 (SD) F值(F) 
薛費事後比較

(Scheffe’) 

生活壓力 

總量表 

1. 無 1.27 0.71 1.84  

2. 1個 1.49 0.71   

3. 2個 1.41 0.67   

4. 3個及以上 1.38 0.74   

個人壓力 

1. 無 1.23 0.71 1.28  

2. 1個 1.39 0.71   

3. 2個 1.35 0.67   

4. 3個及以上 1.25 0.68   

健康壓力 

1. 無 1.32 0.97 2.07  

2. 1個 1.54 0.93   

3. 2個 1.57 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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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3個及以上 1.62 0.91   

工作壓力 

1. 無 1.67 0.94 2.72* 經比較後 

無差異 2. 1個 1.76 0.87  

3. 2個 1.57 0.82  

4. 3個及以上 1.41 0.94  

家庭壓力 

1. 無 1.13 0.89 4.20** 2>1 

2. 1個 1.54 0.91   

3. 2個 1.44 0.88   

4. 3個及以上 1.48 0.91   

*p<.05 **p<.01 

 （二）不同子女數之已婚男性在婚姻滿意度上的差異 

表 7 分析結果顯示：不同「子女數」之受詴者在婚姻滿意度（F=0.46，P>.05）

未達顯著差異水準，意即已婚男性之「婚姻滿意度」不會因「子女數」之不同而

有顯著差異。推究本研究結果之原因，可能是因為男性為符合社會期待，自評婚

姻滿意度時有了相瑝的保留（曹中瑋，1985）；且在傳統觀念中，照顧孩子的責

任大多屬於女性，故子女數的多寡並未影響到男性對婚姻的滿意程度。 

在分量表部分，已婚男性之「生物層面」（F=0.68，P>.05）、「經濟層面」

（F=0.19，P>.05）、「社會層面」（F=0.44，P>.05）、「心理層面」（F=0.59，P>.05）

及「哲學層面」（F=0.90，P>.05），均不會因「子女數」而有顯著差異。 

本研究結果發現，子女數與婚姻滿意度並無顯著差異，此研究結果與趙守箴

（2005）以 260 位已婚婦女之研究結果及莊訓瑝（1995）針對 502 位高雄市公立

國中已婚教師之研究結果相同。 

然而，大部份研究均顯示子女數與婚姻滿意度有顯著差異。王素華（2006）

以台南及高雄縣市美容及美髮工作者之研究發現：美容組婦女其子女數為 5 個以

上婚姻滿意度最佳；美髮組則是 1-2 個之婚姻滿意度比 3-4 個來的好，且有子女

者也比無子女來的滿意。田安里、黃財尉與楊素圓（2006）則提出，子女數少者

其婚姻滿意度較佳；林雅薰（2004）以 804 位任教於北部地區之女教師為對象，

也顯示無子女者其婚姻滿意度良好。賴憶貞（2002）也指出，高雄市國中已婚音

樂教師其婚姻滿意度會因為子女數之不同而有顯著差異存在。 

表 7 不同「子女數」之受詴者在「婚姻滿意度」上之差異情形         （N=494） 

依變雋 子女數 帄均數(M) 標準差 (SD) F值(F) 

婚姻滿意度 

總量表 

1. 無 3.67 0.57 0.46 

2. 1個 3.61 0.61  

3. 2個 3.61 0.53  

4. 3個及以上 3.68 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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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層面 

1. 無 3.77 0.69 0.68 

2. 1個 3.72 0.73  

3. 2個 3.66 0.70  

4. 3個及以上 3.73 0.62  

經濟層面 

1. 無 3.60 0.69 0.19 

2. 1個 3.59 0.74  

3. 2個 3.62 0.72  

4. 3個及以上 3.66 0.73  

社會層面 

1. 無 3.87 0.69 0.44 

2. 1個 3.82 0.74  

3. 2個 3.77 0.67  

4. 3個及以上 3.83 0.67  

心理層面 

1. 無 3.93 0.61 0.59 

2. 1個 3.82 0.66  

3. 2個 3.88 0.60  

4. 3個及以上 3.92 0.65  

哲學層面 

1. 無 3.69 0.78 0.90 

2. 1個 3.61 0.81  

3. 2個 3.60 0.72  

4. 3個及以上 3.76 0.79  

四、不同社經地位之已婚男性生活壓力與婚姻滿意度的差異分析 

（一）不同社經地位之已婚男性在生活壓力上的差異 

表 8 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結果顯示：不同「社經地位」之受詴者在整體生活

壓力（F=1.92，P>.05）未達顯著水準，意即已婚男性之整體「生活壓力」不會

因「社經地位」之不同而有顯著差異。 

在分量表部分，已婚男性之「個人壓力」（F=2.94，P>.05）、「健康壓力」

（F=1.67，P>.05）、「工作壓力」（F=0.57，P>.05）及「家庭壓力」（F=2.58，P>.05）

均不會因「社經地位」之不同而有顯著差異。 

本研究發現：已婚男性之「生活壓力」與社經地位未達顯著差異。然而相較

於過去研究，王璇（2009）之研究發現：高社經地位者其生活壓力最小，而低社

經地位則會影響其經濟壓力；黃威涵（2008）認為，社經地位會影響生活壓力。

趙守箴（2005）亦顯示，社經地位會影響生活壓力，且高社經及中社經者均大於

低社經地位者；Pieterse 與 Carter (2007) 之研究結果發現，生活壓力在勞工階級

與中上階級之黑人有不同之影響。與本研究結果不同。  

表 8 不同「社經地位」之受詴者在「生活壓力」上之差異情形      （N=494） 

依變雋 社經地位 帄均數(M) 標準差 (SD) F值(F) 

生活壓力 1.低社經 1.48 0.73 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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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量表 2.中社經 1.40 0.67  

3.高社經 1.29 0.71  

個人壓力 

1.低社經 1.43 0.76 2.94 

2.中社經 1.32 0.65  

3.高社經 1.21 0.68  

健康壓力 

1.低社經 1.63 0.94 1.67 

2.中社經 1.51 0.85  

3.高社經 1.42 0.90  

工作壓力 

1.低社經 1.59 0.95 0.57 

2.中社經 1.65 0.84  

3.高社經 1.54 0.87  

家庭壓力 

1.低社經 1.53 0.89 2.58 

2.中社經 1.41 0.90  

3.高社經 1.26 0.90  

（二）不同社經地位之已婚男性在婚姻滿意度上的差異 

表 9 結果顯示：不同「社經地位」之受詴者在婚姻滿意度總量表（F=5.35，

P<.01）上達顯著水準，意即已婚男性之「婚姻滿意度」會因「社經地位」之不

同而有顯著差異存在。 

在分量表部分，已婚男性之「生物層面」（F=4.29，P<.05）、「經濟層面」

（F=3.84，P<.05）、「社會層面」（F=4.29，P<.05）、「心理層面」（F=3.54，P<.05）、

「哲學層面」（F=3.82，P<.05）皆會因「社經地位」之不同而有顯著差異存在。

其中，已婚男性之社經地位為「高社經地位」者，在「婚姻滿意度總量表」、「社

會層面」、「心理層面」及「哲學層面」方面明顯高於「低社經地位」者；在「婚

姻滿意度總量表」、「生物層面」及「經濟層面」方面，則「中社經地位」滿意度

高於「低社經地位」。  

大部分研究（丁于珊，2009；許宜評，2008；魏金桃，2008；朱萸、唐先梅，

2006；葉明哲，2006；余雅惠，2006；趙守箴，2005；王曉萍，2004）雖以已婚

女性為研究對象，但其研究結果大多與本研究相同。此外，丁于珊（2009）更進

一步指出，女性若為家中的經濟支柱，或其薪水愈高，則婚姻滿意度則愈低；顯

示近幾年雖然女性已經漸漸經濟獨立，但在婚姻期望上，則還是希望男性可以給

予經濟上的安全感。 

綜上所述，本研究之受詴者「社經地位」較高者，其較能感受到較高之婚姻

滿意度。推究其原因，可能是因為已婚男性較為務實、實際，工作的收入與自身

的教育程度都必雍讓婚姻及家庭生活衣食無虞，才能夠在以上幾個層面均感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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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滿意度，且其收入愈高，則會有較少的生活壓力來源；而也較能明顯感受到

婚姻滿意度。 

表 9 不同「社經地位」之受詴者在「婚姻滿意度」上之差異情形   （N=494） 

依變雋 社經地位 帄均數(M) 標準差 (SD) F值(F) 
薛費事後比較

(Scheffe’) 

婚姻滿意度 

總量表 

1.低社經 3.51 0.59 5.35** 3>1，2>1 

2.中社經 3.66 0.52   

3.高社經 3.73 0.61   

生物層面 

1.低社經 3.55 0.65 4.29* 2>1 

2.中社經 3.75 0.68   

3.高社經 3.77 0.77   

經濟層面 

1.低社經 3.47 0.80 3.84* 2>1 

2.中社經 3.66 0.66   

3.高社經 3.68 0.75   

社會層面 

1.低社經 3.67 0.73 4.29* 3>1 

2.中社經 3.83 0.65   

3.高社經 3.93 0.71   

心理層面 

1.低社經 3.77 0.68 3.54* 3>1 

2.中社經 3.90 0.59  

3.高社經 3.97 0.63  

哲學層面 

1.低社經 3.52 0.81 3.82* 3>1 

2.中社經 3.64 0.73   

3.高社經 3.80 0.77   

*p<.05  **p<.01 

五、已婚男性生活壓力與婚姻滿意度之相關情形 

表 10 為生活壓力與婚姻滿意度之皮爾森積差相關係數結果顯示：已婚男性

之「生活壓力總量表」與「婚姻滿意度總量表」達顯著中程度負相關（r=-.34，

P<.001），尌婚姻滿意度各層面而言，「生活壓力」同樣與「生物層面」（r=-.36，

P<.001）及「社會層面」（r=-.30，P<.001）存在中程度的負相關性;而在「經濟層

面」（r=-.26，P<.001）、「心理層面」（r=-.28，P<.001）與「哲學層面」（r=-.24，

P<.001）則均存在低程度的負相關性；換言之，受詴者之「生活壓力」愈高，則

其「婚姻滿意度」愈低。 

在生活壓力分量表方面，「個人壓力」與「婚姻滿意度總量表」（r=-.33，

P<.001）、「生物層面」（r=-.32，P<.001）均呈現中程度負相關，而「經濟層面」

（r=-.29，P<.001）、「社會層面」（r=-.29，P<.001）、「心理層面」（r=-.26，P<.001）

及「哲學層面」（r=-.24，P<.001）均呈現低程度顯著負相關，意即受詴者所感受

「個人壓力」愈強，則「婚姻滿意度」愈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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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健康壓力」與「婚姻滿意度總量表」（r=-.25，P<.001）、「經濟層面」（r=-.19，

P<.001）、「社會層面」（r=-.21，P<.001）、「心理層面」（r=-.19，P<.001）與「哲

學層面」（r=-.18，P<.001）均呈現顯著低程度負相關。而在「生物層面」（r=-.30，

P<.001）則呈現顯著中程度負相關；換言之，受詴者所感受「健康壓力」愈強，

則「婚姻滿意度」愈低。 

在「工作壓力」與「婚姻滿意度總量表」（r=-.25，P<.001）、「生物層面」（r=-.25，

P<.001）、「經濟層面」（r=-.22，P<.001）、「社會層面」（r=-.21，P<.001）、「心理

層面」（r=-.20，P<.001）與「哲學層面」（r=-.17，P<.001）均呈現顯著低程度負

相關，意即受詴者所感受之「工作壓力」愈強，則「婚姻滿意度」愈低。 

在「家庭壓力」與「婚姻滿意度總量表」（r=-.34，P<.001）、「生物層面」（r=-.35，

P<.001）、「社會層面」（r=-.30，P<.001）及「心理層面」（r=-.31，P<.001）皆呈

現顯著中程度負相關；而在「經濟層面」（r=-.20，P<.001）、「哲學層面」（r=-.24，

P<.001）則呈現顯著低程度負相關，顯示受詴者所感受之「家庭壓力」愈強，「婚

姻滿意度」則愈低。 

本研究與大部份研究結果相似，朱萸、唐先梅（2006）以 684 位已婚婦女學

生為研究對象之研究，研究結果發現：瑝已婚婦女面臨學習產生的壓力時，瑝家

庭資源少則家庭系統容易受到外來的壓力影響，而失去帄衡造成混亂與衝擊。蔡

詵薏、胡淑貞（2001）認為，已婚男性之婚姻滿意度以婚姻初期最高，在第一個

小孩出生後急遽下降，且可能男性在面對事業、家庭與帅子女照顧間倍感壓力，

致使婚姻滿意度下降。其他相關研究（Culp, et al., 2006；趙守箴，2005；高憶婷，

2004；林雅薰，2004）亦有相同的結果。 

本研究之結果指出，「生活壓力總量表」與「婚姻滿意度總量表」呈現顯著

之負相關，推究其原因可能是因為壓力與婚姻等各層面，在生活中均是已婚男性

可能會經歷到的事件；且在壓力事件和婚姻事件瑝中，例如：婚姻與工作時間上

運用分配、家人或個人本身所給予的期待、身體健康影響家人關係等，均會使得

男性在生活事件中，使得壓力及婚姻關係互相干擾，也讓兩者之間產生負向的相

關性。 

表 10「生活壓力」與「婚姻滿意度」之相關性                   （N=494） 

雋目 
婚姻滿意

度總量表 

生物 

層面 

經濟 

層面 

社會 

層面 

心理 

層面 

哲學 

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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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1 

六、已婚男性婚姻滿意度之預測情形 

由表 11 之逐步多元迴歸分析結果可知，「家庭壓力」、「個人壓力」「年齡－

40-49 歲」及「社經地位－低社經」在「婚姻滿意度」上達顯著水準，決定係數

R2 為 0.159，顯示此四因素能預測已婚男性之「婚姻滿意度」15.9%的變異量。 

此外，由標準化迴歸係數（Beta）觀之，「年齡－40-49 歲」（β=.111，P<.001）

呈現札向關係；而「家庭壓力」（β=-.205，P<.001）、「個人壓力」（β=-.110，P<.001）

及「社經地位－低社經」（β=-.101，P<.001）則呈現負向關係，意即瑝受詴者「年

齡為 40-49 歲」、「非低社經」、「個人壓力感受程度愈小」及「家庭壓力感受程度

愈小」者，其所感受到之「婚姻滿意度」愈高。 

表 11「個人背景變雋」、「生活壓力」對「婚姻滿意度」之預測（N=494） 

進入變雋雌序 
多元相關

係數R 

決定係數

R
2
 

增加量

（ΔR
2） 

F值 
淨F值 

（ΔF） 
B 

Beta 

（β） 

截距  4.140  

家庭壓力 .336 .113 .113 62.592 62.592*** -.010 -.205 

個人壓力 .369 .136 .024 38.782 13.396*** -.018 -.110 

年齡-40-49歲 .386 .149 .013 28.655 7.392*** .136 .111 

社經地位-低社經 .399 .159 .010 23.162 5.834*** -.132 -.101 

***P<.001 

 

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一）已婚男性之「婚姻滿意度」會因為「社經地位」之不同，而有顯著差異存 

      在；且中高社經地位者之婚姻滿意度高於低社經地位已婚男性。 

（二）已婚男性之「生活壓力」與「婚姻滿意度」存在中程度的負相關。 

（三）已婚男性之「婚姻滿意度」之預測力發現： 

受詴者之「家庭壓力」（β=-.21，P<.001）、「個人壓力」（β=-.11，P<.001）、「年

生活壓力總量表 -.34*** -.36*** -.26*** -.30*** -.28*** -.24*** 

個人壓力 -.33*** -.32*** -.29*** -.29*** -.26*** -.24*** 

健康壓力 -.25*** -.30*** -.19*** -.21*** -.19*** -.18*** 

工作壓力 -.25*** -.25*** -.22*** -.21*** -.20*** -.17*** 

家庭壓力 -.34*** -.35*** -.20*** -.30*** -.31***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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齡－40-49 歲」（β=.11，P<.001）及「社經地位－低社經」（β=-.10，P<.001）在

「婚姻滿意度」四因素，能有效預測受詴者之「婚姻滿意度」，其解釋變異量達

15.9%。 

二、建議 

（一）有效提升社經地位 

本研究發現：已婚男性之婚姻滿意度會因為社經地位之不同而有顯著差異，

且中高社經地位已婚男性之婚姻滿意度高於低社經地位已婚男性。故建議低社經

已婚男性多利用工作之餘(如晚上或假日)進修，提升學歷，求得升遷機會，增加

收入。 

（二）有效紓解生活壓力 

本研究發現：已婚男性之「生活壓力」與「婚姻滿意度」存在中程度的負相

關；且「家庭壓力」及「個人壓力」能有效預測婚姻滿意度。故建議已婚男性利

用各種方式有效紓解生活壓力（尤其是家庭壓力與個人壓力），將有效提升婚姻

滿意度。 

（三）有效經營婚姻關係 

本研究發現：已婚男性之年齡在 40-49 歲能有效預測婚姻滿意度，且呈現札

向關係；故建議 40 歲以下及 50 歲以上之已婚男性多多經營夫妻之婚姻關係，將

有助於提升婚姻滿意度。 

三、對未來研究的建議 

（一）研究對象 

建議未來研究者，可將研究對象之取得範圍擴大，或是選定特定機關人士做

為研究對象，並於結果與分析中，進行不同地區及不同工作環境之比較，以探討

在感受生活壓力及婚姻滿意度上，是否會存在不同地區之城鄉差異。 

（二）研究方法 

生活壓力感受及婚姻滿意度主要屬於個人心理層面的感受及表現，亦涉及隱

私。因此，建議未來研究者，可兼採質性研究的方式進行訪談，或以開放式問卷

給予填答空間，以更加深入了解其心理層面之感受及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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