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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胞婦女生活態度與教養子女態度之探討 1 

林妙娟 2 

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山胞婦女的生活態度和教養子女態度之情形，並探討其相關性與主要影

響因素。調查工具為基本資料表、生活態度量表和教養子女態度量表。研究對象含全省九個

族，年齡在 21－70歲間的山胞婦女，共 443位。調查資料利用次數分配、百分比、相關分析

及多元迴歸分析等方法加以處理。研究發現：（一）山胞婦女的生活態度在工作理念方面稍

偏向消極；在兩性關係上為保守態度；對於婦女地位持較傳統的觀念；在喝酒觀念上仍有部

分婦女未有正確的認識。（二）部分山胞婦女不太能釐清養育子女之價值觀，並對子女的教

育不夠重視。（三）山胞婦女的生活態度與教養子女態度具有顯著的相關性。（四）影響山

胞婦女生活態度之主要因素，有族別、教育程度、家庭收入。（五）影響山胞婦女教養子女

態度之主要因素，有教育程度、兩性關係、工作理念、年齡、婦女地位、工作別。 

（關鍵字：山胞婦女、生活態度、教養子女態度、家庭教育） 
1.花蓮區農業改良場研究報告第 86號；本文係八十一年教育部委託專案計畫──山胞婦女教育

需求研究報告一部分。 
2.花蓮區農業改良場助理研究員。 

前言 

隨著社會變遷的加速，山胞的社會問題也日益凸顯，這是不容忽視的現象。社會問題之

呈現種因於家庭，而在家庭中具有舉足輕重之地位者非山胞婦女莫屬。然而近年來的報章雜

誌所報導的山胞婦女之形象大部分為負面的，諸如販賣女兒、酗酒、賣淫．．．．等。 

山胞婦女由於生活環境及所受教育程度和傳統觀念之影響，對於工作理念、兩性關係、

婦女地位、喝酒觀念以及在養育子女價值觀和教育子女態度等方面具有差異性。泰雅族在傳

統上對性以嚴厲的態度來相互律人，男女之間甚至不能談到有關性方面的話題。然隨著社會

文化的變遷，傳統特質日漸式微，婚前性觀念較開放，婦女從事賣淫行業亦不以為意，是以

謂，泰雅族之兩性關係已大不如前（余光弘，1979）。而廖碧英（1987）則指出，今日山地

少女不幸淪為雛妓，與婦女地位不夠提昇及娼妓制度之存在有關。阿美族是一個母系社會，

由女兒繼承家業，男人在家庭中無權威，一切以太太為決策者，因此，女人之地位較男人高

（許木柱，1987）。但近年來山胞婦女地位，由於受外來社會文化的影響與時代潮流的改變

而有所改變（鄭香妹，1992）。據統計，在民國 67年，泰雅族的酒類年消費金額為台灣省各

家戶平均數的十一倍強（余光弘，1981）。酒之龐大消費，一方面影響生計甚大，一方面無

心工作影響夫妻感情，對子女之教養亦疏忽（黃崑宗，1991）。梁全盛（1987）指出，頗受

矚目的山胞販賣女兒問題，以花蓮縣秀林鄉為例，原因有：酗酒、不善理財、缺乏儲蓄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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貞操觀念及性倫理的偏差、貧窮、教育文化水準低落等。陳麗雲（1992）指出有些山胞父母，

至今仍抱著「子女即財產」的錯誤觀念，因此子女可以販賣，可以逼之為奴。在子女眾多的

山胞家庭，認為給孩子讀書是一項沈重的負擔，早一天幫忙家計，早一天好，所以儘可能要

孩子們賺錢（李明毅，1987）。因此導致山胞小孩升學率偏低，就業年齡降低，從事的工作

行業均以勞力或服務業為多，在收入上較差，不僅影響到其生活品質，亦較易產生社會問題。

職是之故，本文特就山胞婦女的生活態度與教養子女態度加以探討。 

具體而言，研究之主要目的為探討： 

一、山胞婦女的生活態度。 

二、山胞婦女的教養子女態度。 

三、山胞婦女的生活態度與教養子女態度之相關性。 

四、影響山胞婦女的生活態度之重要因素。 

五、影響山胞婦女的教養子女態度的重要因素。 

六、並根據研究結果提供可行性建議，以加強山胞婦女教育，提升家庭教育功能。 

本研究之名詞界定： 

一、山胞婦女：是指含平地山胞與山地山胞婦女，其年齡在 21－70歲間。 

二、族群：是以目前所稱的九族為範圍，九族是：阿美族、泰雅族（含太魯閣族）、布農族、

排灣族、魯凱族、卑南族、賽夏族、雅美族、鄒族（曹族）。 

三、生活態度：本研究所探討的山胞婦女生活態度是包含山胞婦女對「工作理念」、「兩性

關係」、「婦女地位」、「喝酒觀念」等四方面的看法。 

四、教養子女態度：本文所指的是山胞婦女對於「養育子女價值觀」和「教育子女態度」等

方面的看法。 

五、家庭教育：是指在家庭中父母對子女的教育。 

材料與方法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係以全省山胞婦女為母群體，以立意抽出全省 20個平地山胞鄉鎮中的 10個，30

個山地山胞鄉鎮中的 13個，再隨機抽出含九個族的山胞婦女，其年齡在 21歲－70歲間。總

計發出問卷 600份，經剔除不完整問卷，共得 443份有效問卷。回收率 100％，可用率 71％。 

二、研究設計：本研究之研究架構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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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材料與工具 

（一）基本資料表：包括族別、年齡、婚姻狀況、婚姻年數、教育程度、工作別、家庭收入。 

（二）生活態度量表：分為「工作理念」、「兩性關係」、「婦女地位」、「喝酒觀念」等

四個向度，共有 16個題目。本量表所含 16個題目中，正負向題目各有 8題。計分方

式採 4點計分，當正向時，以 4代表「非常同意」，3代表「同意」，2代表「不同意」，

1 代表「非常不同意」；遇負向時，則反計之。分數越高代表生活態度越理性，反之

則代表生活態度越消沈。 

（三）教養子女態度量表：分為「養育子女價值觀」、「教育子女態度」等二個向度，共有

10個題目。正負向題目各有 5題。計分方式採 4點計分，當正向時，以 4代表「非常

同意」，3代表「同意」，2代表「不同意」，1代表「非常不同意」；遇負向時，則

反計之。分數越高代表教養子女態度越正確，反之則代表教養子女態度較偏差。 

四、資料蒐集與分析： 

本研究之問卷於八十年十月至十一月間，由訓練過之訪員至全省 23 個鄉鎮進行訪問調

查。收回問卷經剔除無效問卷，並編碼鍵入，進行資料分析處理工作。 

  本研究採用統計方法如下： 

（一）次數分配、平均數、標準差：有關生活態度、教養子女態度及教育需求的反應，利用

次數分配、平均數、標準差等統計數據加以描述說明。 

（二）皮爾遜積差相關分析：關於生活態度與教養子女態度兩項的關係，以皮爾遜積差相關

分析法來檢定兩者因素間的相關性。 

（三）多元迴歸分析：為了進一步檢驗自變項對生活態度、教養子女態度之影響性，本研究

以多元迴歸分析法加以說明，試圖釐清各自變項對依變項之個別影響，以及自變項對

依變項的總解釋力。 

結果與討論 

一、山胞婦女的生活態度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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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是受訪者的生活態度問項反應之次數分配，由此表可以看出受訪者對工作理念、

兩性關係、婦女地位、喝酒觀念所持的態度。 

（一）在工作理念方面： 

對於「只要子女賺錢回來，不需要過問工作的性質」持不同意的佔 42.7％，且有強烈反

應持非常不同意的比例亦高達 42.4％。亦即對子女的工作性質，為人家長者應加以關心的，

仍是山胞婦女所認同的，但應注意的是還有 5.2％比例的山胞婦女認為不需要過問子女的工作

性質。對於「讓子女多讀點書，可以找到較好的工作」，持同意看法的佔大多數為 81.3％，

而不同意者有 9％，此項不同意比例與「孩子在國中或高中畢業後，先學習技能再找工作較

好」之結果相似。對於「工作性質越輕鬆越好」和「找工作只要賺錢多就好」這樣的理念雖

然持「不同意」比例仍然較高，但也顯示持同意者不少，尤以「工作性質越輕鬆越好」持同

意之比例為 30.8％，這也許是當前社會的一般現象，並非僅是山胞婦女的觀念。因此，為導

正當前社會之功利主義、好逸惡勞的不正確工作理念，對整個社會而言，是有必要加強宣導

的。 

（二）兩性關係方面： 

以「和異性朋友交往，可以親密的拉手、搭肩、摟腰」持較開放的態度，認為「同意」

的比例為 11.1％，表示「不同意」的為 60.5％，表示「非常不同意」的佔 19.0％。對於「男

女之間沒有相愛也可以互相在身上性感地方摸來摸去」則顯示較保守，表示「非常不同意」

的佔 50.6％，「不同意」的佔 36.1％，而同意的僅為 3.7％。對於「已結婚的夫婦才可以上床

在一起」，表示同意的佔 81.9％。又問及「不論男女兩人關係如何，都可以上床在一起」之

比例為 2.7％。換言之，大多數山胞婦女對於兩性關係的觀念，仍認為需要有正當婚姻關係始

可有親密之行為。 

表一、受訪者的生活態度問項反應之次數分配表 

Table 1. Frequency distribution of interviewer's attitudes toward living 

                         (N:443) 
    程度Degree 

項     目 
Item 非常同意 

Very agree 
同意 
Agree 

不同意 
Disagree

工作理念：Work concept:       

孩子在國中或高中畢業後，先學習技能再找工作較好       

It is good for children to learn skills first and to find work later after 
their graduation from the junior or senior high school. 

101 
(22.8) 

259 
(58.5) 

34 
(7.7) 

工作性質越輕鬆越好       

It is much better for us to find an easier job. 
10 

(2.3) 
124 

(28.0) 
251 

(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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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工作只要錢多就好       

It is good enough for us to find a moneyed job. 
3 

(0.7) 
57 

(12.9) 
301 

(67.9) 

讓子女多讀些書，可以找到比較好的工作       

It is more easier for our children to find an appropriate job if they 
were admitted to study more. 

132 
(29.8) 

228 
(51.5) 

28 
(6.3) 

只要子女賺錢回來，不需要過問工作的性質       

It is not necessary for us to ask about the nature of the job our 
children received if they can make money back. 

6 
(1.4) 

17 
(3.8) 

189 
(42.7) 

兩性關係：       

Bisexual relationship:       

已結婚的夫婦才可以上床在一起       

Only married couples can sleep together 
134 

(30.2) 
229 

(51.7) 
31 

(7.0) 

不論男女兩人關係如何，都可以上床在一起       

No matter what relationship is between man and woman, they can 
sleep together. 

7 
(1.6) 

5 
(1.1) 

200 
(45.1) 

和異性朋友交往，可以親密的拉手、搭肩、摟腰       

To make friends with the opposite sex, both can be closely hand in 
hand, put hand cross other's shoulder, and give (s)he a hug. 

8 
(1.8) 

41 
(9.3) 

268 
(60.5) 

男女之間沒有相愛也可以互相在身上性感地方摸來摸去       

One with no love with the opposite sex also can tough his/her 
body's sexual parts/areas. 

6 
(1.4) 

10 
(2.3) 

166 
(36.1) 

女孩在結婚前，不可以和男孩子上床在一起       

A girl cannot go to bed with her boy friend before getting married. 
162 

(36.6) 
172 

(38.8) 
48 

(10.8) 

婦女地位：       

Women's status:       

女人是應該留在家裏做家事照顧小孩       

A women should stay at home doing housework and looking after 
the children. 

22 
(5.0) 

166 
(37.5) 

182 
(41.1) 

女孩子與男孩子一樣需要多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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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girl needs to study more as well as a boy. 
169 

(38.1) 
193 

(43.6) 
28 

(6.3) 

女人跟男人一樣可以喝醉酒       

A women can drink alcohol like a man does. 
8 

(1.8) 
38 

(8.6) 
241 

(54.4) 

喝酒概念：       

Concept of drinking alcohol:       

酒喝多了會傷害身體       

Drinking alcohol too much will cause harm to our bodies.  
131 

(29.6) 
216 

(48.8) 
42 

(9.5) 

喝酒是生活中最重要的事       

Drinking alcohol is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of our life. 
11 

(2.5) 
40 

(9.0) 
193 

(43.6) 

喝酒就要喝到醉才過癮       

Once drinking alcohol it is better to get drunk. 
6 

(1.4) 
17 

(3.8) 
189 

(42.7) 

Table 1. Frequency distribution of interviewer's attitudes toward living 

                    (N:443) 
單位 人Unit:person(％) 

項     目 
Item 非常不同意 

Very disagree

未填 
No 

answer

眾數 
Mode 

平均數 
Average 

標準差 
Standard 
deviation 

工作理念：Work concept:            

孩子在國中或高中畢業後，先學習技能 
再找工作較好 

  
  

  
  

  
  

  
  

  
  

It is good for children to learn skills first and 
to find work later after their graduation from 
the 
junior or senior high school. 

6 
(1.3) 

43 
(9.7) 

3 3.15 0.623 

工作性質越輕鬆越好           

It is much better for us to find an easier job. 
16 

(3.6) 
42 

(9.5) 
3 2.081 0.590 

找工作只要錢多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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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 is good enough for us to find a moneyed 
job. 

40 
(9.0) 

42 
(9.5) 

3 2.943 0.519 

讓子女多讀些書，可以找到比較好的工作           

It is more easier for our children to find an 
ppropriate job if they were admitted to study 
ore. 

12 
(2.7) 

43 
(9.7) 

3 3.200 0.694 

只要子女賺錢回來，不需要過問工作的性質           

It is not necessary for us to ask about the 
nature of the job our children received if they 
can make 
money back. 

188 
(42.4) 

43 
(9.7) 

3 3.398 0.655 

兩性關係：           

Bisexual relationship:           

已結婚的夫婦才可以上床在一起           

Only married couples can sleep together 
5 

(1.1) 
44 

(9.9) 
3 3.246 0.646 

不論男女兩人關係如何，都可以上床在一起           

No matter what relationship is between man 
and woman, they can sleep together. 

189 
(42.7) 

42 
(9.5) 

3 3.424 0.612 

和異性朋友交往，可以親密的拉手、搭肩、

摟腰 
          

To make friends with the opposite sex, both 
can be closely hand in hand, put hand cross 
other's shoulder, and give (s)he a hug. 

84 
(19.0) 

42 
(9.5) 

3 3.067 0.623 

男女之間沒有相愛也可以互相在身上性感

地方摸來摸去 
          

One with no love with the opposite sex also 
can tough his/her body's sexual parts/areas. 

224 
(50.6) 

43 
(9.7) 

4 3.505 0.625 

女孩在結婚前，不可以和男孩子上床在一起           

A girl cannot go to bed with her boy friend 
before getting married. 

18 
(4.1) 

43 
(9.7) 

3 3.195 0.818 

婦女地位：Women's status:           

女人是應該留在家裏做家事照顧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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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women should stay at home doing 
housework and looking after the children. 

31 
(7.0) 

42 
(9.5) 

2 2.553 0.734 

女孩子與男孩子一樣需要多讀書           

A girl needs to study more as well as a boy. 
11 

(2.5) 
42 

(9.5) 
3 3.309 0.721 

女人跟男人一樣可以喝醉酒           

A women can drink alcohol like a man does. 
113 

(25.5) 
43 

(9.7) 
2 1.853 0.661 

喝酒概念：           

Concept of drinking alcohol:           

酒喝多了會傷害身體           

Drinking alcohol too much will cause harm to 
our bodies. 

10 
(2.3) 

44 
(9.9) 

3 3.180 0.724 

喝酒是生活中最重要的事           

Drinking alcohol is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of our life. 

156 
(35.2) 

43 
(9.7) 

3 3.235 0.739 

喝酒就要喝到醉才過癮           

Once drinking alcohol it is better to get drunk.
188 

(42.4) 
43 

(9.7) 
3 3.398 0.645 

二、山胞婦女的教養子女態度 

表２，是受訪者的教養子女態度問項反應之次數分配，由此表可看出山胞婦女對於「養

育子女價值觀」及「教育子女態度」。 

（一）養育子女價值觀方面： 

隨著社會觀念的改變，多數人已無「養兒防老」觀念之期望。是以在本研究中發現，「生

養孩子是為自己將來老了有人養」持「不同意」態度的佔 53.3％，比持「同意」態度的 37％

為多。又對於「多養幾個孩子，長大可以幫助賺錢」持「不同意」態度者佔 70.9％之高比例。

對於「生小孩就是為了對祖先有交待」，同意者佔 50.6％，可見「傳宗接代」觀念仍占多數，

但不同意者也多達 39.1％。對於「生養子女是為了表示有生養能力」，同意者佔 35.3％，不

同意者佔 54.9％。「養女兒比養兒子會賺錢」持同意者佔 9.5％，不同意者居較多數有 80.4

％。綜合上述，山胞婦女對於「生養孩子」，僅有一半的受訪者認為是為了傳宗接代，有大

多數的受訪者認為不是為了賺錢，有一半的受訪者認為不是為了養老，有大多數的受訪者認

為養女孩並不能比養兒子會賺錢；但當中有不算少之比例的受訪者，即 19.7％的受訪者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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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孩子可以幫助賺錢，以及有 9.5％的受訪者認為養女孩子會比養兒子賺錢，對於這兩項的觀

點可能就是導向將孩子視為「搖錢樹」，導致山地社會造成輟學、童工、雛妓等問題的因素。 

（二）教育子女態度方面： 

由表知，五個問項中，平均數最低的是「兒女自有兒女福氣，不需要父母操心」，持同

意態度之比例為 23.7％，可謂不少的山胞婦女對於子女之前途採自由放任態度。對於「父母

應該多瞭解小孩子在學校讀書的情形」之問項反應，持同意者佔 85.1％，平均數最高達 3.414，

且眾數為 4。亦即，山胞婦女對於教育態度較重視的是「子女在學校讀書的情形」。可見，

「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亦是山胞社會所認定的觀念。 

表二、受訪者的教養子女態度次數分配表 

Table 2. Frequency distribution of interviewer's attitudes toward the children's education and 

cultivation 

(N:443) 
    程度Degree 

項    目 
Item 非常同意 

Very agree 
同意 
Agree 

不同意 
Disagree

養育子女價值觀：       

Value's Viewpoint of rear children:       

生小孩子就是為了對祖先有交代       

To have children is in consideration of the ancestors. 
22 

(5.0) 
202 

(58.5) 
155 

(35.0) 

多養幾個孩子長大可以幫忙賺錢       

To raise lots of children will benifit to make money when they are 
grownup. 

7 
(1.6) 

80 
(18.1) 

249 
(56.2) 

養女兒是比養兒子會賺錢       

To raise girls is better than to raise boys for making money in the 
future. 

3 
(0.7) 

39 
(8.8) 

283 
(63.9) 

生養子女是為了表示您有生養能力       

To bear and raise children is for the sake of identifying my ability 
of childbearing/raising. 

6 
(1.4) 

150 
(33.9) 

208 
(47.0) 

生養孩子是為自己將來老了有人養       

To bear and raise children is for myself to have person to attending 
when I am growing old. 

12 
(2.7) 

152 
(34.3) 

209 
(47.2) 

教育子女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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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titude of educate children:       

對於小孩子的做人做事方法不需要父母去教他       

There is no need for parents to teach children about the principles of 
being a man and doing a job. 

4 
(0.9) 

12 
(2.7) 

253 
(57.1) 

兒女自有兒女福氣，不需要父母太操心       

Children have their own luckiness, not needing too much concerns 
from their parents. 

4 
(0.9) 

101 
(22.8) 

228 
(51.5) 

父母應該多瞭解小孩子在學校讀書的情形       

Parents should understand their children's studying situation at 
school. 

200 
(45.1) 

177 
(40.0) 

14 
(3.2) 

父母不需要過問孩子的功課       

It is not necessary for parents to ask children about their 
homeworks. 

5 
(1.1) 

15 
(3.4) 

256 
(57.8) 

做父母的要與孩子的老師多聯繫       

As parents we should have more communication with our children's 
teachers. 

176 
(39.7) 

2.04 
(46.0) 

15 
(3.4) 

Table 2. Frequency distribution of interviewer's attitudes toward the children's education and 

cultivation 

(N:443) 
項    目 

Item 
單位 人Unit:person(％) 

 
非常不同意 

Very disagree 
未填 

Noanswer
眾數 
Mode 

平均數 
Averag

e 

標準差 
Standard
deviation

養育子女價值觀：           

Value's Viewpoint of rear children:           

生小孩子就是為了對祖先有交代           

To have children is in consideration of the 
ancestors. 

18 
(4.1) 

46 
(10.4) 

3 2.583 0.690 

多養幾個孩子長大可以幫忙賺錢           

To raise lots of children will benifit to make 
money when they are grownup. 

65 
(14.7) 

42 
(9.5) 

3 2.928 0.654 

養女兒是比養兒子會賺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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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raise girls is better than to raise boys for 
making money in the future. 

73 
(16.5) 

45 
(10.2) 

3 3.070 0.554 

生養子女是為了表示您有生養能力           

To bear and raise children is for the sake of 
identifying my ability of childbearing/raising.

35 
(7.9) 

44 
(9.9) 

2 2.318 0.651 

生養孩子是為自己將來老了有人養           

To bear and raise children is for myself to 
have person to attending when I am growing 
old. 

27 
(6.1) 

43 
(9.7) 

2 2.3 0.656 

教育子女態度：           

Attitude of educate children:           

對於小孩子的做人做事方法不需要父母去

教他 
          

There is no need for parents to teach children 
about the principles of being a man and doing 
a job. 

130 
(29.3) 

44 
(9.9) 

3 3.276 0.566 

兒女自有兒女福氣，不需要父母太操心           

Children have their own luckiness, not 
needing too much concerns from their 
parents. 

66 
(14.9) 

44 
(9.9) 

3 2.885 0.684 

父母應該多瞭解小孩子在學校讀書的情形           

Parents should understand their children's 
studying situation at school. 

10 
(2.3) 

42 
(9.5) 

4 3.414 0.681 

父母不需要過問孩子的功課           

It is not necessary for parents to ask children 
about their homeworks. 

125 
(28.2) 

42 
(9.5) 

3 3.249 0.581 

做父母的要與孩子的老師多聯繫           

As parents we should have more 
communication with our children's teachers. 

6 
(1.4) 

42 
(9.5) 

3 3.372 0.632 

三、生活態度與教養子女態度之相關性 

由表３，生活態度與教養子女態度之相關距陣，顯示大部份的變項是有顯著的相關性。 

（一）工作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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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工作理念」有顯著相關的變項依序為：教育子女態度、兩性關係、喝酒觀念、養育

子女價值觀等四個變項，其中僅「養育子女價值觀」一項為負向。亦即「工作理念」較理性

的，對於「教育子女態度」較認真，「兩性關係」較保守，「喝酒觀念」較正確，而在「養

育子女價值觀」上則持較傳統觀念。 

（二）兩性關係： 

與「兩性關係」有顯著相關的變項依序為：教育子女態度、工作理念、喝酒觀念等三個

變項，三個變項均為正向，即均呈正相關。亦即「兩性關係」較保守的，其對於「教育子女

態度」較認真，「工作理念」較理性，「喝酒觀念」亦較正確。 

（三）婦女地位： 

與「婦女地位」有顯著相關的變項，僅「養育子女價值觀」一項為正相關。換言之，對

於「婦女地位」持較開明態度的，其對「養育子女價值觀」亦較有開明的觀念。 

（四）喝酒觀念： 

與「喝酒觀念」有顯著相關的變項依序為：兩性關係、教育子女態度、工作理念、養育

子女價值觀等四個變項，其中僅「養育子女價值觀」一項為負向。亦即對「喝酒觀念」有較

正確認識的，其對「兩性關係」較保守，對「教育子女態度」亦較認真，對「工作理念」亦

較理性，但對於「養育子女價值觀」持較傳統的觀念。 

（五）養育子女價值觀： 

與「養育子女價值觀」呈顯著相關的變項依序為：工作理念、婦女地位、喝酒觀念、等

三個變項，而且三個變項均為負向。可謂對「養育子女價值觀」持較開明的觀念，對「婦女

地位」持較開明的態度，但在「工作理念」上反較消沈；且對「喝酒觀念」亦較不正確。 

（六）教育子女態度： 

與「教育子女態度」呈顯著相關的變項依序為：兩性關係、工作理念、喝酒觀念等三個

變項，而且三個變項均為正向。亦言，對「教育子女態度」較認真的，其對「兩性關係」之

態度較保守，對「工作理念」較理性，對「喝酒觀念」亦較正確。 

表三、生活態度與教養子女態度之相關距陣 

Table 3. Correlational matrix of aboriginal women's attitudes toward living and attitudes toward 

children's education and cultivation 

(N:443) 

  
工作理念

Work 
concept 

兩性關係 
bisexual 

relationship

婦女地位 
Female status

喝酒觀念 
slcohol-drinking concept

工作理念         

Work concept 1.0000       

兩性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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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sexual relationship 0.4554** 1.0000     

婦女地位         

Female status 0.0283 0.0396 1.0000   

喝酒觀念         

Alcohol-drinking concept 0.2758** 0.4258** 0.0362 1.0000 

養育子女價值觀         

Value's viewpoint of rear children -0.1631** -0.0324 0.1436* -0.1244* 

教育子女態度         

Attitude of educate children 0.4879** 0.5260** -0.0030 0.3635** 

*P<0.05   **P<0.01 

Table 3. Correlational matrix of aboriginal women's attitudes toward living and attitudes toward 

children's education and cultivation 

(N:443) 

  
養育子女價值觀 

Value's viewpoint Of rear children
教育子女態度 

Attitude of educate children

工作理念     

Work concept     

兩性關係     

Bisexual relationship     

婦女地位     

Female status     

喝酒觀念     

Alcohol-drinking concept     

養育子女價值觀     

Value's viewpoint of rear children 1.0000   

教育子女態度     

Attitude of educate children -0.0701 1.0000 

四、影響山胞婦女生活態度之因素 

由前述瞭解山胞婦女對於生活態度之反應，以及生活態度與教養子女態度之相關性，茲

於本節針對不同的生活態度變項，進一步以多元迴歸分析主要的影響因素（見表４）於下分

別說明： 

（一）影響工作理念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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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知，族別、教育程度、家庭收入等三個變項，對「工作理念」有顯著的影響。亦即

不同族別、不同教育程度和不同的家庭收入，對「工作理念」亦不同。自變項對依變項的解

釋力為 14.5％，達到 0.001顯著水準。 

（二）影響兩性關係的因素 

由表知，有顯著影響山胞婦女對「兩性關係」觀念的因素，與「工作理念」相同，且影

響力之順序亦相同，依序為：族別、教育程度、家庭收入等三個變項。足見不同族別、家庭

收入和教育程度，對「兩性關係」的看法亦不相同。自變項對依變項的解釋力為 18.6％，達

到 0.001顯著水準。 

（三）影響婦女地位的因素 

如表之分析，發現所列自變項對「婦女地位」未有顯著性的影響變項，解釋力亦很低僅

為 7.3％，且未達顯著水準。推而論之，影響「婦女地位」的因素可能是來自傳統與整個社會

的觀念，而非本文探討的因素所影響。 

（四）影響「喝酒觀念」的因素 

如表所示資料，影響「喝酒觀念」的自變項依序是：家庭收入、族別、教育程度、等三

個變項。詳言之，其「家庭收入」和「教育程度」越高，山胞婦女之「喝酒觀念」認識越正

確；同時也顯示「喝酒觀念」亦因「族別」而有差異性。因此，對於中低層次的山胞婦女應

加強其對「飲酒」的正確認識，進而改善酗酒之陋習。自變項對依變項的解釋力為 24.9％，

達到 0.001顯著水準。 

表四、各變項對「生活態度」之多元迴歸分析 

Table 4. 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is of some variables and attitudes toward living 

(N:443) 
工作理念 兩性關係 

Work concept Bigexual relationship 
變項 

Variable 
B SE.B T B SE.B T 

族別 Tribe -0.17029 0.4176 -4.078*** -0.21805 0.05346 -4.079***

年齡 Age 0.13718 0.16653 0.824 0.13966 0.21317 0.655 

婚姻狀況Marital status 0.20915 0.40973 0.510 -0.26843 0.52450 -0.512 

結婚年齡 Years of marriage -6.92198 0.16507 -0.42 0.28472 0.21131 1.347 

教育程度 Education degree 0.29613 0.13383 2.213* 0.52260 0.17132 3.050** 

工作別 Type of work 0.06432 0.05777 1.113 0.01751 0.07395 0.237 

家庭收入 Family income 0.20009 0.07759 2.579* 0.31754 0.09932 3.197** 

常數 Constant 13.16848 1.24138 10.608*** 13.78694 1.58911 8.676***

R 0.14486 0.18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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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值             

F value 2.92830*** 3.95506***         

* P<0.05   ** P<0.01  ***P<0.001 

Table 4. 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is of some variables and attitudes toward living 

 (N:443) 
婦女地位 

Female status 
喝酒觀念 

Alcohol-drinking concept 
變項 

Variable 
B SE.B T B SE.B T 

族別 Tribe 0.03721 0.02724 1.366 -0.15328 0.03662 -4.186*** 

年齡 Age 0.08597 0.10865 0.791 0.19178 0.14603 1.313 

婚姻狀況Marital status 0.04222 0.26732 0.158 -0.59942 0.35930 -1.668 

結婚年齡 Years of 
marriage 

8.48933 0.10770 0.079 0.13419 0.14476 0.927 

教育程度 Education 
degree 

-0.0243
9 

0.08732 -0.279 0.39038 0.11736 3.326*** 

工作別 Type of work 
-0.0249

0 
0.03769 -0.661 0.09603 0.05066 1.896 

家庭收入 Family income 1.71085 0.05062 0.034 0.35531 0.06804 5.222*** 

常數 Constant 8.53614 0.80992 
10.539**

* 
5.38250 1.08859 4.944*** 

R 0.07359 0.24987         

F值             

F value 1.37315 5.75795***         

五、影響山胞婦女的教養子女態度 

表５，是各變項對「教養子女態度」之多元迴歸分析，由表可看出對「養育子女價值觀」

和「教育子女態度」的主要影響因素。 

（一）影響養育子女價值觀的因素 

依表分析，發現影響山胞婦女「養育子女價值觀」的變項有顯著性的，依序：為教育程

度、年齡、工作理念、婦女地位等四個變項，其中僅有「婦女地位」之變項為正向。亦言，

對「養育子女價值觀」持較開明觀念的，其對「婦女地位」所持之態度較開明，而在「年齡」

方面也顯示較年輕、但在「工作理念」上則較消沈，並呈現其「教育程度」為較低。自變項

對依變項的解釋力為 11.1％，並達到 0.001顯著水準。 

（二）影響教育子女態度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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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知，對於「教育子女態度」有顯著影響的變項，依序為：兩性關係、工作理念、教

育程度、工作別等四個變項。亦即，山胞婦女對「教育子女態度」較認真的，其對「兩性關

係」觀念顯示較保守，在「工作理念」上較理性，且其「教育程度」亦較高，並且其「工作

別」是為職業婦女。自變項對依變項的解釋力為 35.1％，並達到 0.001顯著水準。 

表五、各變項對「教養子女態度」之多元迴歸分析 

Table 5. 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is of some variables and attitudes toward children's education 

and cultivation 

(N:443) 
養育子女價值觀 

Value's viewpoint of rear 
children 

養育子女態度 
Attitude of educate children 

變項 
Variable 

B SE.B T B SE.B T 

族別 Tribe 0.02196 0.03253 0.675 -0.03030 0.03788 -0.800 

年齡 Age -0.30048 0.12245 -2.454* -0.02305 0.14257 -0.162 

婚姻狀況Marital status -0.21494 0.29603 -0.04256 -0.54155 0.34469 -1.571 

結婚年齡 Years of marriage 0.12493 0.12695 0.984 -0.07872 0.14782 -0.533 

教育程度 Education degree -0.27863 0.10302 -2.705** 0.25260 0.11995 2.106* 

工作別 Type of work -0.05828 0.04283 -1.361 0.10436 0.04986 2.093* 

家庭收入 Family income -0.11383 0.05818 -1.957 0.10920 0.06774 1.612 

工作理念Work concept 0.11706 0.05120 -2.287* 0.23907 0.05961 4.011***

兩性關係 Bisexual 
relationship 

0.05773 0.04138 1.395 0.29029 0.04818 6.025***

婦女地位 Female status 0.16580 0.07300 2.271* -0.07441 0.08500 -0.875 

喝酒觀念 Alcohol-drinking 
concept 

-0.06853 0.05575 -1.229 0.02800 0.06491 0.431 

常數 Constant 15.94665 1.22050
13.066**

* 
7.34357 1.42109 5.168***

R 0.11072     0.35114     

F值             

F value 3.18061***     13.82431***     

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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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經調查統計分析結果為：（一）山胞婦女的生活態度在工作理念方面稍趨向消沈；

在兩性關係上較為保守；在婦女地位上仍持較傳統的觀念；在喝酒概念上仍有部分婦女須加

強其正確的喝酒觀念。（二）少數山胞婦女視養育子女為「搖錢樹」，並對子女的前途採「聽

天由命」的態度。（三）山胞婦女的生活態度與其教養子女態度，具有顯著的相關性。（四）

影響山胞婦女生活態度之主要因素，有：族別、教育程度、家庭收入。（五）影響山胞教養

子女態度之主要因素，有：教育程度、兩性關係、工作理念、年齡、婦女地位、工作別。是

以，為期提升山胞之生活素質與減少社會問題，應加強山胞婦女教育以期能發揮其在家庭教

育上的功能。本研究之結果印證王連生（1970）和詹棟樑（1983）所言，家庭是個人生長與

發展最早最密切的生活環境，家庭教育是決定人生教育的始基，一個人一生的觀念、態度和

行為的趨向，決定於家庭教育所形成的第一習慣；甚至一個人的成就也常受家庭教育的主要

實施者─家庭主婦所影響。 

二、建議 

（一）在實施山胞婦女教育的課程上，應特別加強正確的「工作理念」、「喝酒觀念」、「養

育子女價值觀」和「教育子女態度」。 

（二）加強推動山胞婦女的家庭教育，尤其是教育程度低與家庭收入不高的中下階層山胞婦

女。 

（三）家庭教育對象應擴及山胞婦女之配偶，最好能夫妻同時參加有關研習課程和活動。 

（四）整合教育、民政（山胞行政局）、社會（媽媽教室）等有關單位。共同研擬教育目標、

組訓方式、教材內容以及師資培育，同時應專設「山胞婦女教育中心」，並考量族群、

教育程度、家庭收入、年齡、工作別以及個人興趣與需要等因素施予訓練，以提高成

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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