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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香港家長教養方式與幼兒自理能力之相關性，並分析不同的

家長教養方式與幼兒自理能力之差異情形。爲達上述研究目的，本研究探用問卷

調查法，以育有3至4歲幼兒及其家長爲研究對象，研究共收集102份研究樣本，利

用「家長教養方式量表」和「幼兒自理能力量表」爲研究工具，以Likert四點量表

計分，再將調杳所得資料以描述性統計、Pearson 積差相關、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等統計方法進行處理。根據資料分析結果，本研究所得結論如下： 

（一） 家長較傾向探取「開明權威型」之教養方式，其次依序爲「專制權

威型」、「過度保護型」，而以「忽視冷漠型」的方式為最少。 

（二） 幼兒各向度自理能力中「清潔衛生」表現最佳，其次依序為「如

廁」、「梳洗」、「穿衣」，而「飲食」自理能力表現最弱。 

（三） 不同家長教養方式對幼兒自理能力有顯著差異，家長傾向「開明權

威型」之教養方式，幼兒自理能力表現愈佳，反之，家長傾向「過

度保護」之教養方式，其幼兒自理能力表現愈不佳。 

最後，研究者根據本研究結論分別對父母、政府、教育工作者及未來研究提出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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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引言 

（一）研究背景及動機 

進入幼稚園階段，幼兒能逐漸學會自我照顧，例如自行進食、洗手、抹嘴、

大小便等，發展其自理能力，但近年來，研究者發現幼兒的自理能力每況越下，

部分幼兒不懂得用紙巾擦鼻涕，更有幼兒會將擦完鼻涕的紙巾交給老師，該行為

某程度反映家長的教養模式如何影響幼兒自理能力的發展。 

 

現今家長為了「贏在起跑線」，希望自己的子女十項全能，不能輸在起跑

點，為幼兒報讀數不盡的補習或興趣班，「幼兒教育與家庭照顧」研究中指出分

別有25%和30%家長認同「贏在起跑線」以及「盡量為小朋友安排活動，以免子女

在家中浪費時間」，除報讀滿滿的課外活動，在家中的時間也不例外，47%幼稚

園家長幾乎每天指導子女完成功課，較幾乎每天講故事、玩遊戲的比率高逾20%

（香港亞太研究所，2017），家長對於幼兒學業能力的要求，似乎高於基本自理

能力的建立。 

 

 除了「贏在起跑線」的家長，近十年隨著社會的轉變，家庭結構亦受到改

變，根據《香港統計月刊》統計資料中發現2022年不足33,000名嬰兒出生（政府

統計處，2023），出生率不足的情況嚴重，不少家庭平均只養育一名子女，加上

香港物質生活富裕，父母將所有資源投放於獨生子女當中，幼兒自小就被父母百

般寵愛，穿衣、吃飯、梳洗都被父母照顧得無微不至，這種「過份保護型」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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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導致幼兒失去學習自理的機會，部分家庭更有僱用工人，工人全天候照顧，導

致產生不少「港童」，而「港童」即指幼兒缺乏自我照顧的能力，傾向依賴、責

任感薄弱，因此，本研究期望瞭解現時香港家長的教養方式、幼兒自理能力情

況、家長教養方式與幼兒自理能力的關係，以及不同家長教養模式下幼兒自理能

力的差異，並根據研究結果提出建議，以找出合適的家長教養模式，幫助幼兒自

理能力的提升。 

 

（二）研究目的 

根據上述，本研究具體目的如下：  

（1）瞭解幼兒的父母教養方式的現況。  

（2）探討幼兒自理能力的現況。 

（3）探討父母教養方式與幼兒自理能力的關連性。 

 

（三）研究問題 

就上述研究目的，本研究之研究問題如下： 

（1）現今香港家長以甚麼教養方式教育其幼兒？ 

（2）現今香港幼兒的自理能力是怎樣？ 

（3）香港家長教養模式是否影響幼兒的自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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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文獻回顧 

（一）家長教養方式 

教養方式指父母在日常生活中對待子女的行為、方式、信念、情感等，在台

灣的研究中，教養方式能細分為「管教」與「照顧」兩部分，前者為父母在教育

孩子時所採行的策略及方法，後者為物質照顧、嘘寒問暖、生活瑣事等（黃德

祥，2008），在國外的研究中parenting代表教養方式，當中包括「照護(care)」

及「控制(control)」兩個層面，照護(care)包含接納、溫暖、回應，及拒絕，而

控制(control)則包含幼兒行為的紀律、管理、引導，以及過度保護(Pereira, 

Canavarro, Cardoso, & Mendonca, 2009)。可見，在不同研究的定義下教養方式

均會分為兩個不同的導向。 

 

圖1:Baumrind（1991:760）的四大教養類型 

教養方式向導 高要求 低要求 

高溫暖 開明權威型 過度保護型 

低溫暖 專制權威型 忽視冷漠型 

 

就父母教養類型方面，根據Baumrind(1967)所提出父母的教養方式有兩種向

導：第一種是要求，意思是孩子知道父母期望他們能夠自律、獨立和成熟，作出

與年齡相稱的行為，第二種是溫暖，意思是父母對孩子情感上的關懷、物質的照

顧，以及對孩子意見的重視，基於這兩種向導，可以列出四種教養方式（見圖



李樂宜 1140756 

 9 

1），分別是「高要求、低溫暖」的專制權威型；「高要求、高溫暖」的開明權

威型；「低要求、高溫暖」的過度保護型；「低要求、低溫暖」的忽視冷漠型

(Baumrind, 1991)，以上為父母的教養方式的四大類型。 

 

就香港家長教養方式方面，在新聞及報章能發現近年香港不少育兒方式突然

冒起，分別是「虎媽」、「象媽」、「直升機父母」及「海豚媽」，「虎媽」是

指透過苛刻、心理控制及訂立較高期望令孩子於各方面達致卓越的成績；「象

媽」是指父母著重學孩子情感連接上，而不是著眼於學術卓越和規則；「直升機

父母」是指父母過度介入子女的學習，安排極多課外活動，減少與孩子的獨處時

間， 務求令孩子學習快人一步；「海豚媽」是指要對孩子有合理的管教和期

望，尊重孩子創意和獨立性（Andrea Herrera, 2015），現今香港育兒方式反映

現代父母十分緊張子女的成長，但部分育兒方式往往破壞親子關係的建立，與此

同時，能發現上述的育兒方式與Baumrind所提出四大父母的教養類型十分相似，

因此，本研究採用Baumrind的專制權威、開明權威、過度保護及忽視冷漠四種父

母教養類型進行探討。  

 

（二）幼兒自理能力 

自理能力是指基本生活能力，在日常生活中有能力並習慣地自我照顧，自理

能力的發展和幼兒的心生理、體能及智能發展是息息相關的（協康會，2011），

透過培養自理能力，建立幼兒責任心、自主能力與自信心的重要關鍵，而剛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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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幼稚園的幼兒，在脫離父母的照顧培養不少自理能力，例如基本自理能力包

括自行吃飯、上廁所、刷牙、穿脫衣服、穿鞋襪、收拾玩具等等（曾禮純，

2022），因此本研究採用3-4歲幼兒作研究對象。 

 

圖2: 馬斯洛(1987:225)的需求層次理論 

 

 

 

 

 

就自理能力的重要性，根據馬斯洛（1987）需求層次理論(見圖2)，需求層次

共分為五層，最下層的需求是基本的生理需求，即代表維持最基本生存狀態的需

要，例如：呼吸、食物、水，當幼兒滿足較低層次的生理需求後，才能追求安全

需求，安全需求代表對身邊環境穩定、清晰規矩、滿足等以獲得安全感，而幼兒

的自理能力與滿足安全需求相互影響，當幼兒剛進入幼稚園，需適應陌生環

境，假如幼兒自理能力不足，導致不會自己吃飯及上廁所，在陌生環境的適應

上會感覺挫折，缺乏安全感，導致無法追求更高的層次，因此自理能力的建立

是十分重要的。 

 

就自理能力評估準則方面，推動生活教育的蒙特梭利將日常生活教育分為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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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方面，包括：「基本動作」是指走、倒等肌肉動作；「照顧自己」是指穿、脫

衣服、鞋子等；「照顧環境」：掃、擦、照顧植物等；「生活禮儀」：打招呼、

開關門等（單偉儒，1999），在台灣的教育部亦曾發行一套課程指引手冊，以六

大項評估幼兒自理及居家生活能力，包括：飲食、衣著、如廁、清潔衛生、安全

以及居家活動（台灣教育部特殊教育工作小組，2000）， 而在香港，雖然沒有細

分評估自理能力的範疇，但衛生署的《兒童發展系列：家長訓練課程》、教育局

的《2017幼稚園表現指標》及協康會的《提升幼兒自理能力手冊》提及不少評估

項目，例如3-4歲幼兒在如廁方面能按水掣沖廁、穿衣方面自行能穿上襪子、鞋、

長褲等（協康會，2011），因此，研究者決定參考以上評估準則，以「飲食」、

「穿衣」、「如廁」、「梳洗」及「清潔衛生」五項基本自理能力作研究評核準

則。 

 

（三）家長教養方式與幼兒自理能力的關係 

家庭是幼兒最初始的學習環境。父母肩負學生行為社會化與促進子女健全發

展的責任，對於學生的認知、社會、情緒及人格的發展，均甚為重要(Cheung & 

Pomerantz, 2012)。傾向開明權威型的家長以尊重的態度來教養孩子，容許孩子

在界線內自由探索，其幼兒自理能力愈佳；其次是傾向專制權威型及忽視冷漠型

的家長，前者父母極度嚴格及控制過多，後者家長只提供基本生活需求，大部分

時間對孩子的陪伴及關注較少，影響幼兒自理能力；而傾向過度保護型的家長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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縱容及過度保護孩子，其幼兒生活自理能力愈不佳（何慧明&陳煜丹，2019）。 

 

過往研究發現不同類型的家長教養方式對幼兒的自理能力有著直接的影響。

參考台灣學者吳瑀嫺、王志翔、鍾志從（2012）的研究，以465位來自新竹縣、新

北市及臺北市幼兒園的四歲幼兒為對象，當中發現家長愈傾向開明權威型，其幼

兒自理能力表現愈佳，反之，家長愈傾向過度保護或忽視冷漠型，其幼兒自理能

力表現愈不佳。 

 

其次，參考中國近年有關幼兒自理能力的現況研究（王喜海&張露莎，

2020），當中以123名幼兒班的幼兒及其家長作對象，結果發現幼兒生活自理能力

整體偏弱，只有接近五成幼兒完全能夠自理生活活動，四成以上幼兒依靠成人協

助，在調查中亦發現家長態度直接影響幼兒的自理能力，研究中有 107 名幼兒提

出自己穿衣的要求，家長選擇讓幼兒獨立嘗試比例只有三成，而有七成家長會直

接協助幼兒穿衣，更有 1. 70% 的家長會拒絕幼兒提出的自己穿衣服請求，研究

中反映家長對於幼兒嘗試的態度直接影響幼兒的自理能力之建立。 

 

再者，外國較少研究幼兒生活自理能力的現況，較多以家長教養方式對幼兒

學習方式、自主建立的影響，研究者參考其中一篇美國研究中，雖未直接提及生

活自理，但當中環繞自主能力建立，與自理有類近之處，研究254 名幼兒及其家

長作對象，發現權威型教養方式較優勝，在幼兒自主能力建立中，權威型家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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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能自行完成作業、收拾書包等，反之過度保護型家長的幼兒則需多次提醒才

能完成作業(Majumder, 2016)。 

 

最後，研究者搜尋香港家長教養方式與幼兒自理能力的關係後，發現雖有相

當多的資料提供家長訓練幼兒自理能力的方法及建議，但在幼兒自理能力與父母

教養方式相關的研究卻較少，因此研究者期望透過這研究能瞭解在香港中不同父

母教養方式與幼兒自理能力的相關性。 

 

第三章：研究設計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三至四歲的幼兒及其家長作研究對象，並以隨機抽樣法於育兒討論

區派發120份Google Form線上問卷，問卷派發對象育有三至四歲幼兒的家長。 

 

（二）研究工具 

研究主要採用問卷調查法進行，問卷共有57道題目（見附錄一），包含二個

部份：家長教養方式及幼兒自理能力，量表的計分方式採用李克特式（Likert 

type）中「四點評量法」計分，其選項分為「完全同意」為 4分、「同意」為 3 

分、「不同意」為 2 分、「完全不同意」為1分，以檢視受訪對象的各方面的情

況，問卷內容主要參考以下兩個量表而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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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家長教養方式量表 

是次研究參考林婉玲（2009）自編的「父母教養方式量表」，量表分成四

個分量：「開明權威」、「專制權威」、「過度保護」及「忽視冷

漠」，每分量表各有 8 題，以評估受試對象都教養類型，每位受試對象

都有四種類型不同的高低得分。受試對象在某一類型的得分愈高，表示

愈符合該教養類型。研究者會隨機排列題目次序，以確保研究的效度。 

 

2. 幼兒自理能力量表 

是次研究參考吳瑀嫺、王志翔、鍾志從（2012）編制的「幼兒生活自理能

力量表」，量表分成「飲食」、「穿衣」、「如廁」、「梳洗」及「清

潔衛生」五方面評估幼兒的自理能力，量表合共 25 題，得分愈高，表示

幼兒的自理能力愈佳。 

 

（三）研究流程 

    本研究的研究過程分為三個階段：「準備階段」、「執行階段」、「分析階

段」。 

A. 準備階段 

（1） 確立研究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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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工作中發現不同家長照顧下幼兒自理能力發展有所不同， 從而

擬定出研究的目的及問題，探討香港家長的教養方式對 3-4 歲幼兒

自理能力的影響。 

 

（2） 文獻回顧及分析：   

收集、閱讀國內外相關文獻，然後進行探討及分析，以建立本研

究之理論基礎及作為本研究設計編制之依據。 

 

B. 執行階段  

（1） 編製問卷： 

確立研究對象，參考收集及閱讀的文獻資料編製問卷題目。 

 

（2） 實施問卷調查： 

研究以電子問卷的形式進行，透過便利抽樣的方式，邀請家長填

寫問卷，瞭解受試對象的教養方式類型及幼兒自理能力的情況。 

 

C. 分析階段  

（1） 問卷資料整理： 

檢視回收的問卷，並排除無效問卷，將收集的資料進行整理、統

計及編碼，整合數據並得出研究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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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問卷資料統計分析： 

i. 描述統計分析：  

透過量化數據資料，找出平均值、中位數、眾數等，以瞭

解到在不同問題間的集中趨勢。 

 

ii. 皮爾森相關分析（Pearson Correlation）： 

分析「家長教養方式」與「幼兒自理能力」兩個變項之間

關聯性，從相關係數（r）得知兩個變項之間的線性關聯程

度或強度： 

 

- 若相關係數（r）是正數，兩個變項的關聯是正向，代

表兩個變項的分數會向同一方向轉變，若 r 值為 0.1 至

0.3 之間代表薄弱的關係；若 r 值 0.3 至 0.5 之間代表中

等強度的關係；若 r 值大於 0.5 代表高強度的關係。 

 

- 若相關係數（r）是負數，兩個變項的關聯是反方向，

代表其中一個變項的數值增加（減少），另一個變項的

數值就會減少（增加） 。 

 

- 若相關係數（r）是零，兩個變項之間沒有線性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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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顯著性小於 0.05、0.01 或 0.001 則表示變項間有顯著的

差異，根據以上變項設立並提出以下假設： 

H0: 家長教養方式與幼兒自理能力無線性關聯 

H1: 家長教養方式與幼兒自理能力有線性關聯 

 

iii. 單因子變異數分析（Analysis of Variance, ANOVA）： 

分析不同家長教養類型的幼兒自理能力的差異，設立分組

變項為家長教養類型，驗證變項為幼兒自理能力，若顯著

性小於 0.05、0.01 或 0.001 則表示變項間有顯著的差

異，根據以上變項設立並提出以下假設： 

H2: 不同組別的平均數沒有差異 

H3: 不同組別的平均數在統計上有顯著差異 

 

第四章：數據分析 

是次問卷發放日期為2024年1月10日至2月10日，研究共收集111份問卷，但9

位受訪者在57項問題均一律揀選相同選項，因此歸納作無效問卷。最後得有效問

卷102 份，有效問卷率為 91.89%。將問卷資料彙整後，以統計工具SPSS 28.0 for

及Microsoft Excel軟體進行處理分析，蒐集資料整理、歸納，最後從分析結果以得

到本研究重點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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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長教養方式的現況分析 

量表中第一部份測試家長教養方式，共分成四個分量：「開明權威」、「專

制權威」、「過度保護」及「忽視冷漠」，每分量表各有8題，以評估受訪者的

教養方式，每位受訪者都有四種類型不同的高低得分。受訪者在某一方式的得分

愈高，表示愈符合該教養方式。而表1及表2顯示了受訪者的教養方式、現況及各

向度得分。 

 

表 1: 家長教養方式現況分析摘要表(N=102) 

家長教養方式 過度保護 開明權威 專制權威 忽視冷漠 

人數 23 42 28 9 

百分比 22.50% 41.20% 27.50% 8.80% 

表 1 顯示受訪者家長的教養方式以「開明權威」居多，佔 41.20%；其次依序為

「專制權威」，佔 27.5%；再者是「過度保護」及「忽視冷漠」，分別為 22.50%

及 8.80%。 

 

表 2: 家長教養方式各向度得分的平均數及標準差摘要表(N=102) 

家長教養方式各向度得分的平均數及標準差與教養方式現況結果的趨勢大致相

同，表2顯示「開明權威」的向度得分最高，其次是「專制權威」，再者是「過

度保護」及「忽視冷漠」。 

家長教養方式 過度保護 開明權威 專制權威 忽視冷漠 

本研究 
平均數 2.19 3.01 2.66 1.94 

標準差 0.11 0.16 0.12 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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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幼兒自理能力的現況分析 

量表中第二部份測試幼兒自理能力的現況，量表分成五個部分：「飲食」、

「穿衣」、「如廁」、「梳洗」及「清潔衛生」五方面評估幼兒的自理能力，量

表合共25題，每位受訪者對其幼兒的自理能力進行評分，得分愈高，表示幼兒的

自理能力愈佳。研究者計算自理能力分量表各題的平均數與標準差。 

 

表 3: 幼兒自理能力分量表各題之平均數與標準差摘要表(N=102) 

自理能力 

項目 
飲食 穿衣 如廁 梳洗 清潔衛生 

平均數 2.48 2.53 2.77 2.75 2.83 

標準差 0.82 0.85 0.90 0.67 0.79 

注：得分最低分為1；得分最高分為4 

 

研究結果如表3，幼兒在自理能力各向度得分的平均數，以清潔衛生自理能力表

現平均數為2.83最高；其次依序為如廁自理能力表現平均數為2.77；梳洗自理能

力表現平均數為2.75；穿衣自理能力表現平均數為2.53；而以飲食自理能力表現

平均數為2.48最低。 

 

（三）家長教養方式與幼兒自理能力的關連性 

研究運用皮爾森積差相關分析找出「家長教養方式」與「幼兒自理能力」的線性

關連性，從相關係數（r）得知兩個變項之間的線性關聯程度或強度。以家長教養

方式為自變項，幼兒各項自理能力為依變項，根據以上變項設立並提出以下假

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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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0: 家長教養方式與幼兒自理能力無線性關聯 

H1: 家長教養方式與幼兒自理能力有線性關聯 

 

表4: 父母教養方式與幼兒自理能力的關連性摘要表(N=102) 

自變項 相關性 飲食 穿衣 如廁 梳洗 清潔衛生 

家長教養

方式 

皮爾森相關係數（r） .352*** .329*** .227* .231* .223* 

顯著性 <.001 <.001 .024 .020 .025 

N 102 102 102 102 102 

註：*=p<.05 **=p<.01 ***=p<.001 

 

由表 4 中可知，各項幼兒自理能力的相關係數（r）均是正數，得知兩個變項之間

有線性關聯程度，因此拒絕虛無假設 H0。而飲食及穿衣自理能力的相關係數

（r）於 0.3 至 0.5 之間，代表與家長教養方式有中等強度的關係，而如廁、梳洗

及清潔衛生的相關係數（r）為 0.1 至 0.3 之間，代表與家長教養方式薄弱的關

係。 

 

（四）不同家長教養方式與幼兒自理能力之比較 

研究運用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探討不同家長教養類型的幼兒自理能力的差異，設

立自變項為家長教養方式，因變項為各組幼兒自理能力，若顯著性小於 0.05、

0.01 或 0.001 則表示變項間有顯著的差異，根據以上變項設立並提出以下假設： 

H0:不同組別的平均數沒有差異 

H1:不同組別的平均數在統計上有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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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運用變異數同質性檢定因變項，即各組幼兒自理能力平均數是否具離散情

形，如不是，即代表各組幼兒自理能力具常態分佈，即為同質。 

 

表5:幼兒自理能力變異數同質性檢定摘要表(N=102) 

 

表5為變異數同質性檢定之結果，飲食Levene統計量分別為1.72，顯著性為0.166；

穿衣Levene統計量分別為1.00，顯著性為0.396；如廁Levene統計量分別為4.23，

顯著性為0.071；梳洗Levene統計量分別為3.14，顯著性為0.059；清潔衛生Levene

統計量分別為2.09，顯著性為0.107。因此在顯著水準為0.05的情形下，以上五項

幼兒自理能力顯著性均大於0.05，須接受虛無假設，表示幼兒自理能力的平均數

並無顯著差異，各組自理能力平均數的離散情形並沒有明顯差別，即為同質。 

 

 

 

 

 

 

幼兒自理能力 Levene 統計量 df1 df2 顯著性 

飲食 1.72 3 98 .166 

穿衣 1.00 3 98 .396 

如廁 4.23 3 98 .071 

梳洗 3.14 3 98 .059 

清潔衛生 2.09 3 98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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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家長教養方式與幼兒自理能力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結果摘要表(N=102) 

幼兒自理能力  平方和 df 均方 F 顯著性 

飲食 

群組之間 54.9 3 18.3 138 <.001 

組內 12.9 98 .132   

總計 67.8 101    

穿衣 

群組之間 65.6 3 21.9 263 <.001 

組內 8.12 98 .083   

總計 73.7 101    

如廁 

群組之間 70.2 3 23.4 185 <.001 

組內 12.4 98 .126   

總計 82.6 101    

梳洗 

群組之間 32.9 3 10.9 84.1 <.001 

組內 12.7 98 .130   

總計 45.6 101    

清潔衛生 

群組之間 50.7 3 16.9 136 <.001 

組內 12.1 98 .124   

總計 62.8 101    

 

表6為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結果，計算後的飲食自理能力的F統計值為138；穿衣自理

能力的F統計值為263；如廁自理能力的F統計值為185；梳洗自理能力的F統計值為

84.1；清潔衛生自理能力的F統計值為136，由於五項幼兒自理能力顯著值p值小於

0.001，所以在信賴水準0.95下拒絕虛無假設，因此認為四種家長教養方式下，幼

兒的自理能力具有顯著差異，也就是說，幼兒的自理能力會受到家長教養的方式

影響。 

 

在變異數同質的情況（表5）以及單因子變異數分析（表6）具有顯著差異下能進

行事後檢定，檢定四種家長教養方式之間的五項幼兒自理能力的顯著差異，是次

使用Bonferroni法作檢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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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 不同家長教養方式與幼兒飲食自理能力Bonferroni事後檢定摘要表(N=102) 

*. 平均值差異在 0.05 層級顯著。 

 

表8: 不同家長教養方式與幼兒飲食自理能力的平均數與標準差摘要表(N=102) 

注：平均值最低分為1；得分最高分為4 

 

由表7及表8可知，經由Bonferroni事後比較得知，在不同家長教養方式與幼兒飲食

自理能力分析中，各項的顯著性數值皆小於0.05，即達顯著差異，開明權威型的

飲食自理能力平均數最高，為3.20；其次是忽視冷漠，平均數為2.84；再者是專制

權威，平均數為2.24；而過度保護自理能力平均數最低，為1.33。 

 

因變數 
(I) 家長教養

方式 

(J) 家長教養

方式 

平均值差異 

(I-J) 
標準誤 顯著性 

95% 信賴區間 

下界 上界 

飲食 

過度保護 

開明權威 -1.87* .094 <.001 -2.12 -1.62 

專制權威 -0.91* .102 <.001 -1.19 -0.64 

忽視冷漠 -1.51* .143 <.001 -1.90 -1.13 

開明權威 

過度保護 1.87* .094 <.001 1.62 2.12 

專制權威 0.96* .089 <.001 0.72 1.20 

忽視冷漠 0.36* .133 .047 0.01 0.71 

專制權威 

過度保護 0.91* .102 <.001 0.64 1.19 

開明權威 -0.96* .089 <.001 -1.20 -0.72 

忽視冷漠 -0.60* .139 <.001 -0.98 -0.23 

忽視冷漠 

過度保護 1.51* .143 <.001 1.13 1.90 

開明權威 -0.36* .133 .047 -0.71 0.01 

專制權威 0.60* .139 <.001 0.23 0.98 

幼兒自理能力 家長教養方式 N 平均值 標準差 

飲食 

過度保護 23 1.33 0.31 

開明權威 42 3.20 0.38 

專制權威 28 2.24 0.40 

忽視冷漠 9 2.84 0.24 

總計 102 2.48 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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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9: 不同家長教養方式與幼兒穿衣自理能力Bonferroni事後檢定摘要表(N=102) 

因變數 
(I) 家長教養

方式 

(J) 家長教養

方式 

平均值差異 

(I-J) 
標準誤 顯著性 

95% 信賴區間 

下界 上界 

穿衣 

過度保護 

開明權威 -2.07* .075 <.001 -2.27 -1.87 

專制權威 -1.04* .081 <.001 -1.26 -0.82 

忽視冷漠 -1.42* .113 <.001 -1.72 -1.11 

開明權威 

過度保護 2.07* .075 <.001 1.87 2.27 

專制權威 1.03* .070 <.001 0.84 1.22 

忽視冷漠 0.65* .106 <.001 0.36 0.93 

專制權威 

過度保護 1.04* .081 <.001 0.82 1.26 

開明權威 -1.03* .070 <.001 -1.22 -0.84 

忽視冷漠 -0.38* .110 .005 -0.68 -0.08 

忽視冷漠 

過度保護 1.42* .113 <.001 1.11 1.72 

開明權威 -0.65* .106 <.001 -0.93 -0.36 

專制權威 0.38* .110 .005 0.08 0.68 

*. 平均值差異在 0.05 層級顯著。 

 

表10: 不同家長教養方式與幼兒穿衣自理能力的平均數與標準差摘要表(N=102) 

注：平均值最低分為1；得分最高分為4 

 

由表9及表10可知，經由Bonferroni事後比較得知，在不同家長教養方式與幼兒穿

衣自理能力分析中，各項的顯著性數值皆小於0.05，即達顯著差異，開明權威型

的穿衣自理能力平均數最高，為3.34；其次是忽視冷漠，平均數為2.69；再者是專

制權威，平均數為2.31；而過度保護自理能力平均數最低，為1.27。 

 

幼兒自理能力 家長教養方式 N 平均值 標準差 

穿衣 

過度保護 23 1.27 0.26 

開明權威 42 3.34 0.28 

專制權威 28 2.31 0.56 

忽視冷漠 9 2.69 0.13 

總計 102 2.53 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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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 不同家長教養方式與幼兒如廁自理能力Bonferroni事後檢定摘要表(N=102) 

*. 平均值差異在 0.05 層級顯著。 

 

表12: 不同家長教養方式與幼兒如廁自理能力的平均數與標準差摘要表(N=102) 

注：平均值最低分為1；得分最高分為4 

 

由表11及表12可知，經由Bonferroni事後比較得知，在不同家長教養方式與幼兒如

廁自理能力分析中，各項的顯著性數值皆小於0.05，即達顯著差異，開明權威型

的平均數最高，為3.69；其次是忽視冷漠，平均數為2.73；再者是專制權威，平均

數為2.33；而過度保護型平均數最低，為1.64。 

 

因變數 
(I) 家長教養

方式 

(J) 家長教養

方式 

平均值差異 

(I-J) 
標準誤 顯著性 

95% 信賴區間 

下界 上界 

如廁 

過度保護 

開明權威 -2.05* .092 <.001 -2.29 -1.80 

專制權威 -0.69* .100 <.001 -0.95 -0.42 

忽視冷漠 -1.09** .140 <.001 -1.47 -0.71 

開明權威 

過度保護 2.05* .092 <.001 1.80 2.29 

專制權威 1.36* .087 <.001 1.13 1.60 

忽視冷漠 0.96* .130 <.001 0.61 1.31 

專制權威 

過度保護 0.69* .100 <.001 0.42 0.95 

開明權威 -1.36* .087 <.001 -1.60 -1.13 

忽視冷漠 -0.40* .136 .022 -0.77 -0.04 

忽視冷漠 

過度保護 1.09* .140 <.001 0.71 1.47 

開明權威 -0.96* .130 <.001 -1.31 -0.61 

專制權威 0.40* .136 .022 0.04 0.77 

幼兒自理能力 家長教養方式 N 平均值 標準差 

如廁 

過度保護 23 1.64 0.29 

開明權威 42 3.69 0.27 

專制權威 28 2.33 0.50 

忽視冷漠 9 2.73 0.29 

總計 102 2.77 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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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3: 不同家長教養方式與幼兒梳洗自理能力Bonferroni事後檢定摘要表(N=102) 

*. 平均值差異在 0.05 層級顯著。 

 

表14: 不同家長教養方式與幼兒梳洗自理能力的平均數與標準差摘要表(N=102) 

 

由表13及表14可知，經由Bonferroni事後比較得知，在不同家長教養方式與幼兒梳

洗自理能力分析中，過度保護及開明權威顯著性數值皆小於0.05，即達顯著差

異，專制權威及忽視冷漠顯著性數值皆大於0.05，即沒有顯著差異。開明權威型

的梳洗自理能力平均數最高，為3.35；其次是忽視冷漠或專制權威，平均數為2.82

及2.52；而過度保護型平均數最低，為1.91。 

因變數 
(I) 家長教養

方式 

(J) 家長教養

方式 

平均值差異 

(I-J) 
標準誤 顯著性 

95% 信賴區間 

下界 上界 

梳洗 

過度保護 

開明權威 -1.44* .094 <.001 -1.69 -1.19 

專制權威 -0.61* .102 <.001 -0.88 -0.34 

忽視冷漠 -0.91* .142 <.001 -1.29 -0.53 

開明權威 

過度保護 1.44* .094 <.001 1.19 1.69 

專制權威 0.83* .088 <.001 0.59 1.07 

忽視冷漠 0.53* .133 <.001 0.17 0.89 

專制權威 

過度保護 0.61* .102 <.001 0.34 0.88 

開明權威 -0.83* .088 <.001 -1.07 -.59 

忽視冷漠 -0.30 .138 0.06 -0.67 0.07 

忽視冷漠 

過度保護 0.91* .142 <.001 0.53 1.29 

開明權威 -0.53* .133 <.001 -0.89 -0.17 

專制權威 0.30 .138 0.06 -0.07 0.67 

幼兒自理能力 家長教養方式 N 平均值 標準差 

梳洗 

過度保護 23 1.91 0.18 

開明權威 42 3.35 0.37 

專制權威 28 2.52 0.43 

忽視冷漠 9 2.82 0.43 

總計 102 2.75 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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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5: 不同家長教養方式與幼兒清潔衛生自理能力Bonferroni事後檢定摘要表(N=102) 

 

表16: 不同家長教養方式與清潔衛生幼兒自理能力的平均數與標準差摘要表(N=102) 

 

由表15及表16可知，經由Bonferroni事後比較得知，在不同家長教養方式與幼兒清

潔衛生自理能力分析中，各項的顯著性數值皆小於0.05，即達顯著差異，開明權

威型的梳洗自理能力平均數最高，為3.58；其次是忽視冷漠，平均數為2.96；再者

是專制權威，平均數為2.49；而過度保護型平均數最低，為1.82。 

 

 

因變數 
(I) 家長教

養方式 

(J) 家長教養

方式 

平均值差異 

(I-J) 
標準誤 顯著性 

95% 信賴區間 

下界 上界 

清潔 

衛生 

過度保護 

開明權威 -1.76* .091 <.001 -2.01 -1.52 

專制權威 -0.67* .099 <.001 -0.94 -0.40 

忽視冷漠 -1.14* .138 <.001 -1.51 -0.77 

開明權威 

過度保護 1.76* .091 <.001 1.52 2.01 

專制權威 1.10* .086 <.001 0.86 1.33 

忽視冷漠 0.63* .129 <.001 0.28 0.97 

專制權威 

過度保護 0.67* .099 <.001 0.40 0.94 

開明權威 -1.10
*
 .086 <.001 -1.33 -0.86 

忽視冷漠 -0.47* .135 .004 -0.83 -0.11 

忽視冷漠 

過度保護 1.14* .138 <.001 0.77 1.51 

開明權威 -0.63* .129 <.001 -0.97 -0.28 

專制權威 0.47* .135 .004 0.11 0.83 

幼兒自理能力 家長教養方式 N 平均值 標準差 

清潔衛生 

過度保護 23 1.82 0.40 

開明權威 42 3.58 0.32 

專制權威 28 2.49 0.40 

忽視冷漠 9 2.96 0.17 

總計 102 2.83 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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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討論與結果 

是次研究探討家長教養方式與幼兒自理能力之關係，研究者處理及分析問卷數據

後，根據三項研究問題得出以下研究結果： 

 

（一）現今香港家長以甚麼教養方式教育其幼兒？ 

根據以上研究數據分析發現現今香港家長教養方式以「開明權威」居多，佔其次

依序為「專制權威」，再者是「過度保護」，而「忽視冷漠」 最少。是次研究

結果趨勢與林婉玲（2009）的研究結果相符。 

 

在研究數據發現上述趨勢由以下原因所致，其一，於家校合作及家長教育專責小

組（2019）中提及政府於1978年起實施9年免費普及基礎教育，直至現今家長的學

術程度普遍提高，家長關心幼兒成長發展及需要，採用開明權威的家長教養方式

顯著提升。其二，部分家長有更高期望，不自覺過度催谷子女的學業成績，為子

女訂立過高的期望，導致採用專制權威的家長教養方式。其三，近年香港出生率

下降（政府統計處，2023），部分家庭只有獨生幼兒，家長認為幼兒是長不大的

小孩，利用溺愛模式教養幼兒，導致過度保護的家長教養方式的出現。其四，少

部分家長為忽視冷漠教養方式，原因是家長為應付龐大家庭及子女的教育開支，

導致「雙職家長」的出現（袁嘉殷，2020），家長忙於工作，較少時間與孩子相

處和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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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現今香港幼兒的自理能力是怎樣？ 

根據以上研究數據分析發現，滿分為4分的自理能力量表中，102位受訪者幼兒平

均數只達2.67分。各向度中清潔衛生自理能力表現最佳；其次依序為如廁、梳

洗、穿衣自理能力，而飲食自理能力表現最弱，而其中飲食自理能力最弱與吳瑀

嫺、王志翔、鍾志從 （2012）的研究相同。 

 

在研究數據發現幼兒自理能力整體平均數偏低，原因有二項，其一，出生率下

降，導致每個家庭平均只養育一位幼兒，根據《香港統計月刊》統計資料中發現

2022年不足33,000名嬰兒出生（政府統計處，2023）。其二，社會風氣改變，女

性生育後仍會重返職場，根據《香港的女性及男性─主要統計數字》女性勞動人

口的參與率大致呈上升趨勢，由1991年的47.9%升至2022年的54.2%（政府統計

處，2023），導致不少雙職父母的出現，幼兒往往有隔代照顧或外傭照顧。在兩

項原因下，獨生幼兒由隔代照顧，隔代給予偏愛和照顧，導致幼兒在日常動手做

的機會減少，影響自理能力發展。 

 

再者，在研究數據發現幼兒的清潔衛生自理能力表現最優，原因為由2020至2023

年香港爆發新型肺炎，疫情蔓延將近三年（衞生署衞生防護中心，2023），部分

個案更有兒童因為確診新型肺炎後不幸離世，因此家長十分重視幼兒的個人衛

生，並教授幼兒相關衛生技能，例如：佩戴口罩、用餐前後自行洗手、打噴嚏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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掩嘴巴等，因此在各項自理能力中，清潔衛生表現較佳。 

 

最後，在研究數據發現幼兒的飲食自理能力表現最弱，原因為上述曾指出因照顧

者為外傭或隔代，他們較順從小朋友的意願，當幼兒抗拒吃蔬菜及陌生的食物，

他們擔心幼兒沒有攝取足夠營養，從而進行餵食，導致幼兒不懂得正確進食方式

及餐桌禮儀，例如：使用湯匙舀取食物、進食後用紙巾擦嘴等，導致飲食自理能

力較弱。 

 

（三）香港家長教養模式是否影響幼兒的自理能力？ 

根據以上研究數據分析發現，香港家長教養模式與幼兒的自理能力有關連，而 

四種家長教養方式下幼兒的自理能力具有顯著差異，也就是說，幼兒的自理能力

會受到家長教養的方式影響。 

 

在「清潔衛生」、「如廁」、「穿衣自理能力」、「飲食」的幼兒自理能力範疇

中，「開明權威」教養方式表現最佳，其次是「忽視冷漠」及「專制權威」，最

後是「過度保護」教養方式表現最弱。而在「梳洗」的幼兒自理能力範疇中，

「開明權威」教養方式表現最佳，「忽視冷漠」或「專制權威」教養方式沒有顯

著差異，因此並列第二，而「過度保護」教養方式表現表現最弱。 

 

總結而言，家長傾向開明權威的教養方式，幼兒自理能力表現愈佳；反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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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傾向過度保護的教養方式，其幼兒自理能力表現愈不佳，以上結果與吳瑀嫺、

王志翔、鍾志從 （2012）的研究結果相同。在研究數據發現趨勢的原因為兩者教

養方式影響幼兒的學習自理能力，開明權威型的家長能給予幼兒明確的行為準則

（辛明月，2019），讓幼兒動手做的生活經驗是學習自理能力內化的基礎，因此

自理能力較佳，反之，過度保護的家長長期處於溺愛模式，認為幼兒是長不大的

小孩，長期從旁協助，幼兒動手做的機會減少，導致自理能力較弱。 

 

第六章：總結 

本研究旨在探討家長教養方式與幼兒自理能力之關係。透過進行問卷調查及各行

數據分析後，研究結果表明，家長教養方式對幼兒自理能力具有顯著影響。藉參

考是次研究結果並提出具體之建議以提供父母、政府、教育工作者之參考，並列

出是次研究的限制及提出改善建議，分述如下： 

 

（一）對持分者的建議 

1. 對父母的建議 

本研究發現使用開明權威型的教養模式對幼兒的自理能力發展較優，建議家

長使用開明權威的方式教養子女，培養幼兒獨立解決問題，家長亦可提供適

當的支持和引導，建立幼兒自主性和解決問題的能力。反之，應避免使用過

度保護型教養模式，此模式下幼兒的自理能力發展最弱，家長不應因家中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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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子女，從而縱容幼兒的行為，導致自理能力發展較慢，長遠影響幼兒社會

能力發展。 

 

2. 對政府及教育工作者的建議 

本研究發現幼兒自理能力受家長教養模式影響，而研究之中只有四成家長使

用開明權威型的教養模式，因此建議政府可與幼稚園合作舉行親職教育講

座，講解幼兒自理能力發展重要性，因為學校是推廣家長教育最直接及最有

效的平台，教育能幫助家長建立正向思維，讓幼兒能在健康愉快的環境下成

長（陳慕顏，2022），透過教育以提供家長正確教育觀念，避免家長盲目跟隨

社會風氣，影響幼兒自理及整體能力發展。 

 

（二）研究限制及建議 

1. 樣本限制 

是次研究共收集有效問卷 102 份，統計樣本數量相對較小，只能代表局部的 

數據，無法完全代表整個香港家長教養方式，而樣本數量越大，能使研究結

果便越精確，以及全面地理解和解釋研究問題。因此建議未來研究可以擴大

樣本規模及數量，例如收集 1000 份樣本，以提升研究的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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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變項限制 

本研究只有設立家長教養模式為自變項，由於時間限制，導致無法增加更多

的研究變項，單一變項導致並非對研究問題進行全面分析。而不同自變項亦

可能對幼兒自理能力和家長教養模式之間的關係產生影響，例如：家庭結

構、文化背景、家長教育水平、家長年齡等對幼兒自理能力具影響，因此建

議未來研究可以探索更多以上不同關鍵變項，以作更全面和深入的研究分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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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問卷題目 

第一部分: 家長教養方式 

類型 問題題號 題目 

專

制

權

威 

1 我會要求孩子的絕對的尊敬及服從。 

6 
我會告訴孩子，當他做錯事或表現不好時，我會覺得很丟

臉。 

10 我嚴加管教孩子，因爲不管，他就會不乖。 

14 我幫孩子安排的課程都是爲他好，他一定得遵守。 

16 
我不誇獎孩子本來就應該有的表現，因爲那樣做只會把他寵

壞。 

17 我要孩子接受我的想法，因爲他還小，不需有意見。 

24 我用不理睬的方式來處罰孩子。 

29 在孩子做錯事的時候，我會毫不猶豫的處罰他。 

開

明 

權

威 

3 

當孩子做錯事時，我會先給他機會解釋，再決定處理的方

式。 

7 當孩子表現好時，我會親他、擁抱他。 

9 我會和孩子討論行為的好壞，並讓他清楚知道行爲的後果。 

12 我會尊重孩子的看法，並鼓勵他把看法表達出來。 

21 我會鼓勵孩子嘗試做他沒做過的事情。 

25 我會和孩子討論要上哪種才藝課/課外活動，不會勉強他。 

27 我會參加孩子學校所舉辦的親子活動。 

31 我會在別人的面前稱讚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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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型 問題題號 題目 

過

度

保

護 

2 我不會擔心孩子沒參與家事工作，因爲長大再學就好了。 

4 我不會讓孩子玩粗野的戶外遊戲，因爲我怕他會受傷。 

5 我每天接送孩子時，會幫他背書包。 

11 我不會用規定來限制孩子。 

13 
我不會責罰孩子，因爲他還小，做錯事只要講一講就可以

了。 

26 我會以帶孩子出去玩或購買禮物做爲獎賞。 

30 我每天會幫孩子穿好衣服和鞋襪。 

32 只要是孩子喜歡的飲食，我不會給予限制。 

忽

視

冷

漠 

 

8 

我常忘記孩子學校的事情（e,g.家長日時間、親職講座日

期…等) 

15 我只負責照顧孩子的生活，「教育」是老師的責任。 

18 我常因忙碌而沒回答孩子的問題。 

19 只要孩子不來煩我，他做什麼都可以。 

20 我不在意孩子吃了什麼，只要沒餓肚子就好。 

22 我不知道孩子任何一個朋友的名字。 

23 我不清楚孩子喜歡或不喜歡的活動和食物。 

28 我從不過問孩子學校的任何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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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幼兒的自理能力 

範疇 題目 

飲食 

孩子能使用湯匙舀取食物而不灑出來。 

孩子能進食後自行用紙巾或毛巾擦嘴。 

孩子在進食時，當口內有食物時能不說話。 

孩子能單手拿杯子喝水並不翻倒。 

孩子能嘗試使用筷子進食。 

穿衣 

孩子能解開及扣上衣外套的鈕釦。 

孩子自行能穿上襪子。 

孩子能正確穿好左及右腳的鞋。 

孩子能穿脫寬鬆的衣服。 

孩子能拉上或拉下外套的拉鍊。 

如廁 

孩子能表達如廁的需要。 

孩子能在如廁時自行穿脫褲子。 

在大便後，孩子能摺疊好廁紙進行清潔。 

在如廁後，孩子能按水掣沖廁。 

在如廁後，孩子能用梘液洗手及抹乾手。 

梳洗 

孩子能開關水龍頭。 

孩子能洗臉後，自行用毛巾擦臉。 

孩子能粗略地用梳子梳頭。 

孩子能自行刷牙。 

孩子能在洗澡時清洗身體前半部。 

清潔衛生 

孩子能打噴嚏或咳嗽時用紙巾遮掩嘴巴。 

孩子能正確地佩戴口罩。 

孩子能自行用紙巾擤鼻涕 。 

孩子能在用餐前後自行洗手。 

孩子能把垃圾棄置於垃圾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