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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背景：隨著科技進步，電子產品的使用越來越普遍，兒童甚至從學步期就開始接

觸到的螢幕的使用。過去研究指出，學步兒過長的螢幕使用時間對健康可能產生

危害，如眼睛相關疾病、肥胖、睡眠時間減少、發展不良等。然而過去關於螢幕

使用時間的研究，對象多為學齡兒童，較少關注年齡較小的學步兒。且從文獻中

可以得知，學步兒螢幕使用時間最主要受到父母層面因素所影響，如父母之親職

參與。不過相關研究多為橫斷性，尚未有研究使用長期性的資料建立親職參與發

展軌跡，以探討其與學步兒螢幕使用時間之關係。此外，父母親職參與對學步兒

螢幕使用時間的影響，是否會隨著學步兒性別而有所差異，也仍有待進一步探

討。 

 

目的：本研究欲透過長期追蹤的次級資料庫，瞭解學步兒的父母親職參與發展軌

跡，及其與學步兒螢幕使用時間之關係，並進一步檢視學步兒性別在此關係中是

否有調節的作用。 

 

方法：本研究使用「臺灣幼兒發展調查資料庫」中 3 月齡組第一波（3 月齡）至

第四波（18 月齡）的家長問卷資料，共 6,620 名樣本。統計分析使用統計軟體

SAS 9.4，以群組化軌跡模式 (Group-Based Trajectory Modeling) 和多元線性迴歸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為主要分析方法。 

 

研究結果：研究樣本父親的親職參與發展軌跡分為四種類型：「持續低度組」

（18.93%）、「增加組」（19.62%）、「持續中度組」（50.98%）及「持續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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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10.47%）；母親親職參與發展軌跡則分為兩種類型：「低度組」

（35.08%）及「高度組」（64.92%）。進一步探討父母親職參與發展軌跡與學步

學步兒幕使用時間的關係發現，在父親方面以「持續低度組」做為參考組，若研

究樣本之父親屬於親職參與程度最高的「持續高度組」，則其螢幕使用的時間最

少（B= –0.19 95% CI: –0.29, –0.10）；在母親方面，相較於親職參與屬「低度

組」者，「高度組」的研究樣本螢幕使用時間較少（B= –0.08; 95% CI: –0.13, –

0.02）。本研究進一步發現，父母親職參與發展軌跡對學步兒螢幕使用時間的影

響，並沒有因為學步兒性別而有顯著的差異。 

 

結論：本研究發現不論是父親還是母親，其親職參與發展軌跡與學步兒螢幕使用

時間呈顯著相關，但在學步兒性別上並沒有差異。研究結果強調父母於兒童學步

期保持高度親職參與的重要性，以降低過長螢幕使用時間的風險。 

 

關鍵字：學步兒、螢幕使用時間、親職參與、群組化軌跡、長期追蹤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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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ckground: With advances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e use of electronic products 

is becoming more common. In addition, children begin to use electronic products at 

toddlerhood. Evidence has shown that toddlers’ screen time was associated with several 

health outcomes, such as eye disease, obesity, sleep problems, and poor development. 

However, previous studies on screen time mainly focused on school-aged children, and 

less on toddlers. In addition, despite recognition for the influences of parental factors, 

such as parental involvement, most the existing studies are cross-sectional, without 

examining the developmental trajectories of parental involvement and their impact on 

toddlers’ screen time. Furthermore, it is unclear whether the influence of parental 

involvement on toddlers’ screen time will vary by toddlers’ sex. 

Aims: This study applied longitudinal secondary analysis to determine the 

developmental trajectories of parental involvement and examine their associations with 

screen time in toddlers. Potential sex differences in this relationship were also tested. 

Method: This study utilized data from the nationwide study, Kids in Taiwan: National 

Longitudinal Study of Child Development and Care (KIT). A total of 6,620 samples, 

whose parents completed the questionnaires when toddlers were 3, 6, 12, and 18 months 

old, were included in this analysis. Group-based trajectory model and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were conducted to test study hypotheses. 

Results: Four developmental trajectories of paternal involvement were found, namely 

consistent low (18.93%), increasing (19.62%), consistent moderate (50.98%), and 

consistent high (10.47%). Regarding maternal involvement, two trajectories emerg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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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ow (35.08%) and high (64.92%) groups. Results showed that compared to toddlers 

with fathers in the consistently low group, those with fathers in the consistently high 

group had shorter screen time (B= –0.19; 95% CI: –0.29, –0.10). In addition, toddlers 

with mothers in the high involvement group demonstrated shorter screen time than 

those with mothers in the low group (B= – 0.08; 95% CI: –0.13, –0.02). No sex 

difference was observed in the examined associations. 

Conclusion: This study found that the developmental trajectories of both paternal and 

maternal involvement were significantly related to toddlers’ screen time. The findings 

highlight the importance for parents to maintain a high level of parental involvement 

during toddlerhood to help toddlers decrease the risk of excessive screen time.  

 

Keyword: Toddler, Screen time, Parental involvement, Group-based trajectory, 

Longitudinal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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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隨著科技及媒體的快速發展，大眾使用電子產品的情形越來越普遍，螢幕觀

看逐漸取代紙本閱讀或其他娛樂活動，兒童甚至從學步期就開始接觸到的螢幕的

使用。根據「臺灣幼兒發展調查資料庫」的調查結果顯示，臺灣 3 至 5 歲的兒童

中有九成以上使用電子產品，且 3、4、5 歲時每日使用的平均時間分別為 137 分

鐘、119 分鐘及 96 分鐘（臺灣幼兒發展調查資料庫，2022）。這個數據已超過美

國兒科學會（American Academy of Pediatrics，簡稱 AAP）及國民健康署所提出

「大於 2 歲兒童每日觀看螢幕避免超過 1 小時」之建議（Hill et al., 2016；國民健

康署，2017）。 

螢幕使用時間 (Screen time) 指的是使用電視、電腦、平板、智慧型手機等

螢幕設備的時間 (Lauricella et al., 2015)。有研究指出，無論兒童觀看的內容或教

育價值如何，螢幕使用時間過長才是對兒童健康造成危害的主要因素 (Sigman, 

2012)；即使播放的內容不是為了讓孩童觀看，背景的螢幕播放會分散孩童的注

意力，減少和父母玩耍及互動的次數，也會使家長對於孩童的關注降低 (Brown 

& COCM, 2011)。過長的螢幕使用時間會導致兒童眼睛相關疾病、肥胖、睡眠時

間減少、發展不良、注意力不集中、社會心理問題等健康問題 (Lissak, 2018；De 

Jong et al., 2013；Marinelli et al., 2014；Tomopoulos et al., 2010；Christakis et al., 

2004；Pagani et al., 2010)。不過探討兒童螢幕使用時間相關因素的研究，關注對

象多為學齡時期之兒童，較少關注年齡較小的兒童，尤其是 3 歲以下的學步兒

(Carlson et al., 2010)。然而有研究結果發現，兒童於學步期的螢幕使用時間越

多，即使受到學齡時期課業及課外活動等其他因素影響，仍比學步期使用螢幕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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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就較少的兒童螢幕使用時間還要更多，甚至呈現增長的趨勢 (Trinh et al., 

2020)。因此，關注學步兒的螢幕使用情況及其影響因素至關重要。 

學步兒的螢幕使用時間最主要是受到父母層面的因素影響。研究指出，學步

兒的螢幕使用時間與父母的態度、規範及育兒方式等親職參與相關 (Carson & 

Janssen, 2012；Veldhuis et al., 2014)。親職參與 (Parental involvement) 指的是父

母養育子女的相關事務（林惠雅、周玉慧，2009）。然而過去研究多為橫斷性，

無法斷定其因果關係；僅有少數為長期性研究，探討親職參與的長期影響。研究

結果發現，學步期父母親職參與程度越高，其學齡期會有更好的學習成果(Hayes 

et al., 2018；Farrant & Zubrick, 2013)。另外，父母的親職參與亦可能在兒童成長

的各個階段改變，進一步產生不同的發展樣貌。例如有研究為瞭解父母於孩童小

學時一整學年的親職參與變化情形，使用長期性的資料建立親職參與的發展軌

跡，發現親職參與的情形可分成四種不同的軌跡，包括：「持續低度」、「先降

後升」、「參與增加」以及「持續高度」型 (Lakind et al., 2021)。但過去尚未有

研究針對親職參與發展軌跡與學步兒螢幕使用時間之關係進行探討，因此兩者之

間的因果關係仍有待確認。 

研究也指出，父親與母親對於學步兒螢幕使用時間的影響力有所差異，像是

母親的行為與陪伴孩子的時間，對於學步兒螢幕使用時間的影響大於父親 (Chiu 

et al., 2017；Kourlaba et al., 2009)。只是，過去相關研究多將父母親的親職參與混

合探討 (Zimmerman et al., 2007)，或者著重於母親親職參與的影響 (Langer et 

al., 2014)，少有研究將父親與母親分開探討。因此，父親與母親之親職參與對學

步兒螢幕使用時間的影響是否有差異，仍有待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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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親職參與的影響亦可能隨其子女的性別而異。過去有研究發現，母親

的螢幕使用時間對兒子及女兒的螢幕使用時間皆有影響，但父親的螢幕使用時間

只與兒子的螢幕使用時間呈顯著相關 (Schoeppe et al., 2017)。此外，母親不同的

育兒方式（寬容或控制）對兒子跟女兒的外化行為有著不同的影響；而父親不論

是採寬容還是控制性較強的育兒方式，皆不影響其子女的行為問題 (Ruiz-Ortiz et 

al., 2017)。然而，在有關父母親職參與對於學步兒螢幕使用時間之影響的相關研

究中，較少有研究將學步兒性別作為調節變項去探討，究竟父母親職參與對不同

性別之學步兒的螢幕使用時間是否有所差異，仍有待進一步探討。 

因此本研究欲透過長期性的次級資料庫，瞭解學齡前學步兒的父母親職參與

之發展軌跡，探討不同父母親職參與之發展軌跡與學步兒螢幕使用時間的關係，

並進ㄧ步檢視學步兒性別在此關係中的調節作用。 



doi:10.6342/NTU202301522

 

 

4 

第二節 研究目的 

本研究使用「臺灣幼兒發展調查資料庫」（Kids in Taiwan: National 

Longitudinal Study of Child Development and Care，簡稱 KIT）3 月齡組第一波（3

月齡）至第四波（18 月齡）的資料進行分析，旨在瞭解父母親職參與發展軌跡與

學步兒螢幕使用時間之關係。研究目的如下： 

一、瞭解研究樣本 3 至 18 個月時父母親職參與之發展軌跡。 

研究問題 1-1：研究樣本父親親職參與之發展軌跡為何？ 

研究問題 1-2：研究樣本母親親職參與之發展軌跡為何？ 

二、探討不同親職參與發展軌跡與學步兒 18 個月時的螢幕使用時間之關

係。 

研究問題 2-1：不同親職參與發展軌跡組別與學步兒螢幕使用時間之關

係為何？ 

研究問題 2-2：父親與母親的親職參與軌跡對學步兒螢幕使用時間之影

響是否有差異？ 

三、探討學步兒性別在父母親職參與發展軌跡與學步兒螢幕使用時間之關係

中的調節作用。 

研究問題 3-1：父母親職參與發展軌跡對研究樣本的影響是否會隨著兒

學步兒之性別而有所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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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重要性 

儘管過去研究已證實兒童過多的螢幕使用時間對其健康及發展的負面影響，

相關的研究對象多以學齡期的兒童為主，較少關注年齡更小的學步兒。目前亦無

研究針對不同親職參與的發展軌跡及其對學步兒螢幕使用時間的影響進行分析。

且過去研究對於親職參與和學步兒螢幕使用時間之相關性的探討，多將父親與母

親的親職參與合併探討，或較注重於母親的親職參與，因此本研究將分別探討父

親及母親之親職參與對於學步兒螢幕使用時間的影響，以瞭解是否有所差異。本

研究亦將進一步探討學步兒性別在此關係中的調節作用，以瞭解父母的親職參與

對於兒子及女兒是否有不同的影響。期望本研究的結果，能夠提升父母對於學步

兒螢幕使用時間的關注，並給予父母在親職參與方面的建議，且作為未來針對學

步兒螢幕使用時間之介入規劃的參考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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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螢幕使用時間的定義與內涵 

本節將說明螢幕使用時間的定義與測量方式，並描述目前國內外學步兒螢幕

使用時間的情況，以及探討學步兒螢幕使用時間與健康之相關性。以下將分別進

行詳細說明。 

一、 螢幕使用時間之定義與測量方式 

    螢幕使用時間 (Screen time)指的是使用電視、電腦、平板、智慧型手機等螢

幕設備的時間 (Lauricella et al., 2015)。根據研究目的，部分研究會從中選擇幾

項，分別探討不同螢幕設備的使用時間，如電視、電腦遊戲等，然亦有研究會將

所有的螢幕使用時間加總探討 (Arcan et al., 2013；Birken et al., 2012)。 

    就測量方式而言，過去研究測量螢幕使用時間的工具多使用自填式問卷，若

對象為學齡前的兒童，則由父母或監護人代為回答 (Braithwaite et al., 2013)。問

卷題目的設計可分為開放式回答，或提供時間區間以供選擇 (Brockmann et al., 

2016；Byeon & Hong, 2015)。然而使用問卷的方法可能較不精確，且容易有回憶

偏差，因此有部分研究使用 24 小時日誌作為測量方式，由父母將觀察到的孩童

使用螢幕使用時間記錄下來，再將每日紀錄的日誌內容回報給研究者 (Cox et al., 

2012)。回報的時間單位，則可根據研究目的而有不同的選擇，包括：每日、每

週、平日或週末的螢幕使用平均時間 (Byrne et al., 2021)。 

二、 國內外學步兒螢幕使用時間之現況 

依據人類發展的階段，兒童依照年齡可以分成不同的時期：1-3 歲為學步

期，被稱為學步兒（toddler），3-6 歲為學齡前期，6-12 歲則為學齡期（李淑杏

等，2018）。美國兒科學會（American Academy of Pediatrics，簡稱 AAP）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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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18 個月以下的學步兒應避免使用視訊聊天軟體以外的螢幕媒體；而若家長想

要在孩童 18 至 24 個月時引入螢幕媒體的使用，建議應該選擇高質量的媒體內

容，並避免孩童獨自使用；2 歲以上的兒童，每日螢幕使用時間也應該限制在一

個小時以下(Hill et al., 2016)。在台灣，國民健康署也建議，2 歲以下學步兒應避

免螢幕的使用；2 歲以上兒童則每日使用不要超過一小時，且使用 30 分鐘後要休

息 10 分鐘。此外，也建議家長不要使用螢幕設備來作為安撫或照顧孩童的工

具，並應以身作則，不要過度使用螢幕設備，以免導致孩童螢幕使用時間增加

（國民健康署，2022）。 

一項在美國及英國進行的大規模長期性研究結果發現，學步兒於 4 個月、14

個月、24 個月時使用螢幕設備的比例分別為 74.8%、84.8%及 95.5%，而每日平

均螢幕使用時間分別為 0.92 分鐘、48.3 分鐘及 73.27 分鐘 (Ribner & McHarg, 

2021)。在亞洲方面，一項韓國的研究結果顯示，2 歲學步兒平均每天看電視的時

間為 72.6 分鐘 (Byeon & Hong, 2015)；另一項從托兒所中搜集樣本的日本研究則

發現，3-5 歲學齡前兒童每天平均螢幕使用時間為 118.59 分鐘 (Kim et al., 

2020)。而根據「臺灣幼兒發展調查資料庫」的調查結果顯示，在 3、4、5 歲的學

齡前兒童中，曾使用電子產品的比例分別為 93.2%、95.2%及 97.9%，且每日平均

螢幕使用時間分別為 137 分鐘、119 分鐘及 96 分鐘（臺灣幼兒發展調查資料庫，

2022）。由上述研究結果可以觀察到，不論是國外還是國內，從學步期到學齡前

期的兒童的螢幕使用時間，皆超過美國兒科學會及國民健康署之建議，且使用螢

幕設備的比例隨年齡漸長有增加的趨勢。 

三、 學步兒螢幕使用時間與健康之相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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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指出，學步兒的螢幕使用時間過多，會對健康產生負面之影響；長時間

觀看螢幕，將會導致頭痛、眼睛疲勞、視力模糊、眼睛乾燥等，進一步導致罹患

眼睛相關疾病，例如：近視、乾眼症…等 (Akinbinu & Mashalla, 2014)。若學步

兒在夜晚暴露於會發出強光和藍光的螢幕設備，會抑制褪黑激素的產生，從而影

響睡眠的時間及品質，這對於大部分時間都在睡眠中渡過的學步兒來說尤其重要 

(Ribner et al., 2019)。另外，學步兒使用螢幕的時間可能會取代睡眠時間，也就是

說，當使用螢幕設備的時間越多，就會導致睡眠的時間減少 (Cheung et al., 

2017)。且若是長時間使用螢幕設備，將導致久坐行為的發生，身體活動也隨之

減少，進而提升罹患心血管疾病（例如肥胖、高血壓及高膽固醇）的風險 

(Goldfield et al., 2011)。此外，兒童於學步期過多的使用螢幕設備，會增學齡時

期過度使用的可能性，甚至導致科技成癮行為的產生；也會與學步兒認知、語言

等技能的發展遲緩有關 (Andreassen et al., 2016；Duch et al., 2013)。由上述文獻

可以得知，過多螢幕使用時間會對學步兒的健康產生危害，因此值得我們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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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親職參與的定義與內涵 

本節將說明親職參與的定義與測量方式，以及回顧過去關於親職參與之發展

軌跡的相關研究。以下將分別進行詳細說明。 

一、 親職參與之定義與測量方式 

親職參與 (Parental involvement) 指的是父母養育子女的相關事務，例如餵

食、洗澡、照顧日常生活起居、接送孩童至托育中心或學校、幫助孩童建立生活

常規、處理孩童的不良行為、協助孩童解決問題、陪伴孩童遊戲與活動、傾聽和

與孩童對話等（林惠雅、周玉慧，2009）。 

親職參與多使用量表來進行測量。美國學者 Taylor and Bergin (2019) 編寫出

一份父母／照顧者參與量表（Parent/Caregiver Involvement Scale，簡稱 P/CIS），

該量表測量父母或照顧者於互惠 (Reciprocity) 及控制 (Control) 兩個面向的育

兒行為。互惠指的是父母與孩童理想的相處情形，包括協調、相互的關係及敏感

的回應，如父母的反應能力、言語互動、玩樂、教學、正面與負面陳述等；而控

制指的是父母在制定的規則被打破時，試圖去改變兒童的行為，如對於活動的控

制、指令、要求及目標設定等。上述量表針對以上行為的數量、質量及適當性進

行測量。另外，國內學者陳富美與利翠珊 (2004) 亦參考過去研究自行編制量

表，將親職參與的內涵分成育兒勞務（包含準備餐食、購置日常生活用品、替孩

童收拾整理、哄孩童入睡等）與親子教養（包含規範孩童的學習與活動、關心與

回應孩童需求、陪伴孩童處理情緒、教導孩童做人處事的道理等）兩個面向進行

測量。而本研究所使用之「臺灣幼兒發展調查資料庫」，其問卷的設計即參考過

去研究編製而成，對親職參與整體進行測量（張鑑如等，2017）。 

二、 親職參與之發展軌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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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社會、行為和生物過程都會隨著時間演變，學者 Nagin (2005) 將某特

定現象隨著時間或年齡變化的過程稱為「發展軌跡」(Developmental trajectory)。

發展軌跡的概念可以廣泛的運用在各個領域，例如：用來描述犯罪在生命歷程中

的進展、收入隨著時間的變化、生理狀況或疾病的過程、社會經濟地位的演變

等。因此，父母的親職參與也可能會隨著兒童的成長而有不同的變化，且每位父

母的變化可能也並不相同 (Guo et al., 2022)。 

美國一項研究觀察父母於兒童小學時一整個學年的親職參與情形，結果發現

可以分成四種不同的軌跡：第一種為持續低度參與的父母，對他們來說育兒壓力

較大，所以不會有太多的親職參與，而是將孩童交給學校來照顧；第二種為參與

度先降後升的父母，他們相信學校老師對孩童的照顧，但會持續關注孩童的情形

並與學校溝通，所以學年末的時候又會上升；第三種為參與度增加的父母，隨著

他們的親職參與越來越多，所擁有的育兒技能也越來越多；第四種為持續高度參

與的父母，相較之下他們的育兒壓力較小，能夠一直維持高度的親職參與 

(Lakind et al., 2021)。而中國有研究探討父母的親職參與軌跡與小學生學業成績

和內外化問題之相關性，結果發現：親職參與可以分成四種不同的軌跡，分別是

「高度動機和參與」、「低度動機和參與」、「不一致的動機和參與」以及「不

一致的動機和高度參與」。其中父母「高度動機及參與」的兒童學業成績最高，

內化及外化問題也最少，其次是父母「不一致的動機和高度參與」以及「不一致

的動機和參與」之兒童，而若是父母屬於「低度參與及動機」的類型，兒童的學

業成績最低，內化及外化問題也最多 (Guo et al., 2022)。 

由上述文獻回顧的結果可以得知，親職參與發展軌跡對兒童的行為有所影

響，然而過去的研究對象多為學齡時期的兒童，少有研究探討父母於學步兒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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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育兒方面的親職參與變化情形，且父母的親職參與發展軌跡是否會影響學步兒

的螢幕使用時間仍為未知，因此有待進一步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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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親職參與和學步兒螢幕使用時間之相關性 

本節將說明親職參與和學步兒螢幕使用時間之相關性，包含：回顧有關親職

參與和學步兒螢幕使用時間相關性的研究，以及探討父親與母親的職參與和學步

兒螢幕使用時間相關性的差異。然而既有針對學步兒的相關文獻較少，因此也針

對兒童的文獻進行回顧。以下將分別詳細說明。 

一、 親職參與和學步兒螢幕使用時間之相關性 

過去有研究發現，父母在各方面的親職參與，和學步兒螢幕使用時間之間具

有相關性。像若是家長使用螢幕設備作為養育孩童的工具，例如：將允許使用螢

幕設備作為獎勵方式、禁止螢幕設備使用作為懲罰方式、讓孩童在自己工作繁忙

無法照顧時使用螢幕設備等，會增加孩童每日螢幕使用時間大於 2 小時的機率。

因此，不管使用螢幕設備來作為養育孩童的工具有多方便，這樣的方式都可能讓

螢幕設備融入孩童的生活，成為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使得螢幕使用時間增加 

(Hawi & Rupert, 2015)；Elias and Sulkin (2019) 一項針對 18-36 個月學步兒的研

究就發現，若是家長將螢幕使用作為育兒的用途，像是：獎勵、安撫（情緒調

節）、保母（讓孩童持續有事可做）、用餐時引導（使孩童能乖乖用餐），或是

用來當作豐富親子之間互動的手段等，皆與學步兒更多的螢幕使用時間有關。此

外，父母對於孩童螢幕使用時間規則的設置，與孩童螢幕使用時間的減少有關，

且當家長與孩童對於規則的存在達到一致的共識時，孩童的螢幕使用時間也會越

少 (Carlson et al., 2010；Ramirez et al., 2011)；Lee et al. (2018) 一項針對平均 1.6

歲學步兒的研究就發現，父母對於螢幕使用時間的限制越多，學步兒使用螢幕的

時間就越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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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過去多項研究也指出，父母親職參與和兒童的螢幕使用時間有所相關。

Veldhuis et al. (2014) 的研究發現，對於 5 歲兒童而言，相較於寬容（參與度高，

嚴格度低）或是忽視（參與度低，嚴格度低）的育兒方式，權威（參與度高，嚴

格度高）或是專制（參與度低，嚴格度高）的育兒方式與兒童更少的螢幕使用有

關。Gingold et al. (2014) 一項針對 6-17 歲兒童的研究也發現，每週家庭聚餐少於

四次與兒童螢幕使用時間每日超過 2 小時呈正相關，這可能是由於家庭互動的時

間會被螢幕使用時間所替代，所以家庭互動越少會導致兒童的螢幕使用時間增

加。而父母本身的螢幕使用時間越多，與孩童的互動可能就會越少，導致兒童的

螢幕使用時間增加，或是使得兒童學習相同的螢幕使用習慣 (Davison et al., 

2005；Jago et al., 2012) 。 

從上述文獻探討的結果可以發現，父母親職參與和學步兒及兒童的螢幕使用

時間有所關聯。然而過去研究的對象大多針對兒童，較少關注年齡較小之學步

兒。因此，父母親職參與和學步兒螢幕使用時間之關聯性，仍有待更多的討論。 

二、 父母親職參與和學步兒螢幕使用時間相關性之差異 

親職參與和兒童螢幕使用時間之相關性，會因為家長的性別而有所差異 

(Schoeppe et al., 2017)。舉例來說：Kourlaba et al. (2009) 一項針對 1-5 歲學步期

至學齡前期兒童的研究發現，當母親與孩童一起度過的時間越多，孩童觀看電視

的時間就會越少，不過父親的陪伴時間與孩童觀看電視的時間之間就沒有發現這

樣的關聯。Chiu et al. (2017) 一項針對 18-66 個月學步期至學齡前期兒童的研究也

發現，相較於父親，母親電視觀看時間對於孩童電視觀看時間的影響更大，若是

母親每天看電視超過 2 小時，孩童更可能發展出「增加型」的螢幕使用時間發展

軌跡，可以得知母親在孩童螢幕觀看習慣的養成上扮演重要角色。此外，父母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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螢幕使用相關的育兒行為也會對學步兒的螢幕使用時間產生不同的影響，例如：

Tang et al. (2018) 一項針對 1.5 歲至 5 歲學步期至學齡前期兒童的研究發現，母

親在孩童面前或用餐時的螢幕使用時間，及將「允許/禁止使用螢幕設備」作為

獎勵/懲罰之方式，與孩童的螢幕使用時間呈正相關；而前述關聯性在父親方面

則沒有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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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學步兒性別對於親職參與及學步兒螢幕使用時間之調節作用 

本節將探討學步兒性別在親職參與及學步兒螢幕使用時間關係的調節作用，

包含：回顧有關學步兒性別與親職參與相關性之研究，並回顧學步兒螢幕使用時

間的性別差異，以及探討學步兒性別對學步兒螢幕使用時間相關影響因素的調節

作用。以下將分別進行詳細說明。 

一、 學步兒性別與親職參與之相關性 

父母的親職參與可能會由於孩童的性別而有所差異。Raley and Bianchi 

(2006) 的研究指出，家長會對相同性別的孩童會有更多關心，例如：父親可能會

認為兒子會比起女兒更需要父親作為榜樣，因此會花費較多時間與兒子互動；相

比於兒子，母親會花更多時間跟女兒互動與對話，並且表達讚美或認同。除此之

外，父母可能會因對不同性別孩童在成年後的期望有所差異，而給予不同育兒方

式，像是希望兒子未來提供經濟上的幫助，女兒則提供照顧上的協助，那麼父母

可能就會鼓勵他們去從事不同的行為。此外，英國有項針對 0-8 歲學步期至學齡

前期兒童之父母進行的質量混合研究發現，相較於女兒，父母會更關心螢幕使用

對於兒子健康的影響，例如觀察兒童的螢幕使用情形、設置規定限制其螢幕使用

時間、在與孩子相處時試圖在螢幕使用與其他活動間取得平衡等 (Kucirkova et 

al., 2018)。英國另一項針對 3-5 歲學齡前兒童之家長的調查也發現，相較於兒

子，父母較支持女兒與閱讀相關的活動，例如談論故事、鼓勵兒童注意圖片、談

論人物、繪畫、製作模型、表演故事場景或唱歌等 (Formby, 2014)。 

二、 學步兒螢幕使用時間之性別差異 

學步兒的螢幕使用時間可能會因為性別而有所差異。有研究結果發現，與女

童相比，男童會有更多的螢幕使用時間，甚至更有可能超過每日 2 小時的建議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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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 (Langer et al., 2014；Øverby et al., 2013；Carlson et al., 2010)。且男童相比於

女童，更有可能發展出增長型及高的螢幕使用時間發展軌跡 (Chiu et al., 2017)。

此外，男童與女童使用螢幕設備進行的活動，甚至是偏好使用的種類也有所不

同，如：男童多使用螢幕設備進行教育活動而不是娛樂，且其使用螢幕設備來閱

讀故事的時間是女童的兩倍 (Formby, 2014)；相較於女童，亦有更多的男童使用

手持或攜帶式的遊戲機，且使用該螢幕設備的時間幾乎是女童的兩倍(Ofcom, 

2014)；而女童則偏好使用電腦及手機，平日及假日使用的時間皆高於男童 

(Simon et al., 2019)。 

三、 性別的調節作用 

由上述的文獻回顧可以得知，父母對於兒子及女兒的親職參與有所差異，兒

童本身的螢幕使用時間也有性別上的差異。因此，父母親職參與和學步兒螢幕使

用時間之相關性，也可能會隨著學步兒性別有著不同的影響。 

目前已有研究針對兒童性別在父母行為及育兒方式與兒童螢幕使用的關連進

行探討 (Schoeppe et al., 2017；Kesten et al., 2015)。Schoeppe et al. (2017) 的研

究發現，父母的螢幕使用時間越多，兒童螢幕使用的時間也會越多，不過對於兒

子及女兒有著不同的影響，母親的螢幕使用時間對兒子及女兒的螢幕使用時間皆

有影響，但父親的螢幕使用時間只與兒子的螢幕使用時間呈顯著相關。Kesten et 

al. (2015) 的研究也發現，母親單方面的限制電視、電腦、智慧型手機及遊戲機

的使用時間，會使得女兒使用這些螢幕設備的可能性增加，與更多的螢幕使用時

間呈正相關，對於兒子的螢幕使用時間則是沒有顯著的相關。不過若是父母與孩

童能夠一起討論出雙方都認同的螢幕使用時間的限制，才是對於減少兒童螢幕使

用時間的有效策略；雖然在女兒身上沒有觀察到顯著的相關性，不過已有研究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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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這樣的規則設置與男童的螢幕使用時間呈現負相關。然而，關於父母親職參與

對於兒童螢幕使用時間之影響的相關研究中，少有研究將兒童性別作為調節變項

去探討，究竟父母親職參與對不同性別的學步兒螢幕使用時間是否有所差異，仍

有待未來研究做進一步的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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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影響學步兒螢幕使用時間之其他因素 

本節將探討與學步兒螢幕時間相關的其他因素，包括：父母教育程度、父母

婚姻狀況、父母工作狀況、家庭收入、兄弟姐妹數量與學步兒受到的照顧方式。

然而既有針對學步兒的相關文獻較少，因此也針對兒童的文獻進行回顧。以下將

逐一探討這些因素與學步兒螢幕使用時間之相關性。 

一、 父母教育程度 

過去研究發現，父母的教育程度與學步兒螢幕使用時間有相關性。Trinh et 

al. (2020) 研究結果指出，父母的教育程度較低，與 1-3 歲學步兒呈現增長型的

螢幕使用時間發展軌跡有關。台灣也有研究發現，與受過小於 9 年教育的父母相

比，受過大於 13 年教育之父母其孩童為低螢幕使用時間發展軌跡的比例較高 

(Chiu et al., 2017) 。教育程度越高的父母，可能會越了解螢幕使用時間過多對健

康的危害，因此會設置使用時間限制，協助孩童建立良好的概念，避免養成過度

使用螢幕的習慣 (Carlson et al., 2010) 。 

二、 父母婚姻狀況 

父母的婚姻狀況，也可能與學步兒螢幕使用時間有關。Zhao et al. (2018) 的

研究發現，父母離婚是 3-4 歲學步期至學齡前期兒童螢幕使用時間的危險因素之

一。而單親或重組的家庭型態，與兒童螢幕使用時間超過每日 2 小時的比例較高

有關。這可能是由於家庭結構的改變，打亂原本家庭環境中的平衡，導致壓力升

高而無法持續原有的育兒行為，隨著對於育兒的支持與參與減少，可能也就減少

對於限制孩童螢幕使用的關心 (Langøy et al., 2019) 。 

三、 父母工作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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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的工作狀況，與學步兒螢幕使用時間之間亦有相關性。Iguacel et al. 

(2018) 的研究發現，父母失業與孩童較多的螢幕使用時間有關。此外，Chandra 

et al. (2016) 一項針對 6、12 和 18 個月學步兒進行的世代研究結果指出，相較

於失業、在家或是學生的父母，全職或是兼職的父母其孩童每日螢幕使用時間大

於 2 小時的比例較高。這是因為父母長時間的工作，可能就會忽略對於孩童的關

心與照顧，而使其產生不健康的生活型態 (Yamada et al., 2018) 。 

四、 家庭收入 

家庭收入亦可能與學步兒的螢幕使用時間有關。低收入家庭中的孩童，比起

其他族群，有更高的比例會超過每日螢幕使用勿超過 2 小時的限制 (Carlson et 

al., 2010)。而與收入較低的家庭相比，在高收入家庭中的孩童較不可能發展出增

長型的螢幕使用時間軌跡 (Chiu et al., 2017)。這可能是由於對長期處在經濟困

難、心理健康狀態不佳或糧食不安全等壓力的低收入父母來說，限制孩童的螢幕

使用可能並不是優先的事項，因此孩童的螢幕使用時間可能也會受到家庭經濟因

素的影響 (Lampard et al., 2013)。 

五、 兄弟姐妹數量 

過去研究發現，是否有手足與學步兒螢幕使用時間有關，然而研究的結果並

不一致。有研究指出兄弟姐妹的數量與 2 歲以下學步兒的螢幕使用時間呈負相

關，由於家裡兄弟姐妹越多，彼此之間就會有更多的互動，因此學步兒使用螢幕

相關設備的機會就降低，甚至取代螢幕使用的時間 (Chandra et al., 2016；

Zimmerman et al., 2007)。不過，也有研究指出兄弟姐妹的數量與學步兒螢幕使用

時間呈正相關。而雙胞胎與獨生子女相比，螢幕使用時間更多 (Trinh et al., 

2020)。Hardy et al. (2006) 的研究也指出，有兄弟姐妹的兒童更有可能超過每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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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的螢幕使用時間，也就是每日大於 120 分鐘。因為可能兄弟姐妹的螢幕使用

時間就很高，因此會帶動兒童一起從事螢幕的使用，使兒童本身的螢幕使用時間

也隨之增加 (Hardy et al., 2006) 。 

六、 照顧方式 

有研究指出學步兒受到的照顧方式與其螢幕使用時間有關。與送去托育機構

的孩童相比，在家庭環境中受到照顧的孩童更可能發展出高或增長型的螢幕使用

時間發展軌跡 (Chiu et al., 2017)。而文獻中對於此結果有幾種解釋：首先，托育

機構通常會安排各式各樣的活動與課程，提供兒童參與，而不會長時間的觀看電

視、滑手機、玩電子遊戲或使用其他螢幕設備 (Christakis & Garrison, 2009)。其

次，家庭環境中的照顧者可能經常在家裡使用螢幕相關設備，孩童可能就會一同

參與，例如家長在觀看電視時，孩童也會一起觀賞。再者，家庭環境中的照顧者

在進行家務時，可能也會使用螢幕設備來作為安撫或照顧孩童的手段，例如家長

在打掃時會讓孩童觀看影片，以便自己的工作能夠順利進行。若是從長遠看來，

這樣的方式可能會讓螢幕使用成為孩童日常生活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養成使

用螢幕相關設備作為日常消遣的一種生活方式 (Dorey et al., 2010；Brown et al.,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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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第一節 研究架構 

本研究欲探討父親及母親的親職參與發展軌跡與學步兒螢幕使用時間之相關

性，並探討學步兒性別在此關係中的調節作用。研究架構如圖 3-1 所示：自變項

為父親及母親的親職參與發展軌跡，依變項為學步兒螢幕使用時間，調節變項為

學步兒性別，控制變項為父母教育程度、父母婚姻狀況、父母工作狀況、家庭收

入、兄弟姐妹數量及照顧方式。 

 

 

 

 

 

 

 

 

 

 

 

圖 3-1 研究架構 

 

• 父親親職參與發展軌跡 

• 母親親職參與發展軌跡 
學步兒螢幕使用時間 

學步兒性別 

控制變項 

• 父母教育程度 

• 父母婚姻狀況 

• 父母工作狀況 

• 家庭收入 

• 兄弟姐妹數量 

• 照顧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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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假設 

根據上述研究架構，本研究假設如下： 

一、 親職參與發展軌跡預計可以分成四種不同的類型，分別是：「持續高度

型」、「增加型」、「減少型」及「持續低度型」。若是父母的親職參與

發展軌跡屬於「持續低度」的類型，學步兒的螢幕使用時間會最多，其次

為「減少型」及「增加型」的組別；而若是父母的親職參與發展軌跡屬於

「持續高度」的類型，學步兒的螢幕使用時間會最少。 

二、 比起父親，母親的親職參與發展軌跡對學步兒螢幕使用時間的影響力較

大。 

三、 兒童性別會調節父母親職參與發展軌跡與學步兒螢幕使用時間之關係。母

親的親職參與發展軌跡，對於女兒的螢幕使用時間有較大影響，但對於兒

子的螢幕使用時間就沒有顯著的影響；而父親的親職參與發展軌跡，則對

於兒子的螢幕使用時間影響較大，不過對於女兒的螢幕使用時間就沒有顯

著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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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資料來源與研究對象 

本研究使用「臺灣幼兒發展調查資料庫」（Kids in Taiwan: National 

Longitudinal Study of Child Development & Care，簡稱 KIT）之資料進行分析，該

資料庫建置之目的為瞭解我國幼兒的認知、語言、社會情緒、身體動作、健康的

發展情形與歷程，以及家庭和教保環境對於幼兒發展的長期影響。資料庫中有兩

組長期追蹤的資料，3 月齡組於幼兒 3、6、12、18、24、36、48、60、72、84 及

96 個月時蒐集，共有 11 波；36 月齡組則從幼兒 36 個月時開始至 96 個月時每年

蒐集一次，共有 6 波。兩組資料皆採分層兩階段 PPS 抽樣法（stratified two-stage 

probability proportional to size sampling），以臺灣地區戶籍資料作為清冊；第一抽

樣單位為鄉鎮市區，第二抽樣單位為個人。資料蒐集的內容包含：家長問卷、親

友問卷、教保人員問卷、幼兒發展評估及幼兒經驗訪談。蒐集的方式為訪員至幼

兒的家中面訪，邀請家長或主要照顧者填寫問卷，若幼兒白天有其他的照顧方

式，如送至托嬰中心或幼兒園等，則也邀請教保人員填寫問卷。為了減少樣本的

流失，訪員會透過卡片、簡訊、電子郵件、專屬網站等方式與幼兒家長保持互動

與聯繫，並提供該子女發展的報告書以增進其持續參與的意願。 

本研究使用資料庫中 3 月齡組的家長問卷資料來進行分析，目前已釋出的資

料為第一波（3 個月）至第四波（18 個月）。3 月齡組為出生日期介於 2016 年 4

月 1 日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的幼兒，家長問卷完訪樣本數分別有 6,866 案（第一

波 3 個月）、6,874 案（第二波 6 個月）、6,739 案（第三波 12 個月）及 6,588 案

（第四波 18 個月）。四波資料合併後共有 7,621 名樣本，排除沒有或僅有一波父

母親職參與資料者 672 人，以及於第四波（18 個月）時，沒有填答螢幕使用時間

者 329 人，最終有 6,620 名樣本納入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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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3 月齡組各波家長問卷測量時間及完訪樣本數 

波數 調查歲數 家長問卷完訪樣本數 調查執行期間 

第一波 3 個月 6,588 2016-06-01～2017-10-31 

第二波 6 個月 6,739 2016-09-01～2018-01-31 

第三波 12 個月 6,874 2017-03-01～2018-07-31 

第四波 18 個月 6,866 2017-09-01～2019-01-31 

 

 

 

 

 

 

 

 

 

 

 

 

 

圖 3-2 研究樣本篩選流程圖 

原始研究樣本 

(n=7,621) 

父親及母親之親職參與 

至少填答兩波者 

(n=7,002) 

最終分析樣本 

(n=6,620) 

父親及母親之親職參與 

沒有填答或僅填答一波者 

(n=619) 

第四波（18 個月） 

沒有填答螢幕使用時間者 

(n=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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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變項之測量 

本研究使用臺灣幼兒發展調查資料庫中，3 月齡組的家長問卷資料進行分

析，目前已釋出第一波（3 個月）至第四波（18 個月）的資料。採用問卷中與本

研究變項相關之題目，將資料重新編碼後，產生本研究所需的變項。以下詳細說

明各變項的測量方式，以及操作型定義。 

一、 自變項 

本研究自變項為父親及母親的親職參與發展軌跡。親職參與的測量，使用家

長問卷第一波（3 個月）至第四波（18 個月）中「孩子父親的親職參與」及「孩

子母親的親職參與」兩個題組的資料。上述兩個題組分別詢問父親及母親最近 3

個月實際參與照顧的情況，題組內共有五道題目，包含「照顧這孩子的衣食等生

活基本需求」、「教這孩子生活常規」、「幫助這孩子的學習活動」、「關愛與

回應這孩子」及「陪這孩子玩」。該題組為四點量表，選項包括：「很少」（從

來沒有或平均一星期少於 1 次）為 1 分，「有時」（平均一星期 1~2 次）為 2

分，「經常」（平均一星期 3~4 次）為 3 分，「很經常」（平均一星期 5~7 次）

為 4 分。分析時，取該題組各題回答分數之平均值，平均分數越高代表父母親職

參與的程度越高。若五道題目中回答題數少於三題，則將該筆資料視為遺漏值。 

二、 依變項 

本研究依變項為學步兒螢幕使用時間，其測量係使用問卷第四波（18 個月）

中「這孩子平均每天接觸電子產品的時間」的題組，其題目包含「這孩子平均每

天看多久的電視（含各類影音媒體）？」及「除了電視，這孩子平均每天接觸多

久電子產品（例如：電腦、平板、手機）？」兩道題目。每題各有 12 個選項，

分別是「不看/沒有」、「0.5 小時以內」、「0.5-1 小時以內」至「5 小時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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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分析時將選項時間範圍的中間值，作為測量學步兒觀看電視及其他電子產

品時間之數值，將資料轉化為連續變項。 

三、 調節變項 

本研究的調節變項為學步兒性別，第四波（18 個月）問卷於「目標幼兒身分

確認及填答者分類」中詢問幼兒性別，該題採開放式的回答，由問卷填寫者自行

填答。 

四、 控制變項 

（一） 父母教育程度 

於第四波（18 個月）時，受訪者自陳學步兒父親及母親的教育程度，每題各

有 8 個選項，分別是「國小及以下」、「國（初）中」至「碩士及以上」。分析

時將選項合併為三類：「高中（職）及以下」、「專科／大學／二技」及「碩士

及以上」。 

（二） 父母婚姻狀況 

於第四波（18 個月）時，問卷中詢問「這孩子父母的婚姻狀況？」，該選項

分別是：「已婚」、「離婚或分居」、「同居但未婚」、「未結婚也未同居」、

「配偶過世」及「其他」。分析時將選項合併為兩類：「已婚」及「未婚」（含

離婚或分居、同居但未婚、未結婚也未同居及配偶過世）。 

（三） 父母工作狀況 

於第四波（18 個月）調查時，分別詢問學步兒父親及母親目前的工作狀況，

每題選項分別是：「全職工作（含自己開業、開店）」、「兼職工作（例如：在家接

案、按件計酬、臨時工、家教）」、「已退休」、「家管或全職照顧這孩子」、「待業

或失業（有在找工作，但全職、兼職工作都還沒有找到）」及「目前不打算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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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因病、因求學等原因無法工作，或無意願工作）。分析時將選項合併為兩

類：「有工作」（包含全職及兼職工作）及「沒有工作」（包含已退休、家管或

全職照顧這孩子、待業或失業及目前不打算工作）。 

（四） 家庭收入 

由於第三波（12 個月）及第四波（18 個月）未再次詢問家庭收入，故本變

項使用第二波（6 個月）之資料。由受訪者自陳「這孩子家庭的所有收入（包括

薪水、退休金、年金、房租及其他），每個月大約有多少？（以新台幣計

算）」，該題有 27 個選項，分別是「沒有收入」、「未滿 1 萬元」、「1萬元～

未滿 2 萬元」至「100 萬元以上」。分析時將選項合併為四類：「未滿 5 萬

元」、「5 萬元～未滿 7 萬元」、「7 萬元～未滿 10 萬元」及「10 萬元以上」。 

（五） 兄弟姊妹數量 

由於第三波（12 個月）及第四波（18 個月）問卷中，未針對兄弟姐妹數量

進行測量，故本變項使用第二波（6 個月）之資料。問卷中詢問「這孩子有沒有

兄弟姐妹？」，若是回答「有」者須需進一步回答兄弟姐妹之數量。分析時將選

項分為三類：「無」、「1 個」、「2 個以上」。 

（六） 照顧方式 

於第四波（18 個月）調查時，詢問受訪者：「這孩子白天在哪裡被照

顧？」，該題有 6 個選項，分別是「孩子自家」、「親友家」、「保母家」、

「托嬰中心」、「幼兒園」及「其他」。分析時將選項合併為兩類：「父母親自

照顧」及「托育」（含親友家、保母家、托嬰中心及幼兒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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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研究變項測量方式與操作型定義 

變項名稱 問卷題目 回答選項 操作型定義 

自變項    

父親親職

參與 

【第三部分】 

四、孩子父親的親職參與 

1. 照顧這孩子的衣食等生活基

本需求。  

2. 教這孩子生活常規。 

3. 幫助這孩子的學習活動。 

4. 關愛與回應這孩子。 

5. 陪這孩子玩。 

1：很少 

2：有時 

3：經常是 

4：很經常 

各題回答分數之平均值 

母親親職

參與 

【第三部分】 

五、孩子母親的親職參與 

1. 照顧這孩子的衣食等生活基

本需求。  

2. 教這孩子生活常規。 

3. 幫助這孩子的學習活動。 

4. 關愛與回應這孩子。 

5. 陪這孩子玩。 

1：很少 

2：有時 

3：經常是 

4：很經常 

 

各題回答分數之平均值 

依變項    

學步兒 

螢幕使用

時間 

【第三部分】 

一、35.這孩子平均每天接觸電子

產品的時間： 

35.1 這孩子平均每天看多久電

視？ 

35.2 除了電視，這孩子平均每天

接觸多久電子產品？ 

1：不看／沒有 

2：0.5 小時以內 

3：0.5-1 小時以內 

4：1-1.5 小時以內 

5：1.5-2 小時以內 

6：2-2.5 小時以內 

7：2.5-3 小時以內 

8：3-3.5 小時以內 

9：3.5-4 小時以內 

10：4-4.5 小時以內 

11：4.5-5 小時以內 

12：5 小時以上 

取選項時間範圍中間

值，並加總兩題時間作

為學步兒總螢幕使用時

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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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研究變項測量方式與操作型定義（續） 

變項名稱 問卷題目 回答選項 操作型定義 

調節變項    

學步兒 

性別 

幼兒性別 自填 1=男性 

2=女性 

控制變項    

父母教育

程度 

【第一部分】 

一、2.這孩子親生父母的教育程

度： 

2.1 父： 

2.2 母： 

1：國小及以下 

2：國（初）中 

3：高中（職） 

4：專科 

5：大學／二技 

6：碩士及以上 

7：不知道 

8：不適用 

1=高中（職）及以下 

2=專科／大學／二技 

3=碩士及以上 

父母婚姻

狀況 

【第一部分】 

一、5.這孩子父母的婚姻狀況： 

1：已婚 

2：離婚或分居 

3：同居但未結婚 

4：未結婚也未同居 

5：配偶過世 

6：其他 

7：不知道 

8：不適用 

1=已婚 

2=未婚 

 

父母工作

狀況 

【第一部分】 

一、10.這孩子父母的工作狀況： 

10.1 父： 

10.2 母： 

1：全職工作 

2：兼職工作 

3：已退休 

4：家管或全職照顧這孩子 

5：待業或失業 

6：目前不打算工作 

7：不知道 

8：不適用 

1=有工作 

2=沒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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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 研究變項測量方式與操作型定義（續） 

變項名稱 問卷題目 回答選項 操作型定義 

家庭收入 【第一部分】 

二、12.這孩子家庭的所有收入，

每個月大約有多少？ 

1：沒有收入 

2：未滿 1 萬元 

3：1 萬元~未滿 2 萬元 

4：2 萬元~未滿 3 萬元 

5：3 萬元~未滿 4 萬元 

6：4 萬元~未滿 5 萬元 

7：5 萬元~未滿 6 萬元 

8：6 萬元~未滿 7 萬元 

9：7 萬元~未滿 8 萬元 

10：8 萬元~未滿 9 萬元 

11：9 萬元~未滿 10 萬元 

12：10 萬元~未滿 11 萬元 

13：11 萬元~未滿 12 萬元 

14：12 萬元~未滿 13 萬元 

15：13 萬元~未滿 14 萬元 

16：14 萬元~未滿 15 萬元 

17：15 萬元~未滿 16 萬元 

18：16 萬元~未滿 17 萬元 

19：17 萬元~未滿 18 萬元 

20：18 萬元~未滿 19 萬元 

21：19 萬元~未滿 20 萬元 

22：20 萬元~未滿 30 萬元 

23：30 萬元~未滿 40 萬元 

24：40 萬元~未滿 50 萬元 

25：50 萬元~未滿 100 萬元 

26：100 萬元以上 

27：不知道 

1=未滿 5 萬元 

2=5 萬元~未滿 7 萬元 

3=7 萬元~未滿 10 萬元 

4=10 萬元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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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 研究變項測量方式與操作型定義（續） 

變項名稱 問卷題目 回答選項 操作型定義 

兄弟姐妹

數量 

【第一部分】 

二、2.這孩子有沒有兄弟姊妹？ 

2.1 兄弟姊妹情況為： 

1：無 

2：有（於 2.1 題自填兄弟

姐妹數量） 

1=無 

2=1 個 

3=2 個以上 

照顧方式 【第一部分】 

二、5.2 這孩子白天在哪裡被照

顧？ 

1：孩子自家 

2：親友家 

3：保母家 

4：托嬰中心 

5：幼兒園 

6：其他 

1=父母親自照顧 

2=托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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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分析方法 

本研究使用統計軟體 SAS 9.4 進行統計分析，包括描述性統計及推論性統計

兩個部分。其中，推論性統計的部分，首先使用群組化軌跡模式 (Group-Based 

Trajectory Model)，建立親職參與之發展軌跡。接著使用多元線性迴歸 (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is)，分別探討父親和母親的親職參與發展軌跡與學步兒螢幕使用

時間之關係，並檢視學步兒性別在此關係中是否有調節的作用。遺漏值則是透過

多重插補法中的完全條件式指定 (Fully conditional specification) 方法進行插補。 

一、 描述性統計 

藉由描述性統計以瞭解原始資料的分布情形，其中連續變項以平均值及標準

差呈現，類別變項則以次數分配及百分比呈現。 

二、 推論性統計 

（一） 群組化軌跡模式 (Group-Based Trajectory Model，簡稱 GBTM) 

本研究使用透過群組化軌跡模式，以建立父親及母親於學步兒 3 至 18 個月

時的親職參與發展軌跡，並將這些發展軌跡依照類型分為不同的組別。 

群組化軌跡模式是一種有限的混合模型 (finite mixture model)，該模型假設母

體由個數有限的未知組別混合而成，公式如下： 

𝑃𝑃(𝑌𝑌𝑖𝑖) = �𝜋𝜋𝑗𝑗

𝐽𝐽

𝑗𝑗

𝑃𝑃𝑗𝑗(𝑌𝑌𝑖𝑖) 

假設 𝑌𝑌𝑖𝑖 = {𝑦𝑦𝑖𝑖1 ,𝑦𝑦𝑖𝑖2 ,𝑦𝑦𝑖𝑖3 , … , 𝑦𝑦𝑖𝑖𝑖𝑖} 代表個體 𝑖𝑖 在 𝑇𝑇 期間內的長期重複測量序列，

 𝑗𝑗 為組別數， 𝑃𝑃(𝑌𝑌𝑖𝑖) 表示 𝑌𝑌𝑖𝑖  的機率。群組化軌跡模式假設母體是由  𝐽𝐽 個潛在的軌

跡混合而成，其中 𝑃𝑃𝑗𝑗(𝑌𝑌𝑖𝑖) 是 𝑌𝑌𝑖𝑖  在第 𝑗𝑗 組發生的機率，而 𝜋𝜋𝑗𝑗 是個體隨機分配到第 𝑗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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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的機率，無條件機率 𝑃𝑃(𝑌𝑌𝑖𝑖) 等於上述兩項相乘的總和 (Nagin, 2005；Jones & 

Nagin, 2007)。 

根據資料的分布形態，群組化軌跡模式對上述公式有不同的延伸應用。統計

軟體 SAS 中，由 Bobby Jones et al. (2001) 所撰寫之 PROC TRAJ 程序支持的分布

包括：常態分布、卜瓦松分布、Beta 分布及伯努利分布。本研究欲探討之父母親

職參與得分屬於連續的常態分佈 (continuous normal distribution)，公式如下： 

𝑦𝑦𝑖𝑖𝑖𝑖∗ = 𝛽𝛽0
𝑗𝑗 + 𝛽𝛽1

𝑗𝑗𝐴𝐴𝐴𝐴𝐴𝐴𝑖𝑖𝑖𝑖 + 𝛽𝛽2
𝑗𝑗𝐴𝐴𝐴𝐴𝐴𝐴𝑖𝑖𝑖𝑖2 + 𝛽𝛽3

𝑗𝑗𝐴𝐴𝐴𝐴𝐴𝐴𝑖𝑖𝑖𝑖3 + 𝜀𝜀𝑖𝑖𝑖𝑖 

𝑦𝑦𝑖𝑖𝑖𝑖∗  為潛在變項，也就是個體 𝑖𝑖 在時間點 𝑡𝑡 時，研究者所感興趣的事件之發生

次數。𝐴𝐴𝐴𝐴𝐴𝐴 是個體 𝑖𝑖 在時間點 𝑡𝑡 時的年齡，分別有一次項、二次項及三次項，而

𝛽𝛽0
𝑗𝑗、𝛽𝛽1

𝑗𝑗、𝛽𝛽2
𝑗𝑗、𝛽𝛽3

𝑗𝑗 為模型係數，決定軌跡的形狀。 𝜀𝜀𝑖𝑖𝑖𝑖  為誤差項，服從平均值為零

的常態分佈 (Jones & Nagin, 2007)。 

而對於軌跡數量及形狀上模型的選擇，會影響到隨後的分析及結果。BIC 

(Bayesian information criteria) 和 AIC (Akaike information criterion) 是常見用來選

擇最優模型的準則，其中又以 BIC 較為常用。BIC 計算出的結果為負值，該值的

絕對值越小，代表模型的配適度越好。BIC 值計算公式如下： 

BIC = log(𝐿𝐿)− 0.5𝑘𝑘 log (𝑁𝑁) 

其中 𝐿𝐿 是模型的最大概似值 (likelihood)，𝑁𝑁 是樣本大小，𝑘𝑘 是模型中參數的

數量。此外，以較複雜模型 BIC 值減去較簡單模型 BIC 值的兩倍，所得到之

2ΔBIC 表示證據的強度，可作為是否選擇較複雜的模型依據。若 2ΔBIC 介於 2-

6，代表有中度的證據支持較複雜的模型，6-10 表示有強烈的證據，大於 10 則表

示有非常強烈的證據顯示，較複雜模型的表現比較好 (Jones et al., 2001；Nagin, 

2005；Nagin & Odgers, 2010；Niyonkuru,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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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上述的 BIC 以及 2ΔBIC 之外，學者也提出了其他評估的方式。第一種

是分配到最佳組別的事後機率平均值 (Average post probability，簡稱 Avepp)。事

後機率可用於評估模型對於資料的適配度，理想狀態下每個個體被分配到最佳組

別的機率為 1，也就是 Avepp 的值等於 1。而學者 Nagin (2005) 建議，每個組別

的 Avepp 值至少應為 0.7。第二種評估方式為正確分配到最佳組別的勝算 (Odds 

of correct classification，簡稱 OCC)，公式如下： 

𝑂𝑂𝑂𝑂𝑂𝑂𝑗𝑗 =
𝐴𝐴𝐴𝐴𝐴𝐴𝑃𝑃𝑃𝑃𝑗𝑗/1− 𝐴𝐴𝐴𝐴𝐴𝐴𝑃𝑃𝑃𝑃𝑗𝑗

𝜋𝜋�𝑗𝑗/1− 𝜋𝜋�𝑗𝑗
 

分子為基於最大概率分配規則，正確分類到第 𝑗𝑗 組的勝算；分母為基於隨機

分配的正確分類勝算，分配到第 𝑗𝑗 組的機率等於其估計的人口基本比率 𝜋𝜋�𝑗𝑗 。隨著

𝐴𝐴𝐴𝐴𝐴𝐴𝑃𝑃𝑃𝑃𝑗𝑗 越接近理想值 1，𝑂𝑂𝑂𝑂𝑂𝑂𝑗𝑗 值會增加，該值越大表示分配的準確度較好，而

學者建議每個組別的 OCC 值應大於 5，表示該模型有較高的分配準確性 (Nagin, 

2005；Niyonkuru, 2013)。此外學者也建議，理想上每個組別的人數，應至少佔整

體樣本數的 5% (Andruff et al., 2009)。 

（二） 多元線性迴歸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本研究使用多元線性回歸，在校正控制變項後，分別探討父親與母親的親職

參與發展軌跡與學步兒螢幕使用時間的關係，並進一步檢定親職參與發展軌跡和

學步兒性別之間是否存在交互作用，以瞭解可能的性別差異。 

（三） 多重插補法 (Multiple inputation) 

資料中的遺漏值可能會使統計結果產生偏誤，因此需要對其進行處理。而多

重差補的目的，就是為不完整資料的統計估計，提供有效的推論。本研究根據資

料型態，使用 PROC MI 程序中的完全條件式指定 (Fully conditional 

specification，簡稱 FCS) 方法處理遺漏值。該方法透過為每個變項指定一個差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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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對變項逐一進行資料的插補 (Van Buuren, 2007)。最後再透過 PROC 

MIANALYZE 程序，將多個插補資料集的數據合併，得到最終統計結果

(Berglund,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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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結果 

第一節 研究樣本基本資料 

本研究共有 6,620 名樣本，其中男性佔 51.27%（3394 人），女性佔 48.73%

（3226 人），基本資料的分布狀情形如表 4-1 及表 4-2 所示。四波問卷之填答者

皆以母親為主，分別佔 84.37%（4908 人）、86.93%（5412 人）、87.33%（5650

人）及 87.05%（5762 人）；父親則為少數，分別佔 15.37%（894 人）、12.7%

（791 人）、12.36%（800 人）及 12.48%（826 人）。 

在自變項的部分，父親親職參與之平均分數，從研究樣本 3-18 個月分別為

2.89、2.95、3.08 及 3.13，標準差皆為 0.82；而母親親職參與的平均分數則分別

是 3.65、3.73、3.80 及 3.81，標準差分別為 0.52、0.48、0.44 及 0.44。在螢幕使

用時間方面，研究樣本於 18 個月時，平均每日使用螢幕的時間為 0.86 小時，標

準差為 1.01。在控制變項部分，父親及母親的教育程度皆以「專科／大學／二

技」居多，分別佔 51.55%（3226 人）及 62.1%（3891 人），其次為「高中

（職）及以下」（父：29.35%、母：25.3%），「碩士及以上」則最少（父：

19.1%、母：12.61%）；父母婚姻狀況主要為「已婚」，佔 98.6%（6182 人）；

父親及母親工作狀況皆主要為「有工作」，分別佔 98.59%（6499 人）及 66.80%

（4411 人）；研究樣本每個月的家庭收入，以「7 萬元~未滿 10 萬元」區間居

多，佔 27.98%（1643 人），其次為「未滿 5 萬元」（25.63%）及「5 萬元~未滿

7 萬元」（25.1%），「10 萬元以上」（21.3%）則最少；研究樣本兄弟姐妹的數

量以「無」最多，共 3045 人（49.12%），其次為「1 個」（40.67%），「2 個以

上」（10.21%）最少；研究樣本受到照顧的方式以「父母親自照顧」為主，佔

70.29%（4619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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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研究樣本基本資料分布 

 研究樣本 (N=6,620) 

 樣本數 百分比 平均值 標準差 

填答者（第一波）     
父親 894 15.37   
母親 4908 84.37   
其他 15 0.26   

填答者（第二波）     
父親 791 12.70   
母親 5412 86.93   
其他 23 0.37   

填答者（第三波）     
父親 800 12.36   
母親 5650 87.33   
其他 20 0.31   

填答者（第四波）     
父親 826 12.48   
母親 5762 87.05   
其他 31 0.47   

父親親職參與     
第一波（3 個月）   2.89 0.82 
第二波（6 個月）   2.95 0.82 
第三波（12 個月）   3.08 0.82 
第四波（18 個月）   3.13 0.82 

母親親職參與     
第一波（3 個月）   3.65 0.52 
第二波（6 個月）   3.73 0.48 
第三波（12 個月）   3.80 0.44 
第四波（18 個月）   3.81 0.44 

兒童螢幕使用時間   0.86 1.01 
學步兒性別     
男性 3394 51.27   
女性 3226 48.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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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研究樣本基本資料分布（續） 

 研究樣本 (N=6,620) 

 樣本數 百分比 平均值 標準差 

父親教育程度     
高中（職）及以下 1837 29.35   
專科／大學／二技 3226 51.55   
碩士及以上 1195 19.10   

母親教育程度     
高中（職）及以下 1585 25.30   
專科／大學／二技 3891 62.10   
碩士及以上 790 12.61   

父母婚姻狀況     
已婚 6182 98.60   
未婚 88 1.40   

父親工作狀況     
有工作 6499 98.59   
沒有工作 93 1.41   

母親工作狀況     
有工作 4411 66.80   
沒有工作 2192 33.20   

家庭收入     
未滿 5 萬元 1505 25.63   
5 萬元~未滿 7 萬元 1474 25.10   
7 萬元~未滿 10 萬元 1643 27.98   
10 萬元以上 1251 21.30   

兄弟姐妹數量     
無 3045 49.12   
1 個 2521 40.67   
2 個以上 633 10.21   

照顧方式     
父母親自照顧 4619 70.29   
托育 1952 2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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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變項之間的相關性 

本研究使用獨立樣本 t 檢定及變異數分析（ANOVA），以檢測研究樣本於

18 個月時，平均每日螢幕使用時間與學步兒性別、父母教育程度、父母婚姻狀

況、父母工作狀況、家庭收入、兄弟姐妹數量及照顧方式等變項之間的相關性。

結果如表 4-3 及表 4-4 所示，不同的父母教育程度、母親工作狀況、家庭收入及

照顧方式之間，研究樣本的螢幕使用時間呈現顯著差異（p<0.05）。女童平均每

日螢幕使用時間為 0.86 小時，僅略高於男童（0.85 小時）。而父母的教育程度越

低（高中（職）及以下），研究樣本螢幕使用時間越多（父：0.94 小時、母：

0.96 小時）；反之，父母教育程度越高（碩士及以上），研究樣本螢幕使用時間

越少（父：0.69 小時、母：0.62 小時）。父母婚姻狀況的部分，未婚組的研究樣

本（0.88 小時）比已婚組（0.85 小時）有更長的螢幕使用時間。在父母工作狀況

方面，沒有工作組的研究樣本（父：1.02 小時、母：0.92 小時）比有工作組

（父：0.85 小時、母：0.82 小時）有更長的螢幕使用時間。而家庭收入越低（未

滿 5 萬元），研究樣本螢幕使用時間越長（0.92 小時）；反之，家庭收入越高

（10 萬元以上），研究樣本螢幕使用時間越短（0.79 小時）。另外，若研究樣本

沒有或只有 1 個兄弟姐妹，螢幕使用的時間較多（無：0.87 小時、1 個：0.88 小

時）；若是有 2 個以上兄弟姐妹，螢幕使用時間則較少（0.77 小時）。最後，由

父母親自照顧的研究樣本（0.92 小時）比受到托育的研究樣本（0.70 小時）有更

長的螢幕使用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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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學步兒螢幕使用時間與其他變項之間的相關性 

 學步兒螢幕使用時間 

 平均值 標準差 t 值/ F 值 p 
兒童性別 a   –0.50 0.62 
男性 0.85 1.00   
女性 0.86 1.01   

父親教育程度 b   21.88 <.0001 
高中（職）及以下 0.94 1.11   
專科／大學／二技 0.87 1.01   
碩士及以上 0.69 0.80   

母親教育程度 b   29.66 <.0001 
高中（職）及以下 0.96 1.13   
專科／大學／二技 0.86 1.00   
碩士及以上 0.62 0.72   

父母婚姻狀況 a   –0.16 0.87 
已婚 0.85 1.00   
未婚 0.88 1.23   

父親工作狀況 a   –1.33 0.19 
有工作 0.85 1.00   
沒有工作 1.02 1.17   

母親工作狀況 a   –3.62 0.0003 
有工作 0.82 0.96   
沒有工作 0.92 1.09   

家庭收入 b   4.18 0.01 
未滿 5 萬元 0.92 1.11   
5 萬元~未滿 7 萬元 0.89 1.03   
7 萬元~未滿 10 萬元 0.85 0.96   
10 萬元以上 0.79 0.97   

a 使用獨立樣本 t 檢定，檢定值為 t 值。 
b 使用變異數分析（ANOVA），檢定值為 F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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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 學步兒螢幕使用時間與其他變項之間的相關性（續） 

 兒童螢幕使用時間 

 平均值 標準差 t 值/ F 值 p 
兄弟姐妹數量 b   2.81 0.06 
無 0.87 1.03   
1 個 0.88 1.01   
2 個以上 0.77 0.94   

照顧方式 a   9.17 <.0001 
父母親自照顧 0.92 1.07   
托育 0.70 0.81   

a 使用獨立樣本 t 檢定，檢定值為 t 值。 
b 使用變異數分析（ANOVA），檢定值為 F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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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樣本父母親職參與發展軌跡 

本節將分別說明研究樣本父親及母親親職參與發展軌跡的模型選擇結果，以

及各發展軌跡組別之基本特性。 

一、 父親親職參與發展軌跡 

（一） 模型選擇結果 

父親親職參與發展軌跡組別數的選擇，依據 AIC、BIC 及 2ΔBIC 判斷。根據

表 4-5 可以得知，將軌跡分為 6 組時，會有組別所包含的樣本數少於整體 5%，

因此選擇將軌跡分為 5 組。然而 5 組時的最佳排列方式，又會有組別所包含的樣

本數少於整體 5%，因此最終決定將父親親職參與發展軌跡分為 4 組。在嘗試不

同多項式排序組合後，確定多項式排序（1, 1, 1, 1）為最佳解。如 4-6 所示，其

BIC 的絕對值最小、2ΔBIC 大於 10，且所有組別之最高次項皆達顯著。此外，每

個組別的 Avepp 值皆大於建議值 0.7，OCC 也皆大於建議值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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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 父親親職參與發展軌跡模型選擇結果 

組別數 多項式排序 AIC BIC 2ΔBIC 

1 3 –34113.34 –34130.34 – 

2 3, 3 –31119.08 –31153.07 5954.54 

3 3, 3, 3 –30291.64 –30342.62 1620.9 

4 3, 3, 3, 3 –30045.91 –30113.89 457.46 

5 3, 3, 3, 3, 3 –29878.26 –29963.23 301.32 

6 3, 3, 3, 3, 3, 3 –29774.86 –29876.83 172.8 

4 1, 1, 1, 1 –30056.02 –30096.81 34.16 

註：AIC: Akaike information criteria 

註：BIC: Bayesian information criteria 

 

表 4-6 父親親職參與發展各軌跡組別之百分比、Avepp 及 OCC 值 

軌跡組別 百分比 Avepp OCC 

1 18.93 0.87 25.96 

2 19.62 0.81 16.64 

3 50.98 0.86 6.19 

4 10.47 0.83 43.41 

註：多項式排序（1, 1, 1, 1） 

註：Avepp: Average post probability 

註：OCC: Odds of correct class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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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各發展軌跡組別基本特性 

本研究樣本父親親職參與發展軌跡如圖 4-1 所示，各軌跡依照父親親職參與

平均得分隨學步兒歲數的變化情形，分別命名為：「持續低度組」、「持續中度

組」、「增加組」及「持續高度組」。各軌跡之基本特性如表 4-7 所示，以下將

分別進行詳細說明： 

「持續低度組」共 1253 人，佔 18.93%。此組父親於研究樣本 3 個月時，親

職參與的平均得分為 2.00 分，到 18 個月時略升至 2.14 分。整體而言，此組父親

於研究樣本 3-18 個月時的親職參與平均得分為四組中最低，僅 2.05 分。 

「增加組」為樣本數次多的組別，共 3375 人，佔 19.62%。此組父親的親職

參與平均得分，從研究樣本 3 個月時的 3.25 分，至 18 個月時的 3.92 分，持續呈

現增加的趨勢。此外，該組 3-18 個月時的平均得分為 3.59 分，僅次於「持續高

度組」。 

「持續中度組」為四組中樣本數最多的組別，約佔六成，共 1299 人。此組

父親的親職參與平均得分，從研究樣本 3 個月時的 2.89 分，至 18 個月時略升為

3.05 分。而 3-18 個月時的父親親職參與總平均得分為 2.97 分，略高於「持續低

度組」。 

「持續高度組」為四組中樣本數最少之組別，共 693 人，佔 10.47%。雖然此

組父親之親職參與平均得分，從研究樣本 3 個月時的 3.99 分，至 18 個月時的

3.82 分，呈現略為下降的趨勢，然而在 3 個月至 18 個月間的得分總平均仍為四

組中最高的一組，為 3.9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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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7 父親親職參與發展各軌跡組別之基本特性 

  3 個月 6 個月 12 個月 18 個月  

 樣本數(%) 平均值 平均值 平均值 平均值 總平均值 

持續低度組 1253(18.93) 2.00 1.99 2.06 2.14 2.05 
增加組 3375(19.62) 3.25 3.43 3.77 3.92 3.59 
持續中度組 1299(50.98) 2.89 2.92 3.03 3.05 2.97 
持續高度組 693(10.47) 3.99 3.97 3.91 3.82 3.92 

 

 

 

圖 4-1 父親親職參與發展軌跡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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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母親親職參與發展軌跡 

（一） 模型選擇結果 

    母親親職參與發展軌跡組別數的選擇，依據 AIC、BIC 及 2ΔBIC 判斷。根據

表 4-8 可以得知，將軌跡分為 6 組時，其 BIC 的絕對值會大於將軌跡分為 5 組

時，因此將軌跡分為 5 組更為合適。然而在嘗試 5 組、4 組、3 組時的各種多項

式排序組合後，無法找到使得所有組別之最高次項皆達顯著的最佳排列方式，因

此最終決定將母親親職參與發展軌跡分為 2 組，以多項式排序（2, 1）為最佳

解。如表 4-9 所示，其 BIC 的絕對值最小、2ΔBIC 大於 10，且所有組別之最高次

項皆達顯著。此外，每個組別的 Avepp 值皆大於建議值 0.7，OCC 也皆大於建議

值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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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8 母親親職參與發展軌跡模型選擇結果 

組別數 多項式排序 AIC BIC 2ΔBIC 

1 3 –20144.80 –20161.79 – 

2 3, 3 –18550.30 –18584.29 3155 

3 3, 3, 3 –18268.09 –18319.08 530.42 

4 3, 3, 3, 3 –18177.75 –18245.72 146.72 

5 3, 3, 3, 3, 3 –18084.59 –18169.57 152.3 

6 3, 3, 3, 3, 3, 3 –18083.34 –18185.31 –31.48 

2 2, 1 –18537.88 –18561.67 45.24 

註：AIC: Akaike information criteria 

註：BIC: Bayesian information criteria 

 

表 4-9 母親親職參與發展各軌跡組別之百分比、Avepp 及 OCC 值 

軌跡組別 百分比 Avepp OCC 

1 35.08 0.91 17.26 

2 64.92 0.90 5.27 

註：多項式排序（2, 1） 

註：Avepp: Average post probability 

註：OCC: Odds of correct class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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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各發展軌跡組別基本特性 

本研究樣本母親親職參與發展軌跡如圖 4-2 所示，各軌跡依照母親親職參與

平均得分隨學步兒歲數的變化情形，分別命名為：「低度組」與「高度組」。各

軌跡之基本特性如表 4-10 所述，以下將分別進行詳細說明： 

「低度組」的樣本數較少，共 2322 人（35.08%）。此組母親的親職參與平

均得分，從研究樣本 3 個月時的 3.31 分，至 18 個月時的 3.52 分，呈現略為上升

的趨勢。整體而言，該組母親於研究樣本 3 個月至 18 個月間的親職參與平均得

分較低，為 3.43 分。 

「高度組」的樣本數則較多，共 4298 人（64.92%）。此組母親於研究樣本 3

個月時，親職參與的平均得分為 3.86 分，到 18 個月時略升至 3.99 分，幾乎接近

滿分（4 分）。而該組母親於研究樣本 3 個月至 18 個月間的親職參與平均得分較

高，為 3.94 分。 

 

  



doi:10.6342/NTU202301522

 

 
49 

表 4-10 母親親職參與發展各軌跡組別之基本特性 

  3 個月 6 個月 12 個月 18 個月  

 樣本數(%) 平均值 平均值 平均值 平均值 總平均值 

低度組 2322(35.08) 3.31 3.40 3.50 3.52 3.43 
高度組 4298(64.92) 3.86 3.93 3.97 3.99 3.94 

 

 

圖 4-2 母親親職參與發展軌跡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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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父母親職參與發展軌跡與研究樣本螢幕使用時間之關係 

本節將延續上一節的研究結果，分別探討父親及母親不同的親職參與發展軌

跡，與研究樣本螢幕使用時間之關係。此外，也會進一步檢定學步兒性別在此關

係中，是否有調節的作用。 

一、 父親親職參與發展軌跡與研究樣本螢幕使用時間之關係 

父親親職參與發展軌跡與研究樣本螢幕使用時間之關係如表 4-11 及表 4-12

所示。模型一為單純探討親職參與發展軌跡與研究樣本螢幕使用時間之關係；模

型二加入所有控制變項（包含父母教育程度、父母婚姻狀況、父母婚姻狀況、家

庭收入、兄弟姐妹數量及照顧方式），以了解在控制相關變項後，親職參與發展

軌跡與學步兒螢幕使用時間的關係是否有所改變；模型三再加入交互作用項（父

親親職參與發展軌跡*學步兒性別），以檢定學步兒性別在此關係中是否有調節

的作用。 

    從表 4-11 及表 4-12 的結果可以發現：在模型一中以「持續低度組」做為參

考組，「增加組」（B= –0.10; 95% CI: –0.18, –0.02）、「持續中度組」（B= –

0.10; 95% CI: –0.16, –0.03）及「持續高度組」（B= –0.22; 95% CI: –0.31, –0.12）

的研究樣本，隨著父親親職參與的平均分數越高，其螢幕使用的時間越少，且皆

達到統計上的顯著。在模型二加入所有控制變項後，「持續中度組」（B= –0.08; 

95% CI: –0.15, –0.02）及「持續高度組」（B= –0.18; 95% CI: –0.28, –0.09）的結

果仍呈現顯著。於模型三再加入交互作用項後，「持續中度組」（B= –0.09; 95% 

CI: –0.16, –0.02）及「持續高度組」（B= –0.19; 95% CI: –0.29, –0.10）的結果依舊

顯著；然而，從親職參與軌跡與性別的交互作用項不顯著可知，父親親職參與發

展軌跡對學步兒螢幕使用時間的影響，並沒有因為學步兒性別而有顯著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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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1 父親親職參與發展軌跡與學步兒螢幕使用時間之關係 

 學步兒螢幕使用時間 

 模型一  模型二  模型三 

 B 95% CI  B 95% CI  B 95% CI 
親職參與發展軌跡 
（ref.持續低度組） 

        

增加組 –0.10* –0.18, –0.02  –0.07 –0.14, 0.01  –0.07 –0.15, 0.01 
持續中度組 –0.10** –0.16, –0.03  –0.08* –0.15, –0.02  –0.09* –0.16, –0.02 
持續高度組 –0.22*** –0.31, –0.12  –0.18*** –0.28, –0.09  –0.19*** –0.29, –0.10 

父親教育程度 

（ref.高中（職）及以下） 
        

專科／大學／二技    –0.02 –0.09, 0.04  –0.02 –0.09, 0.04 
碩士及以上    –0.11* –0.20, –0.03  –0.11* –0.20, –0.03 

母親教育程度 

（ref.高中（職）及以下） 
        

專科／大學／二技    –0.07* –0.14, –0.00  –0.07* –0.14, –0.00 
碩士及以上    –0.22*** –0.33, –0.12  –0.22*** –0.33, –0.12 

父母婚姻狀況（ref.已婚）         
未婚    –0.06 –0.27, 0.16  –0.05 –0.27, 0.16 

父親工作狀況（ref.有工作）         
沒有工作    0.12 -0.09, 0.32  0.12 –0.09, 0.32 

母親工作狀況（ref.有工作）         
沒有工作    –0.00 –0.06, 0.06  –0.00 –0.06, 0.06 

家庭收入（ref.未滿 5萬元）         
5 萬元~未滿 7 萬元    0.02 –0.05, 0.10  0.02 –0.05, 0.10 
7 萬元~未滿 10 萬元    0.05 –0.03, 0.13  0.05 –0.03, 0.13 
10 萬元以上    0.06 –0.03, 0.14  0.06 –0.03, 0.14 

兄弟姐妹數量（ref.無）         
1 個    –0.01 –0.06, 0.05  –0.01 –0.06, 0.05 
2 個以上    –0.14** –0.23, –0.05  –0.14** –0.23, 0.05 

註：B：參數估計值；95% CI：95%信賴區間；ref.：參考組 

註：*p<0.05, ** p<0.01, *** 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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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2 父親親職參與發展軌跡與學步兒螢幕使用時間之關係（續） 

 學步兒螢幕使用時間 

 模型一  模型二  模型三 

 B 95% CI  B 95% CI  B 95% CI 
照顧方式（ref.父母親自照顧）         
托育    –0.19*** –0.25, –0.13  –0.19*** –0.25, –0.13 

親職參與發展軌跡*學步兒性別       0.01 –0.01, 0.02 

註：B：參數估計值；95% CI：95%信賴區間；ref.：參考組 

註：*p<0.05, ** p<0.01, *** 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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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母親親職參與發展軌跡與研究樣本螢幕使用時間之關係 

母親親職參與發展軌跡與研究樣本螢幕使用時間之關係如表 4-13 所示。模型

一為單純探討親職參與發展軌跡與研究樣本螢幕使用時間之關係；模型二加入所

有控制變項（包含父母教育程度、父母婚姻狀況、父母婚姻狀況、家庭收入、兄

弟姐妹數量及照顧方式），以了解在控制相關變項後，親職參與發展軌跡與學步

兒螢幕使用時間的關係是否有所改變；模型三再加入交互作用項（父親親職參與

發展軌跡*學步兒性別），以檢定學步兒性別在此關係中是否有調節的作用。 

    從表 4-13 的結果可以發現：在模型一中以「低度組」作為參考組，「高度

組」（B= –0.05; 95% CI: –0.10, 0.00）的研究樣本螢幕使用時間較少，然而結果並

不顯著。在模型二加入所有控制變項之後，「高度組」（B= –0.07; 95% CI: –0.12, 

–0.02）的結果才達到統計上的顯著；表示在母親方面，親職參與發展軌跡與學步

兒螢幕時間的關係，受到其他控制變項影響。於模型三再加入交互作用項後，

「高度組」（B= –0.08; 95% CI: –0.13, –0.02）的結果仍然呈現顯著；然而，從交

互作用項不顯著可知，母親親職參與發展軌跡對於學步兒螢幕使用時間的影響，

也並沒有因為學步兒性別而有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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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3 母親親職參與發展軌跡與學步兒螢幕使用時間之關係 

 學步兒螢幕使用時間 

 模型一  模型二  模型三 

 B 95% CI  B 95% CI  B 95% CI 
親職參與發展軌跡 
（ref.低度組） 

        

高度組 –0.05 –0.10, 0.00  –0.07** –0.12, –0.02  –0.08** –0.13, –0.02 
父親教育程度 

（ref.高中（職）及以下） 
        

專科／大學／二技    –0.03 –0.09, 0.04  –0.03 –0.09, 0.04 
碩士及以上    –0.12** –0.21, –0.03  –0.12** –0.21, –0.03 

母親教育程度 

（ref.高中（職）及以下） 
        

專科／大學／二技    –0.07* –0.14, –0.00  –0.07 –0.14, –0.00 
碩士及以上    –0.22*** –0.33, –0.12  –0.22*** –0.33, –0.12 

父母婚姻狀況（ref.已婚）         
未婚    –0.03 –0.24, 0.18  –0.03 –0.24, 0.18 

父親工作狀況（ref.有工作）         
沒有工作    0.11 –0.09, 0.32  0.11 –0.09, 0.32 

母親工作狀況（ref.有工作）         
沒有工作    0.01 –0.05, 0.07  0.01 –0.05, 0.07 

家庭收入（ref.未滿 5萬元）         
5 萬元~未滿 7 萬元    0.02 –0.05, 0.10  0.02 –0.05, 0.10 
7 萬元~未滿 10 萬元    0.05 –0.03, 0.13  0.05 –0.03, 0.13 
10 萬元以上    0.06 –0.03, 0.14  0.06 –0.03, 0.14 

兄弟姐妹數量（ref.無）         
1 個    –0.00 –0.06, 0.05  –0.00 –0.06, 0.05 
2 個以上    –0.14** –0.22, –0.05  –0.14** –0.22, –0.05 

照顧方式（ref.父母親自照顧）         
托育    –0.20*** –0.26, –0.14  –0.20*** –0.26, –0.14 

親職參與發展軌跡*學步兒性別       0.01 –0.02, 0.04 

註：B：參數估計值；95% CI：95%信賴區間；ref.：參考組 

註：*p<0.05, ** p<0.01, *** 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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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父親及母親親職參與發展軌跡與研究樣本螢幕使用時間之關係 

    父親及母親的親職參與發展軌跡與研究樣本螢幕使用時間之關係如表 4-14 及

表 4-15 所示。模型一將父親及母親的親職參與發展軌跡一同放入模型中，以了解

其與研究樣本螢幕使用時間之關係；模型二加入所有控制變項（包含父母教育程

度、父母婚姻狀況、父母婚姻狀況、家庭收入、兄弟姐妹數量及照顧方式），以

了解在控制相關變項後，父母親職參與發展軌跡與學步兒螢幕使用時間的關係是

否有所改變。 

由表 4-14 及表 4-15 的結果可以得知，父親及母親的親職參與發展軌跡與學

步兒螢幕使用時間之關係，並不會受到另一方的影響。而從模型二可以發現，母

親方面在加入控制變項後才達到顯著，表示母親親職參與對於學步兒螢幕使用時

間之關係，會受到其他控制變項的因素所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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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4 父母親職參與發展軌跡與學步兒螢幕使用時間之關係 

 學步兒螢幕使用時間 

 模型一  模型二 

 B 95% CI  B 95% CI 
父親職參與發展軌跡 
（ref.持續低度組） 

     

增加組 –0.09* –0.17, –0.01  –0.05 –0.13, 0.03 
持續中度組 –0.10** –0.16, –0.03  –0.08* –0.14, –0.01 
持續高度組 –0.21*** –0.30, –0.11  –0.16*** –0.26, –0.07 

母親職參與發展軌跡 
（ref.低度組） 

     

高度組 –0.03 –0.08, –0.02  –0.06* –0.11, –0.00 
父親教育程度 

（ref.高中（職）及以下） 

     

專科／大學／二技    –0.02 –0.09, 0.04 
碩士及以上    –0.11* –0.20, –0.02 

母親教育程度 

（ref.高中（職）及以下） 

     

專科／大學／二技    –0.07 –0.13, 0.00 
碩士及以上    –0.22*** –0.32, –0.11 

父母婚姻狀況（ref.已婚）      
未婚    –0.05 –0.26, 0.16 

父親工作狀況（ref.有工作）      
沒有工作    0.11 –0.10, 0.31 

母親工作狀況（ref.有工作）      
沒有工作    0.01 –0.05, 0.07 

家庭收入（ref.未滿 5萬元）      
5 萬元~未滿 7 萬元    0.02 –0.05, 0.10 
7 萬元~未滿 10 萬元    0.05 –0.03, 0.13 
10 萬元以上    0.06 –0.03, 0.14 

註：B：參數估計值；95% CI：95%信賴區間；ref.：參考組 

註：*p<0.05, ** p<0.01, *** 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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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5 父母親職參與發展軌跡與學步兒螢幕使用時間之關係（續） 

 學步兒螢幕使用時間 

 模型一  模型二 

 B 95% CI  B 95% CI 
兄弟姐妹數量（ref.無）      

1 個    –0.01 –0.06, 0.05 
2 個以上    –0.14** –0.23, –0.06 

照顧方式 

（ref.父母親自照顧） 
     

托育    –0.20*** –0.26, –0.14 

註：B：參數估計值；95% CI：95%信賴區間；ref.：參考組 

註：*p<0.05, ** p<0.01, *** 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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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討論 

本研究發現，研究樣本父親的親職參與展軌跡可以分成四種類型：「持續低

度組」、「增加組」、「持續中度組」和「持續高度組」；母親親職參與發展軌

跡則分為兩種類型：「低度組」及「高度組」。 

在親職參與發展軌跡與學步兒螢幕使用時間的關係上，本研究發現，和父親

親職參與軌跡為「持續低度組」的研究樣本相比，屬「持續高度組」的研究樣本

螢幕使用時間最少；在母親的親職參與軌跡方面，則發現相較於「低度組」，

「高度組」的研究樣本螢幕使用時間較少。本研究進一步發現，學步兒性別在此

關係中並沒有顯著的調節作用；也就是說，父親及母親親職參與對於兒子和女兒

螢幕使用時間的影響，並沒有顯著的差異。 

綜合上述所論，本章將分為四個小節，首先探討父親及母親的親職參與發展

軌跡，接著討論不同父母親職參與發展軌跡與學步兒螢幕使用時間之關係，以及

學步兒性別在此關係中之調節作用，最後列出本研究之限制。以下將分別進行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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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父母親職參與發展軌跡 

過去關於親職參與之研究多為橫斷性 (Davison et al., 2005；Carlson et al., 

2010；Ramirez et al., 2011；Gingold et al., 2014；Veldhuis et al., 2014；Hawi & 

Rupert, 2015；Jago et al., 2012)。然而父母的親職參與可能會隨著兒童年齡的增

長，而有不同的發展變化 (Lakind et al., 2021；Guo et al., 2022)。因此本研究使

用長期追蹤的資料庫，並以群組化軌跡模式建立親職參與的發展軌跡。此外，過

去研究多將父母的親職參與合併探討，或僅探討母親方面的親職參與 

(Zimmerman et al., 2007；Langer et al., 2014)。因此本研究利用次級資料庫中父親

及母親之資料，分別探討雙親的親職參與發展軌跡。 

本研究結果發現父親有四組親職參與展軌跡，分別為「持續低度組」、「增

加組」、「持續中度組」和「持續高度組」；母親則有兩組親職參與展軌跡，分

別是「低度組」及「高度組」。過去有研究指出，父母於孩童小學時一整學年的

親職參與情形，可分成四種不同的軌跡，包括：「持續低度組」、「先降後升

組」、「參與增加組」及「持續高度組」 (Lakind et al., 2021)。本研究樣本父親

的親職參與展軌跡與其結果相似，皆包含「持續低度組」、「增加組」及「持續

高度組」三種軌跡，唯一的差異是本研究並沒有發現下降類型的軌跡組別，而是

「持續中度組」。而根據「托育政策催生聯盟」的調查結果顯示，我國 2 歲以下

學步兒送至保母、托育機構等托育的比率僅 17%（托育政策催生聯盟，2022）。

由此可知本研究樣本（3-18 個月）仍屬於主要受到家長照顧的時期，因此可能父

母職參與的情況尚未有太大的變化，也還未出現下降的情形。 

而過去研究也指出，母親與嬰兒的互動比父親還要多，且母親是對於嬰兒任

何反應的主要回應者 (Johnson et al., 2014)。除此之外，從本研究結果也可以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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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父親在職的比例為 98.6%，而母親有 33.2%沒有在工作，由此推斷母親可能

為學步兒的主要照顧者。所以本研究中母親的親職參與發展軌跡僅能夠分為兩

組，其可能原因為學步兒主要由母親來照顧，所以整體而言皆保持高度的親職參

與。此外，雖然在本研究中將這兩組軌跡分別命名為「低度組」及「高度組」，

但實際上兩組軌跡的親職參與平均分數皆高於 3 分（滿分為 4 分），屬於高度的

親職參與。因此若是想要瞭解父母於兒童時期完整的親職變化情形，則仍須未來

研究使用長期追蹤的後續資料做進一步的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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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父母親職參與發展軌跡與學步兒螢幕使用時間之關係 

本節將針對父母親職參與發展軌跡與學步兒螢幕使用時間之關係，分為兩個

部分進行討論，首先是本研究樣本的螢幕使用情形，接著探討不同類型的父母親

職參與發展軌跡與學步兒螢幕使用時間之關係。以下將分別進行討論。 

一、 學步兒螢幕使用時間 

由本研究的結果可以得知，學步兒於 18 個月時每日平均的螢幕使用時間為

0.86 小時（51.6 分鐘）。過去國內有研究調查學步兒每日觀看電視的時間，結果

發現學步兒於 18 個月時，平均每日看電視時間為 105.44 分鐘，其中 40%每日觀

看時間超過 2 個小時（邱玉蟬、江東亮，2015）。此外，過去有美國研究詢問父

母學步兒每日觀看各項螢幕設備的時間，從結果得知學步兒於 12 個月時每日總

螢幕使用時間平均為 60 分鐘左右，到 24 個月時則增加至 90 分鐘以上 

(Zimmerman et al., 2007)；另一項美國及英國跨國的大型研究則發現，學步兒於 4

個月、14 個月、24 個月時，每日平均螢幕使用時間分別為 0.92 分鐘、48.3 分鐘

及 73.27 分鐘 (Ribner & McHarg, 2021)。而本研究結果與國外之研究結果相似。 

然而，美國兒科學會及我國國健署皆建議，2 歲以下的學步兒應該要避免螢

幕的使用（Hill et al., 2016；國民健康署，2017），由此可知大多數家長並未遵

守。過多的螢幕使用會對學步兒的健康產生負面影響，像是：眼睛相關疾病、肥

胖、睡眠時間減少、發展不良、注意力不集中、社會心理問題等 (Lissak, 2018；

De Jong et al., 2013；Marinelli et al., 2014；Tomopoulos et al., 2010；Christakis et 

al., 2004；Pagani et al., 2010)；此外，兒童於早期使用習慣的養成，可會增加其日

後過度使用的可能性 (Ponti et al., 2017)。因此學步兒的螢幕使用情形，未來也需

要持續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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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父母親職參與發展軌跡與學步兒螢幕使用時間之關係 

本研究發現不論是父親還是母親，其親職參與的程度越高，學步兒螢幕使用

的時間就越少，這項發現與過去研究一致 (Veldhuis et al., 2014；Gingold et al., 

2014；Hawi & Rupert, 2015)，也能夠透過社會認知理論得到支持 (Bandura , 

1986)。該理論說明一個人的行為可以透過個人、行為、環境三者之間的交互作用

來解釋；也就是說，父母的親職參與會提供動機誘因或促進因子，進而影響到兒

學步兒是否從事螢幕使用這個行為。像是父母利用獎勵或懲罰的方式，以及對於

孩童螢幕使用規則的設置，又或是親子之間更多的互動，都可能使得孩童的螢幕

使用時間增加或減少 (Gingold et al., 2014；Hawi & Rupert, 2015)。 

有別於過往橫斷性研究，本研究透過長期性的資料，進一步分析不同親職參

與發展軌跡對於學步兒螢幕使用時間的影響。結果發現在父親方面，和屬於「持

續低度組」的研究樣本相比，其他三組螢幕使用的時間皆較少，其中最少的為

「持續高度組」，其次是「持續中度組」及「增加組」。然而，在控制其他可能

的影響因素後，親職參與對於螢幕使用的保護效果，僅在「持續高度組」及「持

續中度組」中顯著。由此可知，保持穩定的親職參與對於學步兒螢幕使用時間的

減少來說非常重要。過去也有研究發現，父母養育方式的變化會影響到孩童的行

為表現，若是父母養育的穩定性下降，孩童可能就會產生更多的外化行為問題

(Fite et al., 2006)。即使到了青少年時期，父母持續性的教養對於降低青少年高風

險飲酒行為以及預防傷害也是最有效益的 (Turrisi & Ray, 2010)。此外，「持續

高度組」相較於其他組別，學步兒螢幕使用減少的時間更多，可見保持高度的親

職參與，對於降低學步兒螢幕使用時間才是最有幫助的。因為家長更多的互動，

可以取代孩童從事螢幕使用的行為，使其觀看時間減少 (Mendelsohn et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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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Christakis et al., 2009；Kirkorian et al., 2009)。而在加入控制變項後，「增

加組」卻變得不顯著，這可能是受到模型中其他變項所影響。像是有研究指出，

親職參與的增加與父母本身的教育程度有相關 (McHarg et al., 2020)。因此才導

致在加入控制變項後，「增加組」的軌跡對於學步兒螢幕使用時間的影響反而變

得不顯著。 

另外在母親方面，則發現相較於「低度組」，「高度組」的研究樣本螢幕使

用時間較少。然而母親親職參與發展軌跡與研究樣本螢幕使用時間之關係，在加

入控制變項後結果才達到顯著。表示在母親方面，親職參與發展軌跡與學步兒螢

幕時間的關係，受到其他控制變項影響。過去也有研究發現，職業、收入及學步

兒是否受到日托照顧等因素，都可能會影響到母嬰互動及育兒方式與學步兒行

為、情緒及健康問題之間的關係 (Mäntymaa et al., 2003；Mäntymaa et al., 

2004)。因此未來在探討相關議題時，也需要考慮到其他因素可能造成的影響。 

此外本研究也發現，父親和母親的親職發展軌跡並不會影響到另一方與學步

兒螢幕使用時間的關係。過去有文獻也指出，雙親支持對於孩童數學和語言成績

的影響是相加成的，父親及母親對於孩童數學和語言學習上的支持，並沒有顯著

的交互作用 (Martin et al., 2007)。還有研究發現，父親的親職參與可以被母親的

親職參與所預測，不過相互的影響並不顯著 (Pleck & Hofferth, 2008)。然而究竟

父母親職參與發展軌跡與學步兒螢幕時間之關係，是否會受到對方的影響仍尚未

定論，因此未來研究可以將此納入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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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學步兒性別在父母親職參與發展軌跡與學步兒螢幕使用時間

之關係中的調節作用 

在了解父母親職參與發展軌跡與學步兒螢幕使用時間之關係後，本研究進ㄧ

步檢視學步兒性別於此關係中的調節作用，發現結果並不顯著；也就是說，父親

及母親親職參與對於兒子和女兒螢幕使用時間的影響，並沒有顯著的差異。 

過去研究對於學步兒性別是否會調節父母對於學步兒螢幕使用時間的影響，

結果仍尚未定論，不過有部分研究與本研究有相似的發現。Jago et al. (2014) 的

研究結果指出，父母在平日觀看電視的時間越多，學齡前兒童觀看電視超過建議

時間 2 小時的可能性就越高，不過並沒有證據表明，父親和母親平日觀看電視的

時間與孩童觀看時間之關聯，在兒子與女兒之間存在差異。Sigmundová et al. 

(2018) 的研究也指出，在兒童學齡時期的螢幕使用時間方面，性別的特定傾向很

明顯（也就是父子之間的關係比父女之間的關係更密切）；但是在學齡前兒童的

身上，就沒有看到父子和母女之間的關係比父女和母子之間關係更密切的發現。

該研究發現無論是平日還是週末，父子螢幕使用時間之關係，隨著青春期前兒子

年齡的增長而持續增加；而母女螢幕使用時間之關係的強度，僅在平日隨著女兒

的年齡增長而增加。本研究的結果與該上述研究一致，這可能是由於本研究的樣

本為父 3-18 個月的學步兒，父母在該年齡階段時，對於兒子及女兒的親職參與尚

未因性別而有不同，而是一視同仁。像是有文獻指出，父母養育及照顧嬰兒方式

並不會因為嬰兒的性別而有所差異，尤其是某些方面，例如睡眠、飲食、健康、

哭泣、遊戲等（蘇建文、鐘志叢，1985；陳姣伶，2009）。而隨著兒童年齡的增

長，本身開始有了不同的個性或興趣，父母對待兒童的方式才漸漸地會有比較明

顯的性別差異 (Sigmundová et al., 2018；Dinkel & Snyder, 2020)。然而將學步兒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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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作為調節變項的研究仍為少數，因此究竟父母親職參與和學步兒的螢幕使用時

間之關係，是否會對於兒子及女兒有不同的影響，未來仍可持續進行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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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限制 

本節將列出本研究所面臨到的限制，包含螢幕使用時間及親職參與測量方面

之限制，以及研究樣本之代表性與外推性。以下將針對這些可能的限制，分別進

行討論。 

一、 螢幕使用時間測量之限制 

本研究所使用之資料庫，於研究樣本 3、6、12、18 個月時進行調查，然而

期間並沒有請父母詳細紀錄下學步兒螢幕使用的情形，因此可能會產生回憶偏

差；而若雙親不是主要照顧者，由父母所觀察到的螢幕使用時間，也可能會與實

際情形有所落差。此外，該資料庫使用之家長問卷，詢問螢幕使用時間的題組包

含兩道題目：「這孩子平均每天看多久的電視（含各類影音媒體）？」及「除了

電視，這孩子平均每天接觸多久電子產品（例如：電腦、平板、手機）？」，每

題各有 12 個選項，分別為「不看/沒有」、「0.5 小時以內」、「0.5-1 小時以

內」至「5 小時以上」。本研究為將其轉換為連續變項，因此取選項時間範圍中

間值，並加總兩題時間作為學步兒總螢幕使用時間。然而這麼做可能會導致本研

究所取用之數值有所誤差，無法反映研究樣本實際的螢幕使用時間。 

二、 親職參與測量之限制 

本研究使用之資料庫，其於家長問卷中詢問雙親最近 3 個月實際參與照顧的

情況，選項為測量頻率的四點量表。然而若是父母沒有詳細紀錄下這段期間內，

題目中所敘述的親職參與行為頻率，就可能會產生回憶偏差。且問卷之填答者主

要為母親，其觀察到的父親親職參與和實際情形可能有落差，反之亦然。此外，

該問卷親職參與的題組中包含五道題目，本研究於分析時取各題回答分數之平均

值，分數越高代表父母親職參與的程度越高。然而如此只能得知父母親職參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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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情形，並沒辦法詳細瞭解各個面向的親職參與（如勞務、教養、情感等），

何者才是真正對於兒童螢幕使用時間產生影響的因素。此外，本研究使用之家長

問卷資料，於父母親職參與的部分，對於 3 個月至 96 個月的兒童皆詢問相同問

題，然而這些關於親職參與的題目，是否適用於全年齡層之兒童，應謹慎考量。 

三、 研究樣本代表性 

本研究欲瞭解學齡前時期父母親職參與和學步兒螢幕使用時間之關係，因此

選擇使用「臺灣幼兒發展調查資料庫」中 3 月齡組之資料進行分析。然而目前已

釋出的資料僅有四波：也就是 3 個月至 18 個月，研究樣本還處於年幼的學步時

期，是主要受到父母照顧階段。因此本研究所發現之關聯性，是否同樣會存在於

不同年齡階段的兒童中，需要謹慎解讀。 

四、 研究樣本外推性 

本研究採分層兩階段 PPS 抽樣法，以臺灣地區戶籍資料作為清冊，第一抽樣

單位為鄉鎮市區、第二抽樣單位為個人進行抽樣。因此本研究的結果僅能反映台

灣的情況，而由於文化背景上的不同，可能無法外推至其他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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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結論 

本節將統整本研究所對於父母親職參與發展軌跡，和不同軌跡與學步兒螢幕

使用時間之關係的發現，以及學步兒性別在此關係中的調節作用，可以總結為以

下幾點： 

一、 父母親職參與發展軌跡 

（一）研究樣本父親的親職參與發展軌跡分為四種類型：「持續低度組」

（18.93%）、「增加組」（19.62%）、「持續中度組」（50.98%）及

「持續高度組」（10.47%）。 

（二）研究樣本母親親職參與發展軌跡分為兩種類型：「低度組」

（35.08%）及「高度組」（64.92%）。 

二、 父母親職參與發展軌跡與學步兒螢幕使用時間之關係 

（一）在父親親職參與方面，以「持續低度組」做為參考組，其他三組螢幕

使用的時間皆較少，其中最少的為「持續高度組」，其次為「持續中

度組」及「增加組」，且皆達到統計上的顯著。而在控制其它相關變

項後，「持續高度組」及「持續中度組」也仍然顯著。 

（二）在母親親職參與方面，相較於「低度組」，「高度組」的研究樣本螢

幕使用時間較少。然而兩者之間的關係在加入控制變項後才達到顯

著，表示母親親職參與發展軌跡與學步兒螢幕時間的關係，受到其他

控制變項影響。 

（三）父親和母親的親職參與發展軌跡與學步兒螢幕使用時間之關係，並不

會受到另一方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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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學步兒性別在父母親職參與發展軌跡與學步兒螢幕使用時間之關係中的調

節作用 

不論是父親還是母親，其親職參與發展軌跡對於研究樣本螢幕使用時間的影

響，皆沒有因為學步兒性別而有顯著的差異。也就是說，父母親職參與發展軌跡

對於兒子及女兒螢幕使用時間的影響並沒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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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建議 

一、 在學步期父母應保持高度的親職參與 

從本研究的結果可以得知，親職參與發展軌跡與學步兒螢幕使用時間呈顯著

相關。因此不論是父親還是母親，在兒童學步期都應該保持高度的親職參與，多

加陪伴、關懷、與孩童互動。而在孩童面前，父母也要建立良好的榜樣，減少自

身的螢幕使用，以免學步兒學習或效仿，也會使得父母本身對於孩童的關注降低 

(Kirkorian et al., 2009；Chiu et al., 2017)。此外，盡量不要使用螢幕設備作為養育

孩童的工具，例如在其哭鬧時使用手機或平板來安撫，或者將允許和禁止螢幕設

備的使用，作為獎勵及懲罰的方式，以免使學步兒對螢幕設備產生依賴，從而導

致螢幕使用時間的增加 (Hawi & Rupert, 2015)。因此在學步期父母應該維持高度

的親職參與，花費更多時間與心力在孩童身上，透過傾聽及觀察去了解他們的需

求與感受，以避免孩童出現過度使用螢幕設備的情況。 

二、 父母應提升對於學步兒螢幕使用時間的關注 

本研究的結果發現，學步兒於 18 個月時每日平均的螢幕使用時間為 0.86 小

時（51.6 分鐘），然而美國兒科學會及我國國健署皆建議，2 歲以下學步兒應該

盡量避免螢幕的使用，2 歲以上每日也不要超過 1 小時，並且使用 30 分鐘要休息

10 分鐘（Hill et al., 2016；國民健康署，2017）。學步期習慣的養成會影響到兒

童未來的螢幕使用情形，因此為了避免孩童日後的螢幕使用時間過長，以及可能

會對健康及發育造成的負面影響，例如：近視、乾眼症、肥胖、睡眠時間減少、

發展不良、注意力不集中、社會心理問題等 (Lissak, 2018；De Jong et al., 2013；

Marinelli et al., 2014；Tomopoulos et al., 2010；Christakis et al., 2004；Pagani et al., 

2010)，父母從學步期就應該多加關注其螢幕使用的情況，並遵守美國兒科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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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國健署之建議，不要讓 2 歲以下學步兒接觸螢幕設備；即使是 2 歲以上的兒

童，家長也應該適當的規範，避免其使用時間過長。 

三、 將降低學步兒螢幕使用時間納入父母親職教育的介入計畫 

衛福部國健署於 2015 年時發布行政指導原則，要求國內相關廠商需於 3C 產

品本體、說明書及外包裝加註警語及注意事項，內容包含：使用過度恐傷害視

力、使用 30 分鐘請休息 10 分鐘、未滿 2 歲幼兒不看螢幕，2 歲以上每天看螢幕

不要超過 1 小時（國民健康署，2015）。然而從本研究的結果可以得知，此政策

的成效相當有限。國外有項針對減少學齡前兒童螢幕使用時間所進行的介入計

畫，研究者給予實驗組父母教育相關的印刷物及 CD，內容包含螢幕使用時間過

長對於兒童的負面影響，也提供其他能代替螢幕使用的活動建議。此外，實驗組

的父母被要求每天向孩童閱讀適合他們年齡的書籍、家庭用餐時關掉電視、提供

孩童看電視以外的消磨時間方式（例如讀書），同時也支持父母在家裡的每台電

視或螢幕邊放置「禁止使用」的標誌，以及將電視或電腦從孩童的臥室裡移走。

研究結果發現，以上的介入措施能夠有效減少學齡前兒童電視及影片的觀看

(Yilmaz et al., 2015)。因此建議未來應該透過更多元的管道，宣導過度使用螢幕設

備對於兒童健康的危害，像是加大或強調現行於 3C 產品上標註之警語和注意事

項，也可以在 3C 產品的銷售通路或購買時就進行宣導；此外，也可以於母親產

檢或新生兒健檢時，進行相關的衛教宣導和醫學知識的科普，以及對於學步兒螢

幕設備的使用提出建議，並且鼓勵與支持家長和孩童從事螢幕使用以外的活動，

以預防使用時間過多對於學步兒可能造成的危害。 

四、 對於未來的建議 

（一） 持續探討學步兒螢幕使用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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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研究樣本為 3 至 18 個月的學步兒，是過去相關研究鮮少關注的年齡

階段。不過隨著科技的發達，兒童開始接觸的年齡逐漸提前，而過早接觸螢幕設

備會對學步兒的健康及發育造成影響，學步期養成的習慣也可能會導致兒童日後

過多的螢幕使用。因此未來研究應持續關注學步兒的螢幕使用時間，瞭解可能會

造成影響的相關因素。若是未來要針對學步兒螢幕使用時間進行介入，也能夠作

為參考的依據。 

（二） 使用年齡跨度更大的長期追蹤資料 

由於本研究使用的是次級資料庫，受限於目前資料庫有釋出的資料，因此僅

使用第一波（3 個月）至第四波（18 個月），無法瞭解更長期的親職參與對於兒

童螢幕使用的影響。因此建議未來研究可以使用年齡跨度更大的長期追蹤資料，

以了解父母於兒童時期更完整的親職參與變化情形。 

（三） 針對不同面向的親職參與進行探討 

本研究親職參與的測量，使用次級資料庫問卷中親職參與之題組，並於分析

時取各題回答分數之平均值，以代表父母於學步兒該歲數時，父母的親職參與情

形。然而如此只能得知父母整體的親職參與情形，無法得知各個面向的親職參與

（如勞務、教養、情感等）對於學步兒螢幕使用時間的影響。因此建議未來研究

可以針對不同面向之親職參與進行測量，以瞭解何者才是真正影響學步兒螢幕使

用時間的因素。 

（四） 使用更準確的螢幕使用時間測量方式 

本研究使用之資料庫，其螢幕使用時間的測量方式為父母根據觀察到的情

況，選擇問卷中最接近的時間區間選項。然而結果可能會與學步兒實際的螢幕使

用情形有所誤差。因此建議未來研究可以使用更為客觀的測量方式，例如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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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電腦、平板等螢幕設備中的相關軟體，記錄下實際的螢幕使用時間，以提升

測量的準確性。 

（五） 將學步兒性別作為調節變項進行探討 

雖然本研究並沒有發現父母親職參與發展軌跡對於兒子及女兒螢幕使用時間

的影響有所差異，然而這可能是由於本研究的樣本年紀尚幼，因此學步兒性別所

造成的影響還並不顯著。建議未來研究於探討相關議題時，仍可將學步兒性別作

為調節變項納入探討，以瞭解可能存在的性別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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